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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表达的中药概念数据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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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中药领域大量内容丰富、异质异构数据为领域信息交换与共享带来困难。建立基于语义表达的中药数据模
型，一方面，能在语义层面上提供知识共享与重用；另一方面，能促进数据资源的集成、交换和应用的互操作。方法：采用

本体与底层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现有本体中国中医药学语言系统（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Ｃ
ＭＬＳ），参照已有概念数据模型，结合基于基础数据进行概念抽取构建中药概念数据模型。结果：基于中医药一体化数据
模型（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ＴＣＭＩＭ）框架，分析目前中药领域数据资源，抽取中药及相关业务领域
概念，构建中药概念数据模型框架。结论：运用本体与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在概念层面建立中药数据模型，在数据层面有

利于数据建模的准确性，促进信息资源的集成与交换；在语义层面上有利于丰富补充领域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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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数据模型分概念层、逻辑层、物理层的 ３层架

构。概念数据模型（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描述计
算机系统将要处理的问题领域中的事物，它本身常

常采用实体联系模型（ＥＲＭｏｄｅｌ）。概念／语义数据
模型可以被看作是“语义模型”或“信息模型”，它与

“本体”基本上处于同样的相对位置。这些模型都

可以从本体研究那里找到重叠或借鉴的东西［１］（如

图１）。
本体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引入计算机人工智能领

域，目前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哲学领域的存在，是

本体论的研究对象；二是延伸到特定领域之中，指某

套概念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形式化表达，包括概念

化、规范化、形式化和共享４个特征［２］。信息科学中

的本体论的目标是确定领域内共同认可的词汇，并

从不同层次的形式化模型上给出这些词汇和词汇间

相互关系的明确定义，从而获取相关领域的知识，提

供对该领域知识的共同理解［３］。谢琪等提出应用领

域本体方法建立中医概念信息模型的思路与构想，

解决中医药领域顶层设计理论指导不足的问题，是

从顶层设计本体，发现语义关系，构建中医药概念信

息模型。郭磊［４］根据方证相关性构建中医药关系型

数据库中数据概念模型，张丽颖［５］等基于本体建立

医学科研信息模型，提出本体建模的依据与方式方

法。李明［６］等采用本体方法，探讨中医证候本体表

达模式的构建方法及其在语义检索、智能诊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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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周扬［７］等提出了构建中药本体

