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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十年来，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已形成了一批具有良好推广基础与应用前景的成果，但尚未深

入开展相关成果的转化推广研究。项目以互联网为重要载体，探索建立了一整套工作流程，形成了固定的推广模

式，并在实践中验证了其有效性。通过项目的开展不断拓展中医药名词术语的使用范围和影响力，为大规模开展中

医药名词术语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奠定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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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一门学科的理论是由"概念"组织起来的信息体

系，名词术语则是学科概念的语言符号。目前国际

上在医学名词术语规范标准有统一的医学语言系

统（UMLS），系统化医学术语集（SNOMED），疾病及

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学分类系统（ICD），美国观

测指标标识符逻辑命名与编码系统（LOINC）等。在

传统医学名词术语规范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

组织中、日、韩三国专家成立了传统医学疾病分类、

传统医学主题词表、传统医学临床术语研究小组，

推动开展了有关传统医学标准化的多项工作，包括

术语标准、针灸、穴位标准等[1]。

1.1 历史与现状 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

年的实践应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学科体系。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不断涌现

出新名词、新术语，为了满足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

的需要，历代医家和政府部门总是不同程度、不停

地进行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2]。近几十年来，中医

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不断发展，取得了一些初步

成效，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高等中医院校教

材的编纂和出版；二是编纂出版各类工具书；三是

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制定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四是建立了包括民族药在内的数据库，

如中国中药数据库、中国方剂数据库等[3]。同时，新

世纪以后，国家成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中医药学科名词术语

的规范与审定。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部委通过设立专项来推进相关研究工作，取得了一

大批科学规范、成熟度高的名词术语成果。

1.2 取得的成果 在国家相关部门、中医药学界以

及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近 30 年来，特别是 21 世

纪以来，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研究工作

取得了系列成果。

2000 年，国家科技部通过设立科技基础性工作

专项来支持对中医药名词术语及临床专科名词术

语的规范性研究。先后完成和在研的项目有“中医

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中医内妇儿科名词

术语规范与审定”、“针灸理论文献通考-概念术语

规范与理论的科学表述”、“中医精神医学与心理学

名词规范的制订”、“中医外科皮肤科肛肠科骨伤科

眼科耳鼻喉科名词规范审定”和“中医药基础学科

名词术语规范研究”项目，各项目均有相关成果产

出，见表 1。
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为术语标准的建

·中医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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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研究项目[4]

序号 项目名称 名词数量（条） 立项时间 项目状态

1 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 5 284 2000 年 结题

2 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 2 427 2004 年 结题

3 针灸理论文献通考-概念术语规范与理论的科学表达 586 2007 年 结题

4 中医精神医学与心理学名词规范的制订 1 030 2008 年 结题

5 中医外科肛肠科皮肤科骨伤科眼科耳鼻喉科术语规范审定 2 485 2008 年 结题

6 中医药基础学科名词术语规范研究 约 8 000 2012 年 在研

表 2 中医药名词术语国家规范标准[5]

序号 名词国家标准 名词数量（条） 发布时间 标准状态 发布机构/研究机构

1 中医病症分类与代码 2 249 1995 年 已发布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2 829 1997 年 已发布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3 中医基础理论术语 1 600 2006 年 已发布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4 腧穴名称与定位 409 2006 年 已发布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5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 6 526 2007 年 已发布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6 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 3 534 2008 年 已发布 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平洋地区

7 耳穴名称与定位 93 2008 年 已发布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8 标准针灸经穴定位 408 2010 年 已发布 WHO 西太平洋地区

9 针灸学通用术语 1 300 2013 年 已发布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2 598 2015 年 已发布 国家药典委员会

11 中药学基本术语 989 2015 年 已发布 中国中药协会

12 中医“治未病”术语 745 立项在研 辽宁中医药大学

立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代码》

（GB/T15675 -1995）、《中医临床诊疗术语》（GB/
T6751.1-1997）、《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20348-
2006）、《腧穴名称与定位》（GB12346-2006）等 12 个

