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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案标准体系构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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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医案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但医案标准体系尚未建立，不利于医案研究的深入发展。作者提出了中医医案标
准体系的框架结构，探讨和分析了构建医案标准体系的关键要点。医案标准体系的构建将为未来的医案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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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案是中医记录、解析个案的诊疗全过程的叙
议结合的传统临证文本［１］。医案不仅是中医理、法、

方、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而且是历代医家临

床实践经验的结晶，其反映了医家的学术思想，承载

了丰富的中医理论，是中医药的宝贵财富。医案作

为中医学的重要载体，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对中医

药的传承及创新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中医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和不同

医家的医案在展现形式和内容风格上都存在着很大

的差异。仓公淳于意“诊籍”２５则目前被公认为是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之后医案或以专著形式、或以

医籍附案的方式呈现，或散在于经史文哲之中，且撰

写体例及要素各不相同，这给医案整理及研究带来

了很大的困扰。

自明代开始，有识医家已开始关注医案书写的

规范性。韩懋《韩氏医通》提出：“六法者，望、闻、

问、切、论、治也。凡治一病，用此式一纸为案。”吴?

在《脉语》中则进一步规范“脉案格式”，归纳为“八

书”。清代医家喻嘉言首先倡导“先议病，后议药”

的完整中医医案格式。近代西医的发展及西医病历

的格式规范，以及国家发布《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

范》等文件，亦对医案的规范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目前尚缺少中医医案领域的系列标准，导

致在医案的整理、撰写、信息化、数据挖掘分析等方

面缺乏可遵循的规范，这极大地影响了医案研究及

相关工作，同时也不利于中医药的国际化及国内外

医案研究的协作。建立医案标准体系是当前较为迫

切的工作，并且是一项需要协同完成的系统工程。

我们在本文拟探讨中医医案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及

构建，以期促进未来的研究工作。

１　与医案标准有关的既有工作基础及存在问题
医案的整理及研究涉及到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

范、医案基本组成要素、医案文献整理与分析、医案

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在标准建设方面目前已

有一些工作基础，一些通用标准业已建立。

１１　名词术语标准　中医药名词术语方面的标准
是中医药的通用性、基础性标准。

目前已经完成的国家标准包括：《中医病证分类

与代码》（ＧＢ／Ｔ１５６５７１９９５）、《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疾病部分》（ＧＢ／Ｔ１６７５１１１９９７）、《中医临床诊疗
术语证候部分》（ＧＢ／Ｔ１６７５１２１９９７）、《中医临床
诊疗术语治法部分》（ＧＢ／Ｔ１６７５１３１９９７）、《中医
基础理论术语》（ＧＢ／Ｔ２０３４８２００６）、《针灸学通用
术语》（ＧＢ／Ｔ３０２３２２０１３）以及《全国主要产品（中
药部分）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７６３５１２００２）。

此外，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分别于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发布了《中医药学名称》《中医
药学名词（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及《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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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外科学、皮肤科学、肛肠科学、眼科学、耳鼻喉

科学、骨伤科学）》［２］。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于１９９３年制定《针
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３］，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于

２００７年颁布《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传统医学术语国
际标准》［４］，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于２００７年颁布
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５］。

另据文献报道，《中药学术语标准》《中医方剂

名词术语标准》等标准目前正在制订中［６］。

这些都可以为医案标准中涉及到的名词术语提

供参考和规范性引用。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标准

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在具体的名词术语的引用

上可能会发生无所适从的问题。此外，历代医案涉

及的众多名词术语及别称，目前尚未建立与名词术

语标准的对照和映射，这将给医案整理和规范化带

来困扰。另外，目前的标准还不完整，一些领域的名

词术语标准尚未出台。

１２　度量衡折算标准　由于历代的度量衡并不一
致，这导致医案中的用药剂量缺乏统一的标准，从而

影响医案数据的准确性。目前尚未发布历代度量衡

折算标准，但已有相关研究。邱隆研究并发布了中

国历代度量衡单位量值表［７］，但是否完全适用于中

医药领域尚存疑问。李宇航等完成了“仲景方用药

度量衡古今折算标准研究”［８］，程磐基对汉唐及宋元

明清药物剂量做了考证与研究［９１０］，何世民对东汉

药物剂量衡单位进行了考析［１１］。这些研究尚不全

面，无法形成完整标准，因此尚无权威的、公认的度

量衡折算标准可以遵循，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１３　医案的整理及撰写规范化　历代医案格式并
不统一规范，医案的形成要素也无标准可遵循。针

