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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研究和发展存在两大难题：传承难和临床服务能力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的逐渐成

熟，在国家推动中医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构建全生态中医知识库和智慧系统将改善中医传统传承模式，提升中医临

床服务能力。同时，完善中医智能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将会推动智慧中医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医服务能力，最终实现

面向基层的涵盖中医知识构建与分析的智慧中医体系，为我国智慧中医推广提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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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ancient” and “present” to build a new system of intellig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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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icult inheritance and poor clinical service ability are two major problems limit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ith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medical fiel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CM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TCM knowledge base and intelligent system will change and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model of TCM 
and enhance the clinical service ability of TCM. Meanwhile,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CM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service ability of TCM. In the program, we aim to develop a novel 
intelligent TCM system that covers the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TCM knowledg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o as to provide a 
new mode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lligent TC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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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构建关系数据库或图数据库。目前，具有代

表性的中医文献知识库包括中国中药专利数据库

及其检索系统（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ent database，CTCMPD）、国家知识产权局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SIPO）、中医

药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retrieval system，TCMLARS）
等[3-5]。中医古代医案知识库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因为古代医案主要是半结构化的文言文，无法

有效使用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方法，只能使用基于

字典的信息抽取方法。中医专家标注古代术语构建

字典，再利用机器学习信息抽取方法抽取医案中的

病、证、症和药等信息并以 XML 等半结构化格式

存储[6-8]。中医临床数据知识库建设是利用电子病

历中的数据构建临床处方等数据库，由于临床信息

化较高，通过数据抽取和预处理技术可以建立临床

数据库，其中代表性的中医临床知识库有中医临床

数据仓库（clinical data warehouse，CDW）[9]。随

着中医信息化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完善，

目前中医知识库发展趋势为利用知识图谱、异构信

息网络表示和存储中医知识。

1.2　中医知识发现　中医知识发现是指以海量中

医数据为基础，利用机器学习等技术对中医数据进

行挖掘分析，并根据具体医学场景提供针对性解决

方案。目前中医知识发现的研究集中于中医辅助诊

断和推荐用药，主要分为基于概率的模型和基于深

度网络的模型。基于概率的模型主要是对中医文本

或复杂网络利用主题模型和贝叶斯、因子图以及最

大期望等概率图算法，寻找和预测症状与中药的关

系，从而实现中医辅助诊断和用药[10-13]。基于深度

网络的模型是利用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自编码器（autoencoder）等深

度学习技术，针对中医数据构建深度网络模型，从

而完成辅助诊断和用药[14-15]。

2　中医智慧化的意义

将包含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中医体系与新兴

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长期以

来，中医药工作面临着名老中医专家临床经验传承

与发展难和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难两大难题，

而人工智能技术能完美解决这两个难点。（1）解

决中医健康产业发展模式的问题。受制于经验和

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其凭借强大的

文化基础与智慧，运用古方和今药辨证施治，依生

命需求而不断完善、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报

告再次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

业”，并将其提升到“健康中国战略”的高度，这

意味着中医药进入了由扶持发展到传承发展的新时

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指出，国家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

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

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

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国家采取措施支

持对中医药古籍文献、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

和诊疗经验以及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整理、研究

和利用。

国家对中医事业传承工作十分重视，出台了

许多切实可行的举措，在中医药领域也进行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自从 1990 年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启动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以来，该工作至今已开展了 5 个批次。 随着中医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传统模式已无法满足中医知识

的保护和传承，主要存在中医知识组织形式和人力

资源限制两大瓶颈。具体来说，中医知识主要以处

方、医案等文本形式组合，与普通文本不同，中医

文本存在无规律自然语言性，为其数据化造成了巨

大困难。同时，由于中医信息化程度不高，传承模

式一般是由一名老中医师培养弟子的师带徒模式，

由于老中医时间和身体条件的限制而导致传承人数

量有限，甚至导致一些中医知识未能被传承。如

何高效传承海量中医知识是目前中医领域研究的热

点话题。近年来，人工智能得到了学术界和应用领

域的充分重视，并在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的推动

下快速发展；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

应用也逐步展开[1]，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 
思路。

1　中医智慧化现状

1.1　中医知识库建设　知识库是智能化的基础和

保障。中医知识库建设主要包括中医文献知识库

建设、中医古代医案知识库建设和中医临床数据

知识库建设[2]。中医文献知识库建设是利用人工智

能中的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抽取和自动摘要等技

术，抽取中医类文献中的摘要、术语和术语关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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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不足，中医人才的培养和传承周期非常漫