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和团体标准先后发布，见表 2。
为中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学科建设、学术交流提供

了有力支撑。

1.3 发现的问题 目前，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与

标准化工作经多年研究，已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良好

转化推广基础与应用前景的成果，但尚未深入开展

相关成果的转化推广，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统

一规范的中医药名词术语的需求，究其原因有以下

几点：一是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整合，未基于中医

药名词术语框架体系，开展系统化的成果收集、筛

选、转化和推广；二是转化不够，主要依靠课题组出

版工具书、专著以及在专业网站公布的形式发布数

据，学术性强，仅在部分中医药专业人员中使用，群

众理解认知难；三是推广渠道和平台单一、知名度

低、推广范围小；四是大部分互联网媒介（以百度百

科为例）采用人人皆可创建、编辑和修改的模式，不

便于名词术语这类规范化用词的传播和推广。

2 模式探索
2.1 解决方法 针对发现的问题，2015 年，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设立了“中医药名词术语成果转化与规

范推广”项目，通过探索建立中医药名词术语成果

转化、推广方法，为大规模开展中医药名词术语成

果的转化和推广奠定工作基础。项目委托中国中医

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对有关科研成果中的中医药

名词术语进行整理和解读，并在知名权威媒体平台

发布共享，推动有关科研成果转化为群众容易理解

和方便使用的信息查询服务产品，扩大成果的应

用、普及和服务范围，从而提高中医药名词术语成

果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中医药的临床、科研、教育、

交流和普及。

2.2 主要内容 确定中医药名词术语分类、撰写原

则和体例，制定名词术语在线工作流程，建立名词

术语数据库；从已有相关科研成果中收集整理中医

药名词术语，选取有代表性的名词术语，根据不同

人群进行适当解读；同时，进行原创名词术语范例

的撰写；最后，整理后的名词术语经审核后，通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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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网络媒体进行推广，供中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和普

