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系统 

1. 系统介绍 

1.1. 建设背景 

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中国 2030》

指出：“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中医学分

中心旨在通过中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系统的持续建设，全面整合并定期

更新中医药行业数据资源，内容包括且不限于：政策法规、标准规范、

科学文献、古籍等文献资源；疾病、诊疗方法、方剂、中药及其化学

成分、养生等各类基础数据资源；面向专科专病的知识库、名家验案、

特色诊疗方法、知识图谱、智能问答知识库等特色数据资源。通过持

续不断地增加行业数据资源种类，扩大行业数据资源规模，打造权威、

高端的中医智库。同时，基于中医智库提供数据查询、文献检索、知

识检索、在线数据分析、智能问答、智能推荐、专题服务等众多中医

药特色服务。进一步增加中英双语术语、文献、数据资源的发布，改

进自动翻译功能，研发中英双语的国际版系统，提升面向国际人士的

服务能力。从而提升知识中心的学科覆盖率，支撑中医药科技战略决

策活动，满足院士、中医药工作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医药领域知识

的需要，最终在中医药遗产保护、中医药现代化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方面做出贡献，发挥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中医学专业分中心负责中医领域知识资源的汇聚与组织，构建中



 

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系统，并面向多层次需求提供中医专业领域开展知

识服务。围绕国家科技创新和中医药传承发展需求，汇聚中医药领域

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科学文献、古籍等文献资源，以及疾病、诊

疗方法、方剂、中药及其化学成分、养生等各类数据资源，实现资源

关联、打通与整合。建立稳定可靠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保障，建设功能

完善、运行稳定、特色应用丰富的中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系统，与知识

中心总平台实现系统对接和元数据共享。建立专业化服务队伍，面向

工程院院士、工程技术领域专业人员、科研人员、中医药工作者以及

社会大众提供权威、便捷、专业的中医药知识服务，为中国工程院开

展战略咨询和发挥国家工程科技高端智库作用提供服务。  

1.2. 总体实施方案 

中医学专业分中心是在知识中心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下，针对中医

专业领域所建设的子系统，是知识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专业

分中心承担本专业领域资源的整体规划，负责全面摸清本领域内数据

资源脉络，数据加工组织与整合，并将数据资源和服务汇聚到总中心；

需基于技术研究中心的前沿技术成果，利用总中心的资源和系统，结

合本领域的专家、技术特点和数据资源优势，推动知识服务应用创新，

组织研发中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系统，并提供系统运行与维护支持。  

 



 

 

图 1 中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系统整体架构 

中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系统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目前它

已经集成了中医药领域的文献资源、数据库和知识组织系统（本体和

术语系统等）等数字化资源，拥有统一的数据资源加工平台和一站式

的知识检索平台，接下来将实现新闻公告、知识浏览、知识分类导航、

知识检索、知识编审、知识可视化、知识推荐、文献检索等服务功能，

面向中医专业领域用户群体提供实时、准确、可靠的中医药知识服务。

该系统整体架构如图 1 所示，本期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组织管理、知识

资源建设、信息技术和系统平台研发、运维服务以及宣传推广等等。 



 

2. 平台功能 

首页主要为各模块入口，包括每周精选、热门资讯、特色应用、

数据资源、院士专家、中医专题、知识服务、快速链接。如下图所示 

 



 

2.1. 基础服务功能 

2.1.1. 资源检索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内容对全库进行跨库检索。改进资源检索功能，

提升检索效率，使用户能够快速检索各类资源。实现高级检索和专业

检索。 

 

2.1.1.1. 高级检索 

左侧为知识分类目录，用户可以勾选上分类和右侧条件进行组合

检索。 

 



 

用户可以组合以下条件进行更准确的检索。可以点击加号增加条

件栏，点击减号删除条件栏，选择与或非、模糊或精准。 

 

2.1.1.2. 专业检索 

用户可以按照下方专业检索说明进行专业检索。 

 

