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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知识组织系统是对医学领域重要概念及其语义关系的规范化描述，有助于实现海量医学知识的

深度组织与有效利用，对推动医疗健康大数据的语义互联、共享共用及医药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全

面阐述代表性中文医学知识组织系统的内容结构、规模体量及发展历程等基本情况，对其在术语服务、文献主题

标引与主题检索、临床医学知识库构建等主要应用实践进行概要介绍，并对今后的发展趋势和研究重点进行总

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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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知识组织系统概述

在图书情报领域，一般认为知识组织（Knowledge 
Organization，KO）是以知识为对象的整理、加工、表

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1]，目的是使知

识有序化。医学知识包括医学科技文献、健康知识、电

子病历、健康档案、心跳及血压类生命体征数据、医学

影像、解剖部位、基因及核酸序列、药物信息、公共卫

生信息等多种类型，规模十分庞大。通过对无序分散的

医学知识按照其内在逻辑联系，运用一定的组织方法、

工具和标准开展有序化、系统化活动，形成如分类法、

叙词表、术语表、一体化语言系统、本体、语义网络、

知识图谱等不同结构的医学知识组织系统（Medic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MKOS），有助于实

现海量医学知识的深度组织与有效利用，对推动医疗

健康大数据的语义互联、共享共用及我国医药科技创

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国际健康术语标准化与研发

组织（International Health Terminology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IHTSDO）等相关机构

积极从事医学知识组织系统的研究、制定、更新维护

和发布服务。如WHO编制的系列《国际疾病分类法》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依
据人类疾病的病因、部位、病理、临床表现这4个特征

对临床疾病进行分类组织，成为国际普遍采用的卫生

信息标准；NLM早在1956年就开始构建《医学主题词

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MeSH），现已作为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综合性叙词表和通用生物医学

信息组织标准，广泛用于医学资源的主题标引与检索；

NCI开发的《NCI叙词表》（NCI Thesaurus，NCIt），为
肿瘤相关的医学资源分类与组织、精准医学研究的开

展提供了重要的肿瘤专题术语服务；IHTSDO负责维

护的《医学系统化术语表–临床术语》（Systemat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Clinical Terms，SNOMED 
CT），涵盖疾病、临床发现、操作、微生物、药物等绝

大多数临床信息，成为当今世界上公认的最庞大的临

床医学术语集。上述这些医学知识组织系统，对世界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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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本土化术语标准的构建与应用具有一定的典

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国内相关机构在医学知识组织系统建设方面作出

了有力的尝试和突出的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致力于中文医学知识组织系

统建设与应用研究，至今已建成《中文医学主题词表》

（Chinese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CMeSH）、《中

文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Chinese Unif 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CUMLS）、《医学主题分类一体化

系统》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医学术语标准；“十二五”

期间，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面向外文科技文献

的超级科技词表和本体建设”的支持下，构建了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有效服务于外文科技文献组

织的《科技知识组织体系》（Scientif ic & Technic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TKOS）（医学部

分），为我国海量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组织和利用提供

支撑。本文首先全面阐述若干代表性医学知识组织系

统的基本情况、内容结构、规模体量及发展历程，而后

概要介绍其在医学术语服务系统、生物医学文献主题

标引与检索和临床医学知识库中的应用实践，最后对今

后的发展趋势和工作重点进行总结和展望。

2  医学知识组织系统构建研究

2.1  中文医学主题词表

CMeSH是目前我国医学领域规模最大的主题词

表。1970年前后，面向我国医学文献主题标引和检索

的需要，着手构建中文标准化医学术语；1978年获得

NLMMeSH词表翻译授权后，开始翻译《MeSH-注释

字顺表》，至1996年初步建成CMeSH；CMeSH集成了

《MeSH•中文版》和《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并且建立

了主题词表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医学专业分类表》

的双向关联映射。1999年，研发出版Windows光盘版，

2012年起提供CMeSH Browser在线服务，与MeSH 
Browser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就内容结构而言，CMeSH由主题词、副主题词及