通大众公开查询使用。

2.3 组织管理

2.3.1 成立项目工作组 根据项目要求，中国中医

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联合有关机构共同成立了百

度百科项目工作组，下设百科项目编审团队，负责

对整个项目的管理实施工作，并实施例会制度，保

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2.3.2 成立项目专家组 为了保障术语词条在整

理、解读过程中的准确性，项目组邀请各领域权

威专家组建了项目专家组，负责项目的指导、审核

工作。

2.4 方案实施

2.4.1 确定中医药名词术语提交和推广方法 项

目组与百度等主流互联网媒体合作，对中医药名词

术语进行整理、编辑、审核和认证，形成统一格式和

标准，对其标注国家权威认证标识，收录入中国医

药信息查询平台（www.dayi.org.cn），并免费推广至

百度百科等各公益网站平台权威发布。

2.4.2 确定入选原则和范围 名词术语的入选需

要遵循 3 点原则：有明确的定义和内涵，有权威的

参考资料佐证，有社会上较多的应用和热搜。从已

有科研成果、发行书籍和相关权威数据库中，分类

收集中医药名词术语。

2.4.3 确定术语分类 项目组组织专家对中医药

名词术语进行合理分类，最终确定了 10 类词条，分

别是：典籍类、机构类、人物类、疾病类、理论类、文

化类、证候类、中药类（中药材、中成药）、经络类和

疾病中医治疗规范类。

2.4.4 制定词条模板及编写规则 对每一类词条

内容进行扩展，制定了标准的词条编写模板，撰写

了详细的编写说明，如疾病类包括：病因、病机、辨

证、诊法、治法、治则、临床操作手法（技术类）以及

疾病的症状等方面。通过对内容的扩展，进一步剖

析了中医药名词术语词条的内涵，易于理解和接

受，如摘自“中医药学名词（基本名词）2004/基本名

词/中医学”的“决明子”一词，内容仅包括编号、汉文

名、英文名、注释。整理后增加了图片、别称、入药部

位、性味归经、功效、主治、配伍、用法用量、禁忌、炮

制、产地、相关论述等内容。

2.4.5 制定名词术语在线工作流程，建立名词术语

数据库 项目组制定了中医百科词条编辑管理工

作流程和标准，包括名词术语的编写流程、专家审

核流程、上线审核及锁定流程等，见图 1，并搭建了

中医药名词术语数据库和在线编辑审核平台。

2.4.6 词条经专家审核后，上传至主流互联网，供

不同人群查询使用 广泛收集使用人群的反馈意

见，进一步对词条修订完善。

2.4.7 开展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使用的宣传活

动 为加强医院宣传工作人员对项目的深入了解，

保证对本院“医疗机构”和“专家”词条的规范编写，

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由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定

期举办“全国医院新闻宣传工作暨百科词条编写规

范培训班”，开展包括讲座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互动

活动。

2.5 工作成果 截至 2018 年，项目组整理修订的

中医药名词术语 10 类，词条 47 430 条（含中医治疗

规范 213 条）；搭建中医药名词术语数据库 1 个，中

医药名词术语平台 1 个；通过百度百科平台展示

并锁定词条 34 168 条，在 360 百科平台上传词条

547 条，在搜狗百科平台上传词条 346 条；相关词条

百度总浏览量约 6.15 亿次。

2.6 推广效果 项目组采用百度百科中医药名词

术语词条的浏览量为推广效果评价的客观指标。

图 1 中医百科词条编辑管理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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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条词条的浏览量

词条名
浏览量（次）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0 月

六味地黄丸 8 246 251 14 501 414 17 796 230

决明子 4 446 979 7 603 061 10 697 635

三七 3 760 477 7 831 053 10 303 532

丹参 2 371 855 4 051 301 5 835 383

陈皮 2 300 347 4 091 103 6 171 935

艾叶 1 618 489 3 037 732 4 623 599

腰痛 1 671 162 3 232 107 3 811 161

心悸 2 236 371 4 286 660 6 118 788

胃痛 1 623 525 2 958 293 3 885 422

太子参 1 063 547 1 733 451 2 538 466

扁鹊 1 022 264 1 821 261 2 860 438

合计 30 361 267 55 147 436 74 642 589

2016 年 1 月抽取了 11 条词条的浏览量，为 3 036 万

次。2017 年 1 月，此 11 条浏览量已超过 5 514 万

次，2018 年 10 月达到 7 464 万次，见表 3。通过“互

联网+”的“放大器”效应，将中医药和互联网跨界融

合，成倍数地提高了中医药名词术语的推广效果。

3 实践总结
中医药名词术语转化应用及规范推广有利于

正确表达中医药学内容、事实和思想，同时，运用规

范的名词术语，向人民群众普及正确的中医药知

识，也有利于大众减少对中医药的误解，促进群众

健康水平的提高。本项目通过总结已有中医药名词

术语成果，进一步探索转化应用和规范推广模式，

确定互联网为主要推广渠道，形成了完整的推广流

程和体系，并建立了中医药名词术语数据库和中医

药名词术语平台。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和总

结，对词条内容和推广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3.1 词条内容的权威性 项目优先选择经过规范

化、标准化研究的中医药名词术语，并结合中医药

工作选择词条，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告的 213 条

疾病的中医治疗规范进行整理，紧密配合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临床诊疗的宣传推广。

3.2 词条内容的专业性 由于中医药服务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应用和广泛普及，词条内容的准

