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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知识共享平台的构建

刘 明，李 焱，王洪军

［摘要］介绍了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数据库研究与开发部自主开发的医学知识共享平台，详细描述了医学知识共享平台的组成

和架构、知识服务的设计与实现、Web 服务的实现与部署，提出了图书馆自主开发知识服务数据库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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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an introduction of the medical knowledge sharing platform developed by Department of Databa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edical Library of Chinese PLA，and a detail description of its composition，

architecture，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and Web service， some ideas on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service database in library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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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平台［1］是知识信息资源和数字化学

习与研究的中心，是文献检索、网络学习、数字化研

究中具有全新沟通机制与丰富资源的学习与研究

环境。它借助电子商务的经营管理方法，为文献检

索、数字化学习、数字化研究和网络教育服务，是现

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教育发展的需求。

医学知识共享平台是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数据

库研究与开发部集中解放军医学图书馆已有资源

和部门部分产品，通过集中整合而自主开发的包含

医学图书、期刊、知识库、科学数据集和应用工具的

综合服务平台。系统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

点是文献库和知识库［2］的建设，第二阶段重点是科

学数据 集 等 新 型 数 据 库 的 研 制 以 及 应 用 工 具 的

开发。
1 医学知识共享平台的组成和架构

医学知识共享平台集中整合了解放军医学图

书馆数据库研究与开发部的多项开发成果，统一移

植和构建于 SQL Server、Lucene［3］和． NET 开发平台

之上。医学知识共享平台的组成和架构见图 1。

图 1 医学知识共享平台的组成和架构

1． 1 知识库

医学知识库是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知识结构将

医学图书进行分类整合，以疾病为知识核心，扩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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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辅助检查、循证医学证据等相关知识而形成

