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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信息研究 .

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钱 庆 吴思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20)

1摘要) 系统阐述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的发展状况 , 分析我国当前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的现状 , 指出

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总结从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中获得的启示 , 包括整体规划 ! 增加资金投入 !

推动应用实施 !加强国际合作 !加强行业间协调 ! 发展创新及培养高水平人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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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术语标准化主要是运用标准化的原理和方

法 , 通过制定医学术语标准 , 使在一定范围内的医

学用语得到统一 , 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过

程 "主要包括医学术语及其定义的指导性规范 ! 医

学术语使用规范 , 还包括大量医学术语规范化体

系 , 如术语表 !叙词表 ! 分类表 ! 编码 ! 本体等 "

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是现代医学信息化发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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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必备条件 , 建立统一的医学术语标准及术语

集有助于解决术语重复 ! 内涵不清 !语义表达和理

解不一致等问题 , 对有效推动医学信息在更大范围

和更深层次上的传播 ! 共享和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医学术语标准化发展迅速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术语标准化建设体系 , 研究和制定了丰富的医学术

语标准及术语集 , 并且在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

其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本文主要对国外医学术语

标准化发展情况和特点进行研究和分析 , 同时结合

我国医学术语标准化发展现状 , 分析现存问题 , 总

结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 为我国

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

2 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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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由学术团队主导

2 .1 .1 主要标准化机构和组织 国际上 , 欧美等

国将信息化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 非常重视医学信息标准化 , 特别是医学

术语标准化的建设 "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开

展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型向学术团体主导型过渡的历

程 , 相关政府组织 !机构和大量行业协会等民间组

织积极从事医学术语相关标准的研究 ! 制定 !测

试 !批准 !发布和推广活动 "主要的标准化机构和

组织包括国际卫生组织 (W orld H ealth O嗯anization ,

W H O ) !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European Com m ittee

fo r Standardization , CE N ) 及其下属委员会 C ET TC

25IL.j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Th "National Libra 汀

of M edieine , N LM ) ! 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 ational

Organization fo r Standardization , 150 [.2) 技术委员会

(Teehnieal Com m ittee 215 , TC 215 ) !国际医学术语

标准化与研发组织 (Intem ational H ealth Te rm inolo群

Standards Developm entO笔anization , IH TS D o ) 1.{ !美

国国家标准学会 (A m eriean N ational Standard S Insti-

tute , A Nsx)[-J !美 国实验和材料协会 (A m eri ean

Society fo r Testing M aterials, A STM )[.J !医疗信息标

准委员会 (H ealth C are Info rn ation Standa记5 Board ,

H ISB )[6]等 "

这些重要机构和行业协会不仅积极从事组织制

定长期发展规划 , 持续研究 !制定 ! 建立 !测试 !

认证 !发布 !更新和推广各种医学术语及编码标准

和标准化体系 , 还为标准化建设提供财力 ! 物力和

人力等多方支持 "

2 .1 .2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闪LM ) 其对于医

学术语标准化研究和应用的支持具有悠久历史 "它

在 2006 一2016 年的长期规划中明确提出继续强化其

在标准化方面做出的努力 "2008 财年 , NLM 为健

康数据标准化活动花费 1 400 万美元 , 大部分预算

用于支持术语标准的免费获取和维护 , 包括 : (l)

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U nified M ediealLa n邵age sys-

tem , U M LS) 和 D ailyM ed 标准的增值宣传 " (2 ) 重

要 术语 集 和 内容 标 准 系 统 ( LOI N c ! Rx Norm !

SN O M ED CT ! ReIS eqG ene) 的制定 !维护和免费获

取 "(3) 对术语集和代码集等标准相关政策的制定

和调整 "(4 ) 对 U M LS 用户和术语集标准的推广和

辅助 " (5 ) 研究和教育l, ]"在 2010 一20 12 财年 ,

NLM 分别投人预算约 1 000 多万美元用于开发先进

信息系统 !标准和研究工具 , 其中包括继续支持 !