的思路，期望全面描述中药本质，揭示中药本身及中

药间复杂的功效与物质关系，澄清中药的知识结构。

娄苗苗［８］等提出基于领域信息构建国家卫生信息概

念数据模型的方法，目的是为元数据项目开发和管

理提供一致、透明的语义背景。

图１　各模型与本体关系图

　　在一些行业领域，对于数据模型的研究较为成
熟的如交通地理信息领域，其系统的交通地理信息

系统数据模型［９］基于应用出发，从传统数据模型、线

性定位参照体系、导航数据模型至 ＧＩＳ一 Ｔ时空数
据模型，用来表达地理信息系统中数据之间的联系

与逻辑组织形式，满足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导航需要、

多维化与时态化。在石油工业领域，熊方平等［１０］以

实体为主线，将各专业数据有机、完整结合，形成一

体化勘探开发数据库，满足各个层面应用研究需求

的跨专业勘探开发一体化数据模型 ＥＰＤＭ。这些数
据模型成熟且完善，覆盖了该行业各个业务领域过

程环节数据，方便一体化管理，为跨专业的综合研究

提供了基础。国内对于信息交换研究进行了一些探

索，张玉海［１１］等对国家卫生信息概念数据模型与

ＨＬ７ＲＩＭ之间进行了映射关系的对照，确定了它们
之间的关系，检验概念数据模型的范围。唐忠［１２］分

析军用电子设备试验数据，研究设计了试验数据库

概念模型，采用时间、设备和试验题三维关联数据模

型，满足试验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需求。

在中医药领域，数据模型研究基本处于探索阶

段，还未见系统完整的概念数据模型，语义ｗｅｂ技术
得到了一些应用［１３］。目前，由于没有统一语义的数

据模型标准，没有参照，重复建设，低质量的数据模

型直接影响应用系统的质量，更谈不上应用互操作，

阻碍了信息资源的的集成、交换。

中药概念数据模型属数据模型范畴，一方面通

过梳理中药知识体系，分析中药类数据资源，基于基

础数据进行中药概念信息抽取，另一方面利用中医

药领域内本体及现有模型指导约束概念及概念间关

系的确定。利用本体与数据结合构建概念数据模

型，明确概念含义，理清概念间关系，有利于数据建

模的准确性，促进信息资源的集成与交换；在语义层

面上有利于补充领域本体。

２　研究方法与步骤
２１　中药及相关业务领域概念特征分析
２１１　中药业务领域数据资源分析　中药概念数
据模型中的概念来源主要基于中药领域数据资源进

行抽取。中药领域数据来源需根据概念数据模型构

建需求设定。

一方面，中药领域核心概念来源要考虑反映中

药核心知识体系，需分析中药领域权威辞典、工具

书、教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华本草》《中

药大辞典》《中药学》《临床中药学》等；另一方面，中

药概念数据模型是针对数据构建的模型，要考虑反

映中药领域数据库信息特点。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药相关

数据库包括中国中药数据库、中药科技基础信息数

据库、中药药理实验数据库、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

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中国方剂数据库等；相关数据

库包括中医临床疾病数据库、中医医案数据库、有毒

中药数据库等。另外，中国科学院的中国中草药数

据库、中药有效成分数据库、中药基本信息数据库、

中国中成药数据库、中国英文中药数据库，上海中医

中药数据中心的 ＳＩＲＣ／ＴＣＭ中医药信息系统，中国
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神农架药用植物数据库与华中

药用植物数据库，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

的上海市药用植物数据库查询系统等。通过分析这

些数据库系统的数据集与核心数据元，利用权威辞

典对数据元进行规范抽取，可以作为中药核心概念

的可靠来源。

图２　中药及相关业务领域概念

２１２　中药相关业务领域范围设定　ＴＣＭＩＤＭ的
构建研究提出了数据模型集成框架［１４］。基于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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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药类数据元

二级分类 数据元名称 同义 定义

基本信息 中药名称 药名、中药名、规范名词 指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的名称，包括中药饮片或药材

中药英文名称 英文名、英文等价术语 指中药饮片或中药材的英文名称

中药拼音名称 中药汉语拼音、拼音名 指中药的汉语拼音名称

中药，药材 中药材拉丁名称 拉丁文、拉丁名 指中药材的拉丁名称

中药基原 基原、药材基原 指确定中药材来源的特征描述

药用部位 指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作为药用部分的描述

中药材性状 性状、药材 指中药材的物理特征或形态描述

中药炮制方法 药材炮制、炮制
指中药材在使用前根据病情和实际需要，采用进行炮制处理的方法描

述

药材贮藏 中药材贮藏 指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药材，按一定规范要求包装、贮存过程的描述