的网络知识服务平台。它将数字化过程与发掘和

增值书刊的知识资本结合起来，变革和创新书刊出

版模式，促进信息资源管理向知识管理发展。它将

拓宽学习医药学知识的途径，使学习变得更加便利。

医学知识库主要包括疾病数据库、药品数据

库、手术学数据库、辅助检查数据库、循证医学证据

数据库、疾病研究新进展数据库、手术图谱数据库、

临床操作规范数据库、医保药品数据库以及其他知

识产品与服务等，通过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各

库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各库之间的知识链接［4－6］。

1． 2 文献库

文献库是以解放军医学图书馆已开发完成的

CMCC(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摘数据库) 、CMAC( 中

文生物医学会议数据库) 、CMCI ( 中文生物医学引

文数据库) 等文献数据库为基础，为用户提供各类

生物医药中西文期刊文献的服务系统［7－8］。

CMCC 是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研制开发的中文生

物医学文献书目型数据库，也是目前检索国内生物

医学文献最常用的数据库之一。自 1994 年创建以

来，在中国内地和港澳拥有广泛的用户，是国家和

军队卫生部门认可的重要检索工具之一。收录中

文期刊库累积期刊文献 470 万篇，年递增 40 余万

篇，半月更新。学科范围包括医药、卫生、生物以及

与之相关的文化教育、军事医学、环境、化学、农业、

自然科学等。

1． 3 科学数据集

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系统在药物设计领域中应

用广泛，不但可以作为存储、检索、管理化合物的平

台，而且还能作为研究分子结构、活性的重要工具。

科学数据集主要收集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实验数据

以及文献发表的相关实验数据，实现基于药物类

别、名称、结构和子结构的检索，对减少科学家重复

实验、加速药物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9－10］。

1． 4 应用工具集

应用工具部分主要包括基于科学数据集之上

的生物信息学工具以及分子结构工具，基于文献之

上竞争情报分析和自助式的定题服务等。

2 知识服务的设计与实现

2． 1 知识元是构建知识库的基本元素

知识是由不同的知识单元组成的，知识单元包

含若干片段知识，片段知识是由多个知识元构成

的。一个个单独的知识元依据其逻辑关系组成知

识单元，知识元之间所依存的逻辑关系称为知识元

链接。一种知识体系是由不同的知识单元组成的，

每个知识单元又是由不同的独立知识元通过知识

元链接排列组合而成的。不同知识之间可以通过

知识元链接形成不同的知识链，进而编织成整个知

识结构的知识网络。知识库凭借知识元链接在知

识网络中实现对任意知识元和知识单元的存取( 见

图 2) 。

2． 2 文献知识元的抽取是知识仓库构建的基础

若将每篇文献看成是人类知识结构中的一个

知识单元，知识单元与知识结构就组成了个性知识

与共性知识的知识系统。个性知识体现在知识的

创新上，共性知识结构则表现在知识的完整性上。

2． 3 知识元标引是对知识仓库进行知识管理的

基础

文献知识的标引与检索以前只停留在以整篇

文献为单元，选取若干主题词，或采用引文索引，或

只是采用文本知识发现提供文献中精细的信息和

多篇关联的信息。知识仓库的知识标引通过对文

献的知识元进行标引，揭示文献所包含的知识元与

相关学科知识结构的链接关系，从中找出信息与知

识导航链接的普遍规律，为用户直接获取有效知识

元提供最有效的方法。知识元标引起着知识元过

滤和知识元链接的作用。

医学知识体可分为若干个知识单元，如疾病知

识、药品知识、辅助检查知识、循证医学证据、手术

学知识等。每个知识单元中包含有大量的知识元

信息，如疾病知识单元中包含各种各样的疾病，药

品知识单元中包含多种药品，辅助检查知识单元中

又包括相当数量的检查项目。

通过对 Lucene 源代码的修改，将我们设计的算

法嵌入其中，使其具有医学专业词表自动生成与维

护、自动下载与分类网络上循证医学文献的功能，

成为更适合于中西生物医学的检索软件。并以此

为基本开发平台，构筑涵盖疾病、药品、实验室检

查、循证医学的临床医学应用软件。

知识库技术路线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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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知识库技术路线图

3 Web 服务的实现与部署

系统的主要功能有用户服务系统和后台管理

系统两大部分。
3． 1 用户服务系统

用户服务系统包括用户注册与登录，用户信息

查询与维护，疾病知识库内容检索、浏览和下载，中

西文期刊文摘检索与浏览，全文文献申请，我的文

件夹的查询及维护，用户卡充值管理( 余额查询及

充值) ，个性化定制服务，论坛，综合信息检索与浏

览等( 见图 3、图 4) 。

图 3 知识库内容检索、浏览和下载

图 4 中西文期刊文摘检索与浏览

3． 2 后台管理系统

管理服务系统包括用户基本信息管理( 用户信

息查询与修改) 、信息流量统计分析、全文传递系统

维护基本信息维护( 文献上传、文献发送、计费等) 、

充值卡销售与管理( 售价、批发) 、系统留言信息管

理、系统信息统计( 用户类别与地区分布统计分析、

文献类别统计分析、期刊分类统计及分析、数据库

使用情况统计、出错情况统计、用户资金流向统计、

系统费用年 /季 /月报表) 等后台管理系统( 图 5) 。

图 5 后台管理系统

4 讨论

医学知识共享平台有四大优势: 一是整合了解

放军医学图书馆的多项信息资源而建设的数字化

学习与研究中心; 二是以知识元抽取和知识元标引

为基础的知识服务实现; 三是依据生物医学领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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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发展建立了以科学数据为基础的新型数据库;

四是以文献库和科学数据集为基础，在数据之上开

发的应用工具。系统分两期实施，第一期重点是文

献库和知识库的建设，第二期重点是科学数据集等

新型数据库的研制以及应用工具的开发，目前第二

期正在进行中。

作为医学图书馆，在建设数字化图书馆和自主

开发知识服务的过程中，一要立足于本图书馆的传

统和优势，突出重点，形成自己的优势; 二要根据国

内外医学信息相关数据库的现状、部门自身的发展

历史和现状、人才队伍的结构等，选择能在国内外

产生影响或研究方向独特的研究领域形成特色数

据库; 三要在医学和信息学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分化

和综合的趋势，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不

断涌现的情况下，使医学信息服务不断跟踪学科发

展的前沿，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开发更多新的数

据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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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域模型的构建完全基于已知的知识信息，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定义表单可覆盖病历信

息，但在临床中遇到复杂病历时，其内容难以完全用

预先定义的域模型进行描述，只能添加自由文本类

型的节点进行描述。这也与 OpenSDE 的初衷有所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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