开发主要的临床术语集 1-一92"

2.2 取得成果

2 .2 .1 术语标准化成果 各术语标准化组织的共

同努力促使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及术语集成果丰富 ,

包括 5医学术语系统命名 一临床术语 6 (SN OM E D

CT ) ! 5医学主题词表 6 (M eS H ) ! 5观测指标标识

符逻辑命名与编码系统 6 (LOI N C) ! 5世界卫生组

织不良反应术语 6 (w H O A RT) ! 5国际医学术语 6

(IM T ) ! 5国际疾病分类与代码 6 (IC D 一10 ) ! 5国

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 6 (IC D 一0 ) ! ((传统医学术

语国际标准 6 ! 5酒精和药物术语词典 6 ! 5机能 !伤

残与健康国际分类系统 6 (IC F ) ! 5护理结果分类 6

(N O C ) ! 5全球医疗设备命名 6 (G M DN ) ! 5医疗设

备通用命名系统 6 (UM DN S ) ! 5医学统一体化词

表 6 (U M LS ) 等 "

2 .2 .2 3 个发展时期 这些术语标准化成果不是

一墩而就 , 而是经历了 3 个时期的发展 , 发展历程

也反映了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的总体趋势 "20

世纪 50 年代 , 医学术语标准及体 系初 步建立 ,

M eSH ! DSM 等标准被初步创建: 70 !80 年代 , 大

量医学术语标准化工具 !知识组织系统被建立 , 各

标准化组 织竞相发布 了 SN OM E D , UM LS , M ed -

D RA , w H o D D , Lo一N C ! C脚 等大量术语标准化及

编码标准化工具 , 包括术语表 !分类表 ! 主题词表

等 , 但是其收录范围和数量比较有限 , 内容少有交

叉; 步人90 年代 , 特别是 20 00 年以后 , 各医学术

语标准化工具的发展逐步稳定和成熟 , 并且走向多

语 种 和 多术 语 集 的 交 叉 映射 和 集成 融 合 1.例"

SNO M ED 完成了与 IC D 一10 , IC D 一9 一M , LO IN C

的交叉映射 , 并且为 U M LS 提供术语 , 开始注重构

建概念上的联系 , 对属性 !关系 ! 语义的发现和规

范 ; M edDR AZ .l版本收录了 W H O A RT , CO STAR T ,

Ic D 一9 等医学术语集仁川 "各组织积极对这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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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及术语集进行更新和修订 , 并且推出多语种

版本 , 如 IC F 现有语种包括英语 !法语 !阿拉伯

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 汉语及俄语[02, Ic D -

ro 现有语种包括英语 !佛兰德人语 (Fl em ish) /荷

兰语 ! 日语 !朝鲜语 ! 土耳其语 ! 法语 !汉语 !捷

克语和葡萄牙语等f0l"多方面的努力促使国外的术

语标准和术语集及相关知识组织系统向更深层次发

展 "大量医学本体 , 如 Gal en[ .-2, G o [-, 2等被建立 ,

并且随着关联数据 ! 语义网的迅速发展 , Con ce Pt

wi ki[ .62等面向大数据应用的规范术语 !概念体系也

被建立 "

2.3 亚洲国家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

与欧美国家的术语标准化建设相比 , 亚洲国家

的起步较晚 , 发展相对缓慢 "20 04 年后 , 世界卫生

组织加大了有关该项工作国际合作的支持力度 , 特

别是对传统医学术语标准的建设 "西太区办事处分

别于 2005 年 5 月及 2006 年 1 月在北京及 日本筑波

组织召开了两届传统医学信息标准化非正式咨询

会 , 开展了关于传统医学信息标准化的国际合作 ,

包括中国 ! 日本 和韩 国的工作[.7}"韩 国发布 了

5韩医学主题词表 6 ! 5韩国汉医学标准疾病分

类 6[.8}"20 07 年 , 大韩医学会出版了 5韩医学术语

标准化工作指南 6, 内容包括韩医学术语标准化及

信息标准化两大部分 "2007 年 ro 月 16 日, 世界卫

生组织西太平洋区首次颁布 5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

际标准 6, 向全 球 中医术语标 准化迈 出了新的

一步[.9]"

关机构进行了大量国际标准的引进和应用 , 包括

IC D ! IC PC ! LoI N C 等术语及编码标准 , 并且针对

自身情况 , 开展了标准的翻译 !本地化研究和制

定 "1979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开展了

M eS H 的中文翻译工作 , 并陆续出版了印本 ! 光盘

版 !浏览器版的 5中文医学主题词表 6" 1981 -

1987 年 , 北京协和医院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

中心完成了 IC D 一9 的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 , 19 92

一1997 年完成了 ICD 一10 的翻译和出版 " 1997 年
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了 SN O M ED 3.4 中文

版 , 19 98 卫生部审核批准并实施 5临床检验项目分

类与代码 6"2000 年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

究所研究并构建了中文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Chi -

nese U nified M edieal La n即age System , e u M LS )[0}"