 

2.1.2. 资源导航 

资源导航即左侧分类，用户可点击左侧分类查看该分类下的资源。

每个分类后有相应该资源的数量。 



 

  

 

2.1.3. 资源下载 

用户进入资源详情页，点击“原文下载”，可对该资源的 PDF 文件

进行下载，下载后可在本地查看。 

 

2.1.4. 资源在线浏览 

在搜索结果或资源列表中点击某条知识后，可进入知识资源展示

页面，用户可对知识资源进行在线浏览。点击“原文展示”可对该资源



 

的 PDF 文件进行在线阅读。 

 

2.1.5. 新闻公告 

实现新闻、公告、文章等全文资源的资源列表、检索、查看和下

载等服务功能。平台应能够基于网页显示新闻、公告、文章，支持用

户进行在线浏览和检索。 

文章列表页展示文章的图片、标题、发布时间、摘要。点击文章

列表可进入文章详情，详情页包括标题、来源、发布时间、访问量、

摘要、正文。 

 



 

 

 

 



 

2.2. 高级服务功能 

2.2.1. 智能推荐 

2.2.1.1. 热门推荐 

主要针对用户点击率、阅读量等多个行为特征，对内容知识资源

进行权重排序。 

 

2.2.1.2. 相关资源推荐 

系统根据当前浏览的资源（知识或文章），自动为用户推荐与之

高相关的其它知识或资源。 

通过解析当前浏览的资源内容，按照标题进行不同权重的相关度

计算，将命中结果集中相似度高的内容按照 TOP N 的形式抽取并推

荐给用户。 



 

 

同时为了避免推荐内容过于依赖字面内容推荐，将知识图谱内容

与相似性推荐算法进行结合，由于知识图谱相邻节点具有高相关性，

可实现隐形知识点的查找和相关推荐。 

 



 

2.2.2. 智能问答 

智能问答包括智能问答模块介绍、中成药推荐、养生方法推荐、

处方推荐、辅助诊断，每个推荐模块独立页面展示，功能逻辑类似。

进入“智能问答”页面默认搜索全库数据，不选中任何一个推荐模块。 

在输入框处输入您要提问的内容，系统会自动给出相关的答案，

以及相关的知识和相关文献。如下图所示： 



 

 



 

2.2.3. 原文传递 

2.2.3.1. 全部资源申请 

首页 “原文传递”按钮，对全部资源的申请（“正在研发中”） 

 

点击“原文传递”，填写表单内容。原文传递申请要经过管理员审

核，审核通过后才可进行传递。线下原文传递通过管理员打电话和申

请人确认信息，以邮件或其它方式进行传输。 

 



 

2.2.3.2. 期刊资源申请 

期刊、外文期刊的 “原文传递”，只对这两类资源的申请。进入

某个期刊资源的详情页，点击“原文传递”按钮，则进入表单提交页面，

该页面会带着此资源的标题做为订阅内容，然后再填入其它信息提交。 

 

 

2.3. 辅助性功能 

用户注册与登录：输入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进行新用户的注册或

老用户的登录。支持工程院统一登录。 

个人中心：用户可以可以进入个人中心修改基本资料和登录密码，

查看个人的浏览记录和剩余积分。 



 

在线使用手册、帮助中心、用户反馈、咨询电话和邮箱等。 

 

2.4. 专题服务 

包括中医专题、专科专病、中医养生、院士专家等专题服务内容。

点击首页中医专题下的更多专题，进入专题列表页。列表页多条专题

数据，每个专题由专题图片、专题名称、专题简介组成。点击专题名

称进入专题详情页。 

 

详情页包括专题图片、专题名称、专题简介、专题相关应用、中



 

英文切换按钮以及根据专题关键词聚类的相关文献数据。 

 