药材等级 指根据中药材的加工等级的分类描述

中药，饮片 饮片性状 性状 指中药饮片的物理特征或形态描述

中药性味 药性、性味 治中药所具有的与治疗作用有关的性能，包括四气、五味等

中药归经 归经 指中药对机体的选择性作用

中药功能 功能、功效、功能与主治 指中药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或效能的描述

中药主治 应用、功能与主治 指中药治疗的主要病证症的描述

中药用法 用法 指中药的使用方法的描述

中药用量 用量 指中药的使用剂量范围描述

药理作用 药理、现代药理
指中药具有的现代药理学作用，中药对机体各种功能的影响及其作用

原理的描述

化学成分 中药化学成分、成分 指中药包含的化学成分

用药禁忌 服药禁忌、使用注意、禁忌 指药物不适宜应用于某些疾病、情况或特定的人群等

不良反应描述 不良反应 指服用中药后，对患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表现的描述

中药配伍禁忌 配伍禁忌
指为防止不同中药合用产生剧烈的不良反应或降低和破坏药效，应该

避免配合应用的某些中药的名称

中药应用鉴别 鉴别用药、应用鉴别 指中药在使用过程中与其他中药的鉴别注意等

中药鉴定 指对中药进行鉴定的方法的描述

中药毒性 毒性反应、毒性 指药物对用药者靶组织（器官）发生的危害性反应的描述

药用植物 植物中文名称 指药用植物的中文名称

植物拉丁名称 指药用植物的拉丁文名称

植物科属 科属 指药用植物所属的科和属

植物形态 原植（动、矿）物、动植物形态 指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描述

药用动物 动物中文名称 指药用动物的中文名称

动物种类 指药用动物所属的科和属

动物拉丁名称 指药用动物的拉丁名称

动物形态 原植（动、矿）物、动植物形态 指药用动物的形态特征描述

药用矿物 矿物种类 指药用矿物所属的类和族

矿物中文名称 指药用动物的中文名称

矿物拉丁名 指药用动物的拉丁名称

矿物形态 原植（动、矿）物、动植物形态 指药用矿物的形态特征描述

图３　中药核心概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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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框架，中药概念数据模型包含中药及相关业务领

域术语资源、数据资源、信息系统等方面概念的抽

取，进行中药概念数据模型构建，以中药为核心进行

相关业务领域数据资源概念抽取如图２。
２２　中药及相关业务领域概念及概念间相互关系
　　杨?［１５］等基于国家卫生信息概念数据模型为

基础，提炼和描述卫生领域数据元，表达数据元及其

语义关联。该方法与中药概念数据模型中基础概念

抽取一致。在中药及相关业务领域概念抽取中，以

中药知识体系为核心概念体系，相关业务领域概念

为补充完善。前期研究［１６］对中药知识资源体系进

行了比较，结合“中医药数据元标准研究”中药类数

据源［１７］，进行中药类数据元整理修订，结果如表１。
基于数据元进行核心概念的抽取与描述，示例如

图３。
在进行中药概念数据涉及的业务领域分析研究

中，需结合调研咨询、业务梳理、专家讨论等，辨析中

药及相关业务域概念含义及其在理论中的地位、性

质、作用，确定核心概念、非核心概念，比较概念含义

及其重要性，确定核心概念、非核心概念，对中药领

域概念与相关业务领域概念进行梳理。

２３　中药概念数据模型构建　参考中药工具书、教
材、相关专著及中药规范数据元研究成果，根据其含

义及其在理论中的地位、性质、作用，确定核心概念、

非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与非核心概念之间的层次、

类属、逻辑关系等进行深入辨析，确定其相互关系；

结合中药相关业务领域，分析中药域与其他域之间

的关系，进行中药概念及关系的考量。以本体论方

法为指导，全面分析提取概念间的语义关系，以 ＴＣ
ＭＬＳ的５６种语义关系为参照，结合其语义关系适用
情况，进行适当的增删调整，梳理中药概念间的语义

关系，基于统一语义表达，构建中药概念数据模型。

中药概念数据模型的建立，一方面希望可以作

为数据物理模型的上层，指导数据库规范建设，方便

数据交换与共享，另一方面作为领域概念信息的抽

取，可以丰富和补充 ＴＣＭＬＳ，完善中医药领域顶层
本体建设。

３　结语
运用本体与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基础数据

进行中药及相关业务领域概念及概念间抽取，概念

及概念间关系的确定需结合利用领域本体 ＴＣＭＬＳ，
重用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兼顾 ＨＬ７ＲＩＭ模型，建立

概念间关系，在概念层面建立中药数据模型。这种

构建概念数据模型的模式，概念来源于基础数据，能

够反映数据结构特点，利用语义表达概念间关系，可

在语义层面上提供知识共享与重用，为中药本体的

构建提供来源。

概念数据模型一方面要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另

一方面也需要简单、清晰，易于理解。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必须进一步转换成为逻辑数据模型、物理数据

模型，才能在具体数据库中实现［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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