20 01 年卫生部发布了 5输血医学常用术语 6 标准 "

2003 年作为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我国正式启动了医药卫生科学数据共享网建

设 , 并将医学术语标准化作为其中主要建设任务

之一 "201 1 年 ,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 目 5面向

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示

范 6 启动 , 支持建立以术语和概念为基础单元的

集成理 ! 工 !农 ! 医 4 个领域 的知识组织体系 ,

不仅对大量医学术语标准化系统进行集成整合 ,

并且其应用扩展到其他领域 , 对医学术语的深层

应用和信息资源的共建 !共享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承担了其中

的重要工作 "

3 .2 中医药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

3 国内医学术语标准化发展现状

3.1 国内标准化研究成果

相对于国外的发展 , 我国的医学术语标准化建

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 很多国内的标准化组织和医

学研究所 ! 医学院校等积极参与到医学术语标准的

建设当中 , 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卫生部医院管

理研究所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 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及其下设的卫生信息标准委员会等 "这些组织和相

# 4 4 #

中医药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特色医学 , 但

由于其独特性和历史性 , 在术语标准化和规范化

建设方面尤为复杂和艰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药信息研究所于 1987 年开始研究中国中医药学主

题词表 , 和国内其他相关标准化机构及组织一起 ,

先后编制出版了 5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6 ! 5中

医药临床术语集 6 ! 5中医病症分类代码 6 ! 5中国

中医药学术语集 6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中医基础理论术语 6 ! 5针灸名词术语 6 ! 5中医药

学名词 6 等标准 "近几年 , 世界卫生组织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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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医学术语的规范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把

中医药标准化 !规范化研究作为当前中医药现代

化研究的重点 , 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004 年我

国成立了卫生信息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2005 年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中医药学委员会公

布了中药学 5 00 0 多个基本名词 ; 20 07 年 w H O 颁

布了由中 !韩 ! 日等国合作编写的 5传统医学名

词术语国际标准 6; 2008 一2009 年 , 我国不仅参

与了 5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 6 和

5世界中医学本科 (C M D 前 ) 教育标准 6 的制定

和发布 , 而且国际标准化组织 (15 0 ) 同意成立中

医药技术委员会 15 0 /TC249 , 并将秘书处设在 中

国互2, 2, 使我国在国际中医标准化建设中占据了主

导地位 "

提供行业内大范围的共享和应用 "

4.4 术语标准化意识薄弱 , 执行及推广力度不足

对医学信息化 !术语标准化认识不足 , 并且缺乏

行业 !领域共建 !共享的协作意识 "没有认识到术语

标准化的重要性 , 特别是 /重制定轻实施 0 的状况 ,

导致医学术语标准及术语集的宣传和执行推广力度

不足 "

4.5 标准及术语集维护 ! 更新不及时

缺乏对已构建完成的标准及术语集的资金投人

和关注 , 不能随着医学信息 !技术 ! 领域行业的发

展进行及时维护和更新 , 导致标准陈旧 !落后 "

4 国内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4.1 缺乏整体规划 , 标准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医学术语标准化体系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

条块分隔严重 "很多标准在一定行业范围 !地域 !

系统内适用 , 但不足以成为被认可 !采纳的公共准

则或标准术语集 , 很难在医疗卫生的不同系统之

间 !整个领域 !乃至全国范围内应用 , 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标准 "

4.2 标准研究不够深入 , 权威术语标准数量不足

5 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5.1 概述

虽然已经引进大量国际术语标准和术语集 , 但

基本土化研究不够深人 , 已有医学术语标准及术语

集 , 如词表 !词典数量不足 !规模较小 , 而且质量

参差不齐 , 缺乏优质术语标准和术语集 , 网络化知

识组织系统及工具贫乏 , 缺少统一的标准质量评价

指标和方法 , 不足以适应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及行业

的发展需求 "

国外医学术语标准化发展迅速 , 各标准化组织

间具有良好的协调 !沟通及合作关系 , 建立的诸多

术语标准和术语集 , 如 SNO M E D ! uM 比 ! Ic D 等 ,

在基础 !临床 ! 预防等医学科学研究及应用领域被

广泛承认和应用 "特别是 , 在国外 , 术语标准的研

制 ! 发布 !推广 !应用等整个流程具有整体规划 ,

并被作为发展国家医药卫生信息化的重要规划之

一 , 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标准的研究和推广予以高度

重视并投人大量资金支持 "由此 , 促使国外医学术

语标准化成果丰富 "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医学术语建

设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 针对现存问题以及与国外

的差距 "