2.4.1. 优势病种 

在平台上发布中医学相关文章，分成若干专题或专栏，以专题化

形式，对相关新闻资讯、科技文献、文章、多媒体资源等知识资源进

行汇聚和集成，通过图片、表格等可视化形式，对分析挖掘结果进行

呈现。系统管理人员可以灵活地创建和维护知识专题。系统尚在数据

准备和优化完善中，待上线。 

 



 

 

2.4.2. 健康管理 

加载中医体质问卷，糖尿病健康评估问卷等慢性病问卷，实现中

医体质辨识、健康评估功能，根据评估结果提供相应的养生知识推荐。

实现中医养生知识查询、根据健康状态推荐健康方案等功能。集成血

糖、血压、心率、舌象、脉象等健康信息采集硬件设备，实现数据采

集和数据传输，可监测健康指标变化，建立健康档案管理，对健康状

态的趋势进行描述、分析。系统尚在数据准备和优化完善中，待上线。 

 



 

 

2.4.3. 院士专家 

本领域院士专家以图片+简介轮播展示。点击可进入相应专家页

面，下方是院士专题服务推送，点击可进入相关专题，右侧是院士专

题服务的简介和应用推荐。 

点击某个院士进入详情页如下图：上方是院士的图片和基本信息，

中间是专家的论著，最下方是相关专家推荐，点击即可进入该专家详

情页。 



 

 

 

 



 

2.5. 知识应用 

点击应用中心，出现平台开发的一系列中医特色的知识应用。包

括中医医案、临床辅助、中医养生、知识图谱、国际交流和国医典藏。 

 

2.5.1. 中医医案 

进入中医医案页面，包含医案检索、医案采集和数据分析功能。

页面下方提供应用案例展示、古今医案云平台的客户端下载和进入古

今医案云平台的快速链接。 



 

 

2.5.2. 临床辅助 

临床辅助实现了中医疾病诊断、中成药推荐、处方优化、医案推

荐、指南推荐等多种功能。下方包括智能分词、中成药推荐和中医临

床辅助决策系统。 

 



 

2.5.3. 中医养生 

用互联网平台和移动 APP 形式面向大众提供养生知识服务，提

供中医养生知识检索与浏览、知识导航、知识问答、古今文献检索、

名医经验分享等服务。 

 
 

2.5.4. 知识图谱 

该知识应用集成了中医临床、中医特色疗法、中医名家、中医养

生、中成药知识图谱等知识图谱模块，能实现知识图谱的基本查询和

深度查询、节点信息展示等功能。具体可见知识图谱的操作手册。 



 

 

 

 



 

2.5.5. 名医传承 

提供朱仁康、赵炳南和余瀛鳌中医名家知识图谱。目前以赵炳南

流派为例，构建中医名家师承和知识图谱；未来扩展到朱仁康、余瀛

鳌等其他名医。系统尚在数据准备和优化完善中，待上线。 

 

2.5.6. 专科专病 

左端为用户提供学科分类导航与常见病导航，便于浏览；以知识

图谱和文献分析作为核心技术，构建中医专科专病文献挖掘分析服务；

以文字、表格、图形、数据相结合的形式展示，为研究人员提供直观、

可视化的知识展示和分析挖掘结果展示。系统尚在数据准备和优化完

善中，待上线。 

 



 

 

2.5.7. 国际交流 

国际交流系统能够提供新闻资讯、科研动态、中医基本概念和知

识、中医养生、中医临床诊疗系列（如哮喘、功能性胃肠病等）等中

英双语知识服务。系统尚在数据准备和优化完善中，待上线。 

 



 

 

2.5.8. 国医典藏 

用户点击国医典藏进入系统可以提供以下服务：中医古籍数字资

源研究与服务；中医古籍数据库与知识库开发；经典名方、疾病、中

药等专题古代文献整理与分析；中医古籍知识本体构建与知识挖掘分

析。 

 



 

 

3. 合作邀请 

如需中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系统方面的合作，或其他相关合作需求，

欢迎联系我们！ 

联系人：于老师 

联系电话：010-64089578 

邮编：10070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药信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