对历代医案的整理，需要对医案的基本要素进行规

范，以便采集准确、完整的数据。针对当代医案的撰

写，也需要规范撰写格式以及书写规范。王永刚等

探讨了中医医案的规范化［１２］，陈海玲等也对中医医

案的规范化进行了研究［１３］，提出了医案的形成要

素。这些研究仅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离标准的形成

还有相当的距离。

１４　医案信息标准及医案数据库建设　目前尚未
发布医案信息相关领域的标准。到目前为止，国内

已建设了一批中医医案信息数据库，如上海中医药

大学伤寒论教研室开发的“历代医案分析统计系

统”［１４］，山东中医药大学研发的“中医历代医案数据

库”［１５］，北京中医药大学建立的“中医药基础数据库

系统”［１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

国中医药文献数据库”［１７］等。陈玲玲等主要选择明

清迄今的各类、各地中医名家的医案数据构建了一

套中医医案数据库［１８］。胡雪琴等选录了《古今医案

按》《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二续名医类案》《近

现代名医验案类编》《吴鞠通医案》等中医历史上著

名医家的医案专辑２８６本，共录入医案３４１５０例，建
立了一个中医医案数据库［１９］，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比

较全面的医案数据库。医案数据库的建立，为医案

研究及数据挖掘提供了数据基础，但目前的医案数

据库存在着各自为战、无法规范统一、未广泛共享等

局限性，大型的、完整的医案数据库仍未建立，医案

信息相关的标准缺失。

从上可以看出，医案标准研究具有一定的工作

基础，但标准体系尚未建成，标准研究工作面临巨大

挑战。这也导致了目前的医案研究无法协同，研究

结果无法共享，国内外交流缺乏等状况。

２　医案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
标准体系是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

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２０］。

根据《中医药标准体系表》［２１］，中医药标准体系

分为基础标准类、技术标准类、管理标准类及工作标

准类四大类，每一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见图

１）。其中没有专门涉及医案的标准，但与医案有关
的标准可以纳入该体系。

图１　中医药标准体系三级层次结构图

　　参照以上标准体系，结合医案整理和研究的实
际需要，提出医案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

２１　医案标准体系的构成　医案标准体系包括四
大部分：通用基础类标准、医案整理与书写规范、医

案信息标准、医案管理规范。

２１１　通用基础类标准　包括名词与术语、分类与
代码、度量衡折算标准等。

名词术语至少包括疾病名称、证候名称、方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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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药名称、针灸术语、中医理论术语等。

分类与代码包括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药分

类与代码、针灸穴位名称与代码等。

度量衡折算标准应以主要的医案古籍中涉及到

的年代为研究对象，如秦汉、唐宋、金元、明清等，制

订历代的度量衡折算为现代计量单位的标准。

２１２　医案整理与书写规范　主要是规范医案整
理及医案书写的标准。

医案整理规范是针对已经形成的历代医案的整

理与研究而制订的标准，包括医案的结构与基本要

素、医案的分类、医案的汇编、医案信息的采集与提

取等。

医案书写规范是当前国内外医案记录的标准，

规范医案的结构及基本要素，针对每一部分提出书

写要求，从而指导医案撰写及记录。

２１３　医案信息标准　医案信息标准是对历代医
案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整理及研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

