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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中医药信息资源目录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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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　本文阐述了传统中医药文献目录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数字时代中医药信息资源的现状和特点，探讨构建中医药信息资
源数字目录学的方法及中医药信息资源评价体系，以促进我国数字目录学的发展及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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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中医药信息资
源的开发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尤其是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更新速度快的网络信息资源，但是网络资源的

分散无序也给中医药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带来很大

困难。建立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是高效检索

中医药信息资源的客观要求，也是传统的文献目录学

发展为数字目录学的必然结果。

１　传统中医药文献目录学的发展
１１　中医古籍文献目录研究　中医古籍文献是蕴藏、
保存、传播中医学珍贵遗产的知识载体，它记载了中医

学深厚的理论体系，是历朝历代医学家防病治病的临

床经验和方药研究的成果。中医古籍图书目录学的研

究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经过多次全国中医古籍资源
深入调研、核实、整理，出版了多个版本的中医古籍图

书联合目录，２００８年修订版《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出
版［１］。

１２　中医民国时期目录研究　中医民国文献是中医
学学术传承与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献，这一时期，

随着现代医学教育日渐繁盛，现代医学得到迅速发展，

在中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医的地位岌岌可危。

中医界的有识之士经过多次反复的存废之争，兴办中

医学校和成立学术团体，通过创办中医期刊杂志、著书

立说，进行学术交流，传承与发展中医学术，出版了大

量的中医药学文献。对这一时期出版发行的图书目录

进行全方位的调研整理，是掌握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

资源的有效途径。

１３　中医现代文献目录研究　新中国成立６０年间出
版了大量中医图书，有现代中医药研究著作，有影印和

点校古代医籍及整理出版的民族医药典籍，也有流失

在海外的中医文献回归出版。对中医现代文献目录进

行整理研究并于２０１０年出版的《新中国六十年中医图
书总目》，清晰地再现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在教育、科

研、临床以及管理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描绘出

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中国古医籍的发掘、整理、再版的
脉络［２］。

１４　中医外文文献目录研究　中医学在海外的发展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随着中医药在维护人类健康和防

治疾病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青睐，研

究和应用随之受到重视，出版了很多相关的中医学刊

物和图书，这对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国际交流起

到了积极作用。对海外出版的中医学图书目录进行研

究，可以使国内中医科研人员、文献研究人员及情报学

研究人员及时全面了解中医学科在海外的发展状况，

也可以为中医学国际交流奠定基础。

２　数字时代目录学的发展
目录学作为一门应用广泛、历史悠久的学科，在网

络通信不断发展的今天，迎来了全新的技术革命，从传

统的文献目录时代迈向了数字目录时代，也成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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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新方向。怎样科学、便捷、有效的解决互联网

技术下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的生产、组织、汇总、扩散、开

发和利用等方式与方法的问题，是２１世纪我国的目录
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个新的时期，目录学的

研究正在迈向数字时代［３］。

将中医药文献目录学与数字目录学的优势进行有

机的结合，将会拓展目录学探索领域，大力推进数字目

录学的发展。中医药信息资源从传统的文献目录形式

转变为数字目录形式，是传统文献目录学发展的需要

和对中医药网络信息资源整合的探索，是目录学体系

由传统的“文献—读者”到“数字资源—知识”的转变，

它可以使中医药信息的生产、汇总、组织、扩散、开发和

利用各个环节更加快捷、便利［４］。中医药信息资源数

字化目录化的发展，把中医领域的信息资源搜集起来

做成索引，构建中医学科知识资源库和知识导航系统，

提供个性化的导航服务，以便于人们对中医药信息的

检索、学习和甄别［５］。

３　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的构建
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以中医药文献资源目

录数字化、以中医药网络信息资源目录化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中医药信息资源的组织、利用与书目信息控制

为基础，将中医药书目情报电子化、网络化、集成化、智

能化，为中医药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服务的发展提供

新型的电子化的目录；并把数字目录应用于中医药资

源管理系统，建立中医药知识资源库和知识导航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医药信息当中的错误以及冗余

信息，合并重复信息，剔除与时代发展相违背的、虚假

的、违法的信息，充分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以促

进中医药数字资源目录学的发展。

３１　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目录　我国中医药数字图书
馆的建设比较成熟，针对各中医药院校网上图书馆的

中医药数字资源，可采用对其图书馆主页信息建设的

基本情况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包括网页布局、所列项

目、数字资源种类与数目，为读者提供的服务等，根据

统计结果分析出中医药院校网上图书馆的优势与劣

势，构建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目录。

３２　数字中医药网站目录　我国中医药网站的数量
相当多，而且每个网站又有自己的特点。采用网络调

研的方式，了解这些中医药网站的数字资源建设情况，

网站中必须包括的内容、网站应提供什么服务、人气最

高的中医药网站、中医药网络资源的种类以及内容的

正确率、时代性等等，来了解大众的需求，并分析出各

中医药网站在建设中的缺陷所在，对中医药网络资源

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校勘和限制，剔除网络上一些冗余

或有害的中医药信息，净化中医药信息资源，建立中医

药相关网站索引目录，提高检索结果的可信度。

３３　数字中医药电子书目录　针对中医药电子书的
种类和特点，通过相关电子书网站，以几种最常用的电

子书如中医教材、中医古籍、中医参考书等为基础，统

计其下载数量以及网民意见，整合中医药电子书目录

并提供电子书内容提要。

３４　数字中医院导诊目录　我国各省市都有一定数
量的中医医院以及各级各类私有、民营中医医院，以这

些中医医院网站为调研对象，调查不同人群对医院网

站的利用程度及各医院特色诊疗资源，建立全国范围

内中医医院特色诊疗资源目录。

３５　数字中医药数据库目录　我国中医药数据库数
量多、分类细，针对以上特点，以这些数据库网站为调

研对象，统计分析各数据库所涉及的内容、结构布局的

合理性、分类的科学性、检索的速度、提供的服务等进

行综合的评价，建立数字中医药数据库目录，使数据

库、文献与书目控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化的

数字资源。

３６　中医药文献目录的数字化　数字目录学的基础
是文献数字化与书目工作数字化的实践。中医文献目

录数字化可以为联机合作编目、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联合虚拟参考咨询、数字资源建设与图书馆知识服务