长，需要在诊疗实践中不断积累实际经验，才能逐

步领悟中医的微妙精粹，掌握中医药方的细微变化

核心，这就造成老中医专家的经验更丰富、诊疗医

术更高超。现实社会中老中医专家更受患者信任，

但其数量有限、覆盖范围狭小，而普通中医师的社

会地位不够，患者缺乏足够的信任，造成诊疗机会

少、经验积累慢，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中医师青黄

不接的状况较为严重。基于人工智能的辅助中医研

究可以弥补普通中医师经验和理论的欠缺，其将各

地名老中医专家的经验汇总利用，大幅度提升普通

中医师的诊疗技术，从而缩短中医师的培养和成长

周期；此外，其还能有效缓解普通中医师的诊疗压

力，让更多患者享受到“名老中医”的诊疗技术，

提高中医的整体治疗水平，从而使社会更认可中

医，有助于中医传承，促进中医现代化的发展。同

时，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可以为医师提供用药推荐和

碎片知识，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和处方推荐，在

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资源，提高了临床服务能力。

（2）解决中医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精准的辨证

论治是提升中医临床服务能力的驱动器。我国临床

经验丰富的中医师较少，基层中医的建设和服务能

力参差不齐，服务质量无法保障。年轻中医师对中

医辨证哲学理解不深入，难以对患者进行有效诊断

和用药，严重限制了中医整体优势的发挥。因此，

综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医学问答、辅助诊断等

智慧中医诊疗系统势在必行。

3　融合中医哲学与人工智能，构建智慧化中医体系

基于临床数据和场景，遵循中医整体思维，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一体化的智慧中医体系主要

分为 3 步：构建全生态中医知识库、全视角中医知

识发现、智慧中医体系规范化与法律法规建设。

3.1　构建全生态中医知识库　中医知识库建设如

雨后春笋，改变了此前中医的低信息化状态。但中

医知识库发展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数据格式不

统一，造成了数据异构和信息孤岛。中医哲学为

“整体论”，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医知识库建

设受中医哲学启发，应结合中医文献、临床数据和

名医医案等各类数据，与健康档案、医师从业资格

等个体信息相结合，内容包含人、证、症、病、

药，形成一个循环生态体系，构建完整的中医知识

库。中医知识库内部可以无限制共享，与其他知

识库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如将中医知识库落地于智

慧城市建设，百姓可以足不出户享受部分疾病的在

线诊断与治疗。全生态中医知识库建设的首选应是

将不同数据源的各类异构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针

对不同类型数据利用信息抽取、知识图谱、图像分

割、多变量分析等技术进行整合、存储。利用命名

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技术提取中医文本数据的关键

信息，并利用知识图谱建立结构化数据模型，揭示

医学领域的动态规律；针对中医舌苔诊断等图像数

据可利用图像分割提取医学图像的有效信息并进行

整合，同时可以利用 Attention、Image Caption 技
术生成图像文本描述，然后与医疗文本整合构建完

整的知识库。

3.2　全视角中医知识发现　基于中医全生态知识

库，以人为本，针对不同的医学场景，利用机器学

习方法等技术实现全视角中医知识发现。全视角是

指针对中医师、患者、科研人员等不同用户，智能

中医系统可提供不同服务，如统一问题、提供个性

化解答。中医知识发现包括中医知识学习和推理两

大部分。中医知识学习主要利用机器学习方法中的

数据挖掘相关算法结合表示学习，针对不同的中医

数据和医学场景挖掘规律性知识。同时，利用深度

模型对挖掘知识进行再分析，训练智能模型，构建

智能问答等智能系统。中医知识推理是利用深度学

习和概率图技术，以及已有规律性知识构建生成模

型，完成自动开方等智能模型。最终，结合中医学

规则，构建全视角的中医智慧系统。

3.3　智慧中医体系规范化与法律法规建设　技术

更新的同时需要构建合理的体系和技术规范，加强

系统的鲁棒性和普适性。使得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功

能、不同场景、不同时间的系统可以互动，实现知

识循环，为智慧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同时，中医数

据作为一种高知识产权和高敏感数据，对其进行文

化和安全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医院需要联合

制定相关保护法律法规对中医数据和个人隐私进行

有效保护。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使中医数

据在保护伞下真正共享，而不是集中在个人、个别机

构和系统中，实现真正的“泛”数据、“泛”系统。

4　智慧中医推广与展望

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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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担当着传播中医知识、推广中华文化的重任。

人工智能技术能在海量中医大数据中找到数据之

间的相关性， 并在已有的人类中医诊疗大数据中

训练、学习、成长，有助于使古今海量中医数据成

为无尽的宝贵资源，而不再是难于处理的经验性 
“垃圾数据”[16]。随着中医信息化的完善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智慧中医势在必行。智慧中医的推

广应围绕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面向中小医院，通

过建立涵盖信息发布、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医疗

机构协作、医患沟通的智慧中医体系，创新医疗服

务服务模式，构建中医药信息共享服务体系，使医

疗服务走向真正意义的智能化和便民化。国医馆作

为基层中医医疗机构代表与百姓关系最为紧密。中

医医馆占据了我国中医医疗机构总数的绝大部分，

并在广泛提供中医医疗服务、推广中医文化和适宜

技术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智慧中医的推广应与基

层中医的建设及智慧城市发展有机结合，如构建

“健康中医小屋”模式，促进基层中医医疗机构在

医疗技术、服务水准等方面的提高，为中医行业的

整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综上所述，中医为我国古代智慧的结晶和在

临床不断发展的瑰宝，将人工智能先进理论、方

法、技术与中医哲学、方法结合起来，以人为本，

完善法律法规，能助推中医智慧化发展，使中医真

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并迈向人类智能，融“古”贯

“今”，实现中医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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