的技术标准。包括医案基础数据类标准，如数据元、

元数据、数据集、数据库等；以及医案信息技术标准，

如信息采集、交换及安全标准。

２１４　医案管理规范　医案管理规范主要是对物
理（纸质）及电子化的医案进行管理的规范，包括医

案的保存、检索、共享、利用等方面的工作规范。

２２　医案标准体系层次结构图　根据以上标准体
系，确定标准体系层次结构图如下。

图２　医案标准体系层次结构图

３　构建医案标准体系的关键要点
３１　组织与协同　医案标准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组织相关领域的研究团队开展研究，并

根据各自所长确定项目分工，协同完成。

此外，需联络国内外医案研究领域的同仁共同

参与，制订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国际标准，以促进国

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标准制订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共享

已有的研究成果，避免重复性研究，提高研究效率。

３２　技术规范　建立医案标准体系，首先要遵循标
准制订的有关法律、法规、原则和技术规范，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工

程指南》《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ＧＢ／Ｔ
１３１０６２００９）、《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编写》（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２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
（ＧＢ／Ｔ１２２００２）、《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１部分：标
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１
２０１４）、《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２部分：采用国际标准》
（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９）、《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３部
分：引用文件》（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３２０１４）、《信息分类和
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ＧＢ／Ｔ７０２７２００２）等。

其次要与相关领域既定的国际标准、区域标准、

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所涉及到的技术规范一致，包

括ＩＳＯ、ＷＨＯ有关标准、众多的国家及行业标准等，
尽可能地采用成熟的技术标准。

３３　信息技术的应用　医案信息标准是医案标准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医案数据库的建立是医案

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基础，对医案的分析与挖掘具有

重要的支撑作用。制订医案信息标准，将现代化的

信息技术应用于医案标准制订及医案研究，建立大

型的医案数据库，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

选择适宜的信息技术应用于医案标准研究是一项重

要课题。

４　结语
当前医案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团队众多，对医案

标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国内外研究人

员的交流与合作，医案标准的作用也凸显出来。在

广大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医案标准研究必将进一步

深入，医案标准体系建设必将最终完成，从而为医案

研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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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暨东北三省妇产科联盟

第一届年会在大连顺利召开

　　为进一步提高中医生殖医学诊疗与科研水平，
扩大中医生殖医学的国际影响力，增进中医生殖医

学的学术交流与境内外合作，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协办的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

年会暨东北三省妇产科联盟第一届年会，于５月２２
日至２４日在大连国际金融会议中心召开。

世界中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出席会议

开幕式并致辞。世界中联学术部主任邹建华，大连

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海龙等出席会议。世界中联

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会长吴效科在会上对专业

委员会成立一年来开展的主要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下一年工作进行规划和部署。会议由生殖医学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邵小光主持。世界中联秘书长李振吉

教授在致辞中对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其继续发展壮大，密切与同

领域医疗同仁合作，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

力，提高中医生殖医学业务水平，促进中医生殖医

学进入各国主流医疗体系，推动中医生殖医学与世

界交流与合作，为人类的生殖健康做出更大的贡

献。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

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境内各级综合医院、医

学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

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中医生殖医学：

临证经验及其循证评价”这一年会主题，分别从

中西方生殖医学的前沿科研思路和研究方法，地方

优势病种的临证经验，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承创

新等方面，交流学术思想，分享宝贵经验，并就进

一步拓展相关领域的中西方合作、区域合作等进行

了充分探讨。

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４年正式成立后提出
了建立“东北妇联”的构想，即以进一步促进东北三

省中医妇产科领域学术交流和区域性共同发展为宗

旨，成立东北三省妇产科联盟。该联盟于本次会议

期间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探讨进一步加强

东北三省与全国生殖医学科研与学术交流合作。经

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同行专家提名和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批准，本次年会设立“中医生殖医学”的国

际合作奖、流派与传承奖及青年人才奖共计３项学
术荣誉称号，分别授予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伊丽

莎白教授、香港大学吴鸿裕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韩延华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俞瑾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跃

辉副教授。会议还新增补了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部

分理事和会员。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王秀霞名中

医工作室学术传承学习班”，以促进中医妇科各流

派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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