增补概念3个部分组成（见图1），各部分均为叙词-概

念-术语3级结构[2]。其中，2018版主题词为34 822个，

按学科属性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组织，形成一套包含

30个大类、层级最深达13级的树状等级结构；2018版
副主题词有90个，主要用于对主题词进行限定和组配，

从而提高主题词的专指度；增补概念是对主题词的补

充和扩展，规模超过10万个，大多收录自文献中的化学

物质和药物、治疗方案、罕见疾病及有机体的名称，并

且与主题词建立了术语映射关系[3]。CMeSH每年进行

版本更新，现已被广泛应用于中文医学信息资源的自动

标注、智能检索、中英文双语检索、学科分类导航，以

及搜索引擎、数据挖掘、热点监测、趋势预测等领域。

图1  CMeSH内容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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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2  中文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CUMLS是一个有效服务于医学信息资源组织的、

面向计算机应用的知识组织系统。CUMLS秉承语义网

络和本体的建设理念，通过自然语言-主题语言-分类语

言的一体化建设，以及搭建多种知识组织系统间的关联

网络，力图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知识组织系统[4]。医学文

献信息数据量急剧增长，但文献加工能力明显不足，为

解决此矛盾，1996年构建了面向计算机应用的知识组织

工具“医学关键词-主题词-分类号自动转换系统”；为

适应网络环境下复杂医学信息资源组织和利用的需要，

2000年正式提出构建CUMLS。经过长期努力和建设，

目前CUMLS已形成一定规模（包含生物医学概念27万
个），并成为医学信息领域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

CUMLS主要由医学词表系统、语义网络、辅助构

建平台共3个部分构成（见图2）。其中，医学词表系统

集成了20余部医学领域的叙词表、分类表、术语表等

来源词表以及医学文献的关键词，以概念为中心、以

继承来源词表的语义关系为基础，形成概念集合和知

识系统；与NLM研发的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UMLS）相比，CUMLS具
有概念与分类名、文献关键词相互关联的特点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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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自然语言-主题语言-分类语言相互关联的一

体化语言系统。语义网络包含语义类型（主题类目）和

语义关系两个部分，为医学词表系统提供了统一的组织

框架和顶层类目体系，同时还可深度揭示概念间的语

义关系。辅助构建平台涵盖一系列词表构建工具（如同

义词识别、语义相似度计算、主题分类自动映射、主题

词/副主题词自动组配等），以及支持词表管理与审核

的在线加工平台。CUMLS有助于提供医学文本主题和

分类自动标注、知识导航、智能检索、文献相关性检索

等知识服务，对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与

知识服务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

引人员进行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并易于用户实现族性

检索和特性检索。此外，《医学主题分类一体化系统》充

分参考了MARC21元数据规范等新技术标准，很大程度

上弥补了传统医学知识组织系统无法及时揭示医学新

学科、新主题的不足，基本符合医学信息资源组织处理

的现实需要。因此，《医学主题分类一体化系统》对我国

医学文献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

2.4  科技知识组织体系（医学部分）

STKOS是一部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超级科技

词表，通过基于多来源的术语同义汇聚及基于范畴的

概念组织，覆盖理工农医4个领域的核心概念。STKOS
词表建设采取计算机自动处理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

式（见图3），构建以科技术语为基本单元、以概念为核

心、以继承来源词表的已有关系为基础，通过概念与多

来源术语的语义关系进行关联，形成概念统领同义术

语、范畴类目统领概念的科技知识组织系统。在国家

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组织的“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面向外文科技文献的超级科技词表和本体建设”支

持下，STKOS共建成规范概念61.5万个（含术语232.1万
个），其中医学概念26万个、术语100万个；“十三五”