确、规范和专业就尤为重要。项目成立的专家组涵

盖了行业内各个领域，通过定期举办专家咨询会、

建立专家联络组，进一步加强与专家间的沟通和协

调。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使每一个词条都能落实到

相关专家身上，真正做到有记录、可查询、能追溯。

3.3 词条内容的时效性 词条内容的建设和传播

与社会热点相结合。借助权威百科网络平台，在规

范化前提下，紧贴社会热点。如葛根、三七、六味地

黄丸、湿气重、陈皮、足三里、涌泉穴、紫癜等词条的

时效性不仅决定了百科词条的价值，也成为衡量百

科词条可读性价值的关键因素。

3.4 词条内容的扩展性 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

与标准化工作经多年研究，已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良

好转化推广基础与应用前景的成果。但是均为定义

性质的描述，在深入推广过程中，难以被大众所理

解，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对已有的名词术语成果进

行整理、解读和内容扩展。

3.5 推广平台的综合优势 互联网传播媒体已成

为各方面群体获取中医药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在

中文知识服务领域，百度作为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

领导者，占据 82.99%的搜索份额，搜狗市场份额达

到 7.35%，360 搜索占比 3.60%（2018 年数据）。这三

大搜索引擎基本涵盖了国内中文搜索 94%的市场

份额，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项目组与此三家互联网

公司合作，通过对医药卫生领域中具有价值、符合

客观规律的科技成果进行研究推广等实践活动，使

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更多、快、好、省地为人们的健康

服务。

4 问题与展望
由于大部分词条内容的学术性很强，群众理解

起来困难，故既要保证词条内容的权威性，又要增

加词条的趣味性、可读性，这就对词条内容的编辑

提出了很高要求。同时，中医药名词术语不仅是医

学术语，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再加上历经千年的积

累，使得这项工作注定是一个细致且长期的工作。

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是行业发展、学科规

范、学术交流、科技进步的基础性工作，而中医药名

词术语成果转化与规范推广则是完成上述目标的

应用性工作，同样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本项目以

互联网为重要载体，摸索建立了一整套工作流程，

并在实践中证实了其有效性。王永炎院士在中医药

学名词审定工作中说过“本项工作是一个过程，没

有一个尽头。先搞出一个标准，然后进一步完善”[6]，

下一步，项目组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

持续推进中医药名词术语的成果转化和规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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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研究中心成立并召开工作会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 息·

2019 年 7 月 19 日，中国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揭牌仪式在天津中医药大学新校区顺利召开。中国

循证医学中心创建主任、《中国循证医学杂志》主编李幼平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李庆和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

学中心主任张俊华研究员，四川大学华西期刊社杜亮社长，Cochrane China 副主任喻佳洁副研究员，《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编辑部

主任张永刚博士，以及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师生 20 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后，召开中心工作会议。张俊华主任作中心发展规划工作报告，分析了临床试验结局指标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研

究进展和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10 多年的工作积累，提出中心重点工作 9 项任务及实施路径。各位专家围绕工作重点

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共识。

李幼平教授提出，核心指标集研究是重要领域，中心运行要做好顶层设计，从学科、平台、梯队一体化设计，分步实施，以解

决重大疾病负担为切入点，做好远期和近期工作安排。

杜亮社长对中心的规划和体系建设给予肯定，指出要从应用的角度做好成果预判，并围绕推动成果应用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喻佳洁指出，中心运行与国际学术组织、相关专业机构和管理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推进核心指标集（COS）研究和成果应用。

张永刚指出，中心的运行要注重公共平台和信息传播平台的搭建，通过一些技术规范和物化成果，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standardized promotion model of
TCM terminology

WANG Zehao1，DONG Jikai1，ZHANG Ming1，YU bo1，YU Wenjun1，JIN Hua1，JIN Yuxuan2，YANG Dechang1

（1.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TCM of China，Beijing 100027，China；2.TCM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Center for Taiwan，Hong Kong and Macao，Beijing 100027，China）

Abstract：In recent decades，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erminology has formed a
number of achievements with good promotion basi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but there is no in鄄depth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levant achievements. This project takes the Interne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explores and establishes a set of workflow，forms a fixed promotion model，and verifies its effectiveness in practic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the scope and influence of the terminology of TCM are continuously
expanded，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large 鄄scale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CM
terminology.
Key words：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chievement conversion；standardized promotion；
exploration；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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