等奠定基础。将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医文献目录进行整

理、加工，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使之数字化、网

络化，建立一站式的数字中医药文献检索系统。

４　中医药数字资源目录评价体系的构建
网络环境下中医药数字资源呈现出无限增长的趋

势，一些错误的或者冗余的信息混杂其中，使中医药网

络信息资源良莠混杂，仅近３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
公布虚假中医药网站、机构等近百家。对中医药数字

资源目录进行整体、高效的，可定性、定量的评价，对中

医药信息资源进行过滤、筛选、整理、加工，对中医药各

类网页、网站、电子图书馆等信息资源从内容到形式上

进行校勘、整合与限制，净化信息资源环境，完善中医

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

４１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内容评价　就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新颖、权威、时效、连续、稳定、独立、实用、独特等

性能进行分析评价，可以促进中医药数字资源的不断

更新，以确保该资源可以应用到当前的中医药研究中

去，不落伍、能够与世界接轨，时刻走在科研的最前列。

４２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设计评价　就其设计的是否
合理、版面编排的情况、整体的构思、用户的使用界面、

导航的设计、人机的交互性、兼容性、开放性等角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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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合评价，这样可以针对评价结果，对中药数字资源

的设计进行调整，达到人性化的效果，可以不断提高中

医药数字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中医药数字资源的不

断完善。

４３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检索评价　对其检索的可行
性，检索的相关功能、效果、速度和操作的简易程度来

进行评价，这不仅是对中医药数字资源相关硬件的评

价也是对软件的评价，只有在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之上，

才能持续不断地发展。

４４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可获得性评价　享用的现实
性，是使用者对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可接触和可利用的

程度。需要就其主页是否可操作、链接是否有效以及

响应的速度与传输速度等进行评价，这样可促进资源

的兼并重组，取消低效无用的数字资源。

４５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安全性评价　就其可获得的
安全性，技术的可支持性、链接的成本、价格、下载访问

量、被引用的次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价，

以此来找出最优的战略战术应用到中医药数字资源当

中，来降低并控制中医药数字资源的成本，将有限资源

的使用价值放大。

５　结语
我国中医药信息资源的建设还处在发展当中，加

强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化与目录化的研究，构建中医

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把中医药领域的资源搜集起

来做成索引，提供个性化的导航服务，加快中医药资源

数字化建设和发展，提高中医药信息数字化服务效能，

必将对中医药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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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换届大会

暨第十届学术年会在厦门召开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２０日，在厦门成功召开了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暨第十届学术年

会。本次会议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界中

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承

办，《世界中医药》杂志社协办。

世界中联综合办公室主任秦树坤、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进喜、厦门市卫生局局长杨叔禹、北京

中医药大学首席专家高思华、新加坡同济医院院长耿满、韩国

医科大学教授韩赵忠植、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吴

深涛等出席开幕仪式及致辞，并和全体与会人员共同拍照留

念。来自国内各省市、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及中

国香港、中国台湾等２００余名中医糖尿病领域专家，围绕“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的经方临证经验与个体化诊疗”专题进行研讨。

大会共收到论文２４０余篇，其中１９８篇精品收入论文集，内容涉
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理论探讨、经验总结、临床研究、实验研

究及文献综述等，基本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外中医、中西医结合

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先进水平。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世界中联综合办公室主任秦树坤主持

了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预备会

议，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赵进喜向

与会代表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从组织建设、学术活动、人

才培养、提升影响、发展学会等方面总结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

二届理事会四年来工作成绩，世界中联学术部主管单梁秉承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主持第三届理事会选举程序，与会代表全票

通过吕仁和教授当选世界中联糖尿病第三届理事会会长、赵进

喜教授当选世界中联糖尿病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以及赵忠植

（韩国）、高思华、栗德林等副会长２５人，陈家旭（新加坡）、高天
舒、王世东等常务理事７３人，邓德强、王颖辉、ＳｔｅｆａｎＨａｇｅｒ（德
国）等理事１３２人。

两天的交流会议，邀请丁学屏、赵进喜、杨叔禹、冯建华、戴

舜珍等知名专家分别就糖尿病治疗的理论、辨治思路、并发症

及临床经验进行了专题演讲。会议内容丰富精彩，分为糖尿病

并发症规范化研究及其进展、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经验、经

方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经验与实验研究等专题板块，丁学屏

教授总结了临床实践之路，做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探

索和蜕变”的主题演讲，赵进喜教授讲述了“糖尿病肾病规范化

治疗及其研究”，王世东、高天舒等教授分别就“２型糖尿病热伤
气阴机制研究”及“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湿热证研究”进行了汇
报，老中青专家各显风采，学术思想百家争鸣。

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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