期间，STKOS医学概念进一步扩充、更新与完善，确保

STKOS医学领域知识覆盖的完整性，提升语义标注、智

能检索、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等知识服务能力。

2.5  精准医学本体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医药技术的快速发展，精准

医学相关研究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共同目标为基

于患者遗传图谱中个体变异，实现对疾病最佳的诊断、

治疗和管理。其中，对精准医学相关大数据和知识的组

织与管理是一项重要工作，成为开展对深层次分子生

物过程的认识和理解、RNA靶向药物研发、肿瘤早期

干预、分子靶向治疗等研究的支撑条件和基础。因此，

在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疾病研究精准医

学知识库构建”的支持下，“精准医学本体和语义网络

构建”课题提出一种基于本体的精准医学知识组织和

管理框架。

《精准医学本体》（Precision Medicine Ontology，
PMO）从患者表型、疾病、化学物质和药物、细胞机制、

分子机制以及遗传机制共6个维度对相关概念进行梳

图2  CUMLS基本组成框架

2.3  医学主题分类一体化系统

图书情报领域的主题词表和分类法是两种不同的

信息检索语言。主题词表通过主题词来揭示文献，具

有较强的专指性；而分类法通过学科知识体系对文献

进行划分和组织，体现了学科的系统性。两者各有优缺

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且互为补充。主题分类一体

化系统将主题词表与分类法结合为一体，通过建立主

题词表的主题词与分类法的分类名的映射关联，实现

主题词表与分类法的相互兼容、相互转换，进而实现标

引和检索的一体化。

《医学主题分类一体化系统》通过建立CMeSH的

主题词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医学专业分类表》的分

类名的双向对应和映射关联[5]，实现一表两用，可方便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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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涵盖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表型、药物、基因、分

子、小RNA、基因突变等多个主题领域；在调研、分析、

遴选与精准医学密切相关的20余部医学词表的基础

上，核定本体概念类6.7万个（见图4），并将其自顶向下

按树状结构进行组织，层级最深达13级。此外，通过挖

掘和界定本体概念间的语义关系，最终确立了53种关

系类型，并在等级上进一步细化组织，以支持对精确医

学知识的深度揭示。

图3  STKOS概念建设流程

图4  精准医学本体顶层结构

2.6  中文临床医学术语系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中文

临床医学术语系统构建研究”项目旨在面向我国电子病

历、个人健康档案、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临床研究等应

用需求，开展中文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术语体系建设。

通过加强临床医学术语的标准化建设，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临床医学术语系统》[6]，

提升临床医学信息的描述、组织、整合、共享和利用等

工作质量和效率。该系统不仅对实现临床电子病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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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及卫生管理、医保支付等医院信息化系统之间