5 , 2

建设

从战略层面出发 , 整体规划医学术语标准化

4.3 标准化组织间缺乏沟通协调 , 重复工作严重

医药卫生各部门 !各行业间由于缺乏有效的沟

通 !协调机制 "各 自为政 , 导致标准重复建设 , 重

复投资 !缺乏统一规范 , 没有形成合力 , 造成资

金 !人力的浪费 , 形成的术语标准及术语集也不能

目前我国医改 !新农合的开展都巫需医药卫生

信息共享 !共用的公共标准和规范 , 因此应该从战

略层面制定我国医药卫生领域整体的术语标准化建

设规划 "分析我国术语标准化的需求特点 , 明确标

准研究和发展的重点任务和工作计划 , 使术语标准

建设有次序 !有重点 !分阶段 !分层次实施 , 并逐

渐形成标准研发 ! 运维和管理 !审查 !推广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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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制 "

5.3 增加资金投入 , 推动标准的应用实施

制 , 通过 /认证 0 和 /审核 0 等手段 , 保障术语标

准及术语集的有效应用和发展 "

充足的资金保障是医学术语标准研究 ! 制定 !

应用 !推广工作得到不断推动的重要动力和基础 ,

因此政府和行业要努力创建良好环境 , 增加对医学

术语标准研究 ! 制定及推广的资金投入 , 并鼓励和

推动术语标准和术语集在更大范围的有效应用 , 使

医疗机构 !团体认识到开展标准化工作 !使用术语

标准 , 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 降低差

错 , 提高效率 "

5.7 提高信息共建共享意识 , 培养高水平人才

积极宣传和加强医学信息共建共享的意识培

养 , 提高有关机构对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重要性的

认识 "积极培养掌握医药卫生知识 , 又兼备标准化

和信息化专业能力的人才队伍 , 提高我国医学信息

标准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

5 结论

5.4 积极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 , 加强国际合作

加强与国际标准化机构 !组织间的交流合作 ,

建立有效的交流合作机制 , 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各

组织的术语标准及术语集建设经验 , 广泛参与国际

合作 , 将我国术语标准化研究和建设提升到一个新

的层次 "在合作中 , 要积极发挥我国在传统医学术

语标准方面的主导作用 , 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

际化 "

5.5 加强行业间协调 , 形成合力

国内各个卫生组织机构间合作意识不强 , 只有统

一规划 , 发挥长处形成合力才能又好又快地构建医学

术语标准化体系 "因此 , 要加强各有关单位 !学协会

间的合作 , 避免重复研究 , 有效进行资金 !人力 !精

力的投人 , 建设行业内 ! 国家内有效可行 , 国际上有

影响力的术语标准和术语标准化体系 "

5.6 深化标准研究 , 不断发展创新

综上所述 , 构建和形成比较完整的国家医学术语

标准体系是一项艰巨的 !长期的工作 "虽然近几年我

国的医学术语标准化工作已经取得较快的发展和大量

成果 , 但是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 在标准发展

过程中仍存在很多困难和不足 "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6 中把医药卫生信

息化建设作为重要支撑之一 , 明确提出建立统一高

效 !系统整合 !互联互通 !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

系统 "卫生信息化建设已从一项技术手段和工具提升

为一项重大任务 , 正在成为医改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

这为医学术语标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

因此 , 我们应抓住机遇 , 积极作为 , 深化开展医学术

语标准发展战略研究 , 完善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的整

套机制 , 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 逐步把术语标准及

术语集的研究 !开发 !管理 !维护 !审核 !应用和推

广形成规范化制度 , 促进医学术语标准化在我国的共

建 !共享 , 为医药卫生信息全面 !广泛的获取和有效

利用提供便利保障 "

术语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要借鉴世情 , 把握国际

医学术语标准化发展趋势 , 积极促进成熟标准的引

进和本地化应用 , 同时积极开展信息技术的研究 "

但不能盲从 , 要充分结合我国发展的特定需要 , 并

有所创新 , 建设有中国特色 , 符合国情需求的医学

术语标准 !术语集及相关技术工具 "与此同时要加

强对已有术语标准和术语集的维护和更新 , 使标准

具有动态性 !可延续性和先进性 , 适应当前及未来

发展的需要 "此外 , 还要建立完善的标准审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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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通过平台增加与用户的交互 , 为用户自行分析

数据 !处理模型提供环境和计算支持 , 满足用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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