的数据互操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推动临床信息

标准化建设、支持临床决策和临床医学科技创新发展。

目前，该系统初步构建了14个顶层概念大类和65种语

义关系，涉及规范概念25万个、术语85万个，并将陆续

完善与发布。此外，考虑到我国疾病谱（特别是高发传

染病和癌症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有所差异，《中文

临床医学术语系统》与国际普遍采用的临床医学术语

SNOMED CT，在临床用药品器械、卫生管理、医保支

付、人口统计学等主题上亦别有中国特色。

2.7  术语加工平台

立足于医学知识组织系统的长期构建实践，研发

出稳定高效的计算机辅助词表加工平台及术语同义归

并、新词发现推荐、术语歧义鉴别等系列工具，支持从

零构建、词表复用等编表场景；提供单表及整合表的逐

条加工与批式审核等多种模式，提升了词表构建效率，

推动了计算机先进技术在传统以人为主的词表构建中

的应用与发展。此外，积累了一系列词表构建的关键技

术与算法，包括以概念为中心的多来源术语同义归并与

整合、概念分类体系质量自控、叙词表到本体转化、文

本概念与医学实体的自动识别、文献主题标引等，有助

于推动医学知识组织体系的自动构建及其在生物医学

文献中的应用研究。

综上，依托术语加工平台有效地构建科学、规范的

医学知识组织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医学用语的统一

（如PMO对相关概念的规范描述与组织），有助于促

进医学信息资源的深度组织和有效利用（如CMeSH、

CUMLS及《医学主题分类一体化系统》对中文生物医

学文献的主题标引和组织检索、STKOS对外文科技文

献的自动标注与智能检索），实现医疗健康信息和数

据的共享互通（如《中文临床医学术语系统》的建设目

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和医学

科技创新。

3  医学知识组织系统应用实践

3.1  医学术语服务系统

医学术语服务系统（Chinese Medical Terminology 
Services，CMTS）旨在构建中国最专业、最权威、规模

最大的生物医学领域术语服务平台。CMTS服务的术语

资源包括CMeSH（见2.1节）、CUMLS（见2.2节）及《医

学主题分类一体化系统》（见2.3节）、《医学专业分类

表》、《中文临床医学术语系统》（见2.6节）等不同类

型的医学知识组织系统，服务内容涉及概念中英文名

称、同义术语、等级结构、范畴分类、语义关系、释义及

重要属性等术语信息，服务方式包括智能检索、等级浏

览、分类导航、可视化展示、数据定制、格式下载、API
接口访问等多种模式。此外，CMTS提供医学知识组织

系统内容构建与相关构建工具服务。

3.2  医学文献主题标引与主题检索

文献主题标引的目标是给出揭示文献主题内容的

语词，主题检索则为以表达文献主题内容的语词来

检索文献的方式。目前，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普遍采

用CMeSH词表（见2.1节）的主题词进行文献的主题

标引与主题检索。例如，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

统Si noMed在提供智能检索之外，支持对文献按照

CMeSH主题词及其对应的分类名进行主题检索（见2.1
节）与分类检索（见2.3节）[7]，面向全国提供服务，周访

问量在30万次以上；万方医学网在其高级检索功能中，

亦支持导航浏览CMeSH等级结构体系（见2.1节）的方

式选取主题词，进而查找医学文献；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NSTL的外文科技文献资源则基于STKOS超级科

技词表（见2.4节）开展主题（概念）标引，NSTL网络

服务系统则提供STKOS词表的范畴体系导航及关联的

主题（概念）检索。相对而言，借助于CMeSH主题词和

STKOS概念名称的规范性，上述这些文献服务系统的

检索结果更加全面、准确。

3.3  临床医学知识库

临床医学知识库（Clinical Medicine Knowledge 
Base，CMKB）是一站式的临床知识在线服务系统，

涵盖疾病库、药物库及检查库3个知识库。CMKB依据

CMeSH（见2.1节）、CUMLS（见2.2节）等医学知识组

织系统中的概念及其语义关系，对疾病、药物、检查项、

症状等临床医学知识进行语义化描述，并构建了这些知

识点之间的语义关联，易于快速了解疾病诊断、药物治

疗、实验室检查等方面的系统性知识，以及实时获取与疾

病的病因、诊断、预防、治疗等相关的中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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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SH、CUMLS、《医学主题分类一体化系统》、

STKOS（医学部分）等中文医学知识组织系统是中文

信息组织与知识服务领域的基础性设施，促进了术语

服务、文献主题标引与主题检索、医学知识库等应用实

践，推动了大数据时代下中文医学资源的深度组织和有

效利用，以及医药卫生科技创新发展。今后，中文医学

知识组织系统应注重以下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1）充分借鉴人工智能技术，加快中文MKOS的
动态化、持续性发展。伴随着各种医学资源的爆炸式

增长，新术语、新概念不断涌现，传统以人工为主的词

表更新方式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等先进技术与方法已成功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并将提高新词发现、质量控制等词表构建效果，极

大缩短词表更新与完善周期，促进中文MKOS动态化、

持续性发展。

（2）提倡本体、语义网络、知识图谱等语义丰富

的知识组织系统构建，实现中文MKOS从机器可读到

机器可理解，提升中文医学知识服务能力。知识网络环

境对知识组织系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表达、知

识组织已从文献单元上升到细粒度的知识单元（如纳

米初版），主题法、分类法等简单处理方式转变为语义

处理[8]；为此，构建本体、语义网络、知识图谱等语义丰

富的中文MKOS，将有助于实现中文医学资源从机器可

读到机器可理解，最终提供精准的中文医学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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