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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詞彙標準化工作及中醫藥術語表

醫管局 中醫部 及 總藥劑師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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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術語標準化問題

未有一套標準化的中醫術語

業界使用電子中醫診療系統，但普遍未有
標準化詞彙及術語

缺乏標準限制中醫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資訊
及病歷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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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標準化重要性

中醫詞彙常見問題

•地域、時期等因素
• 同一種病，在不同時期/醫籍/地域都有不同的描述/名稱

•語文因素
• 中文常見一詞多義、多詞一義

•簡繁字體互換、異體字

•中西醫學中文名稱
• 西醫使用的中文名稱與中醫描述的未必相同

蛇串瘡？

攝領瘡

牛皮癬 頑癣

痹 痺

• 蛇丹,
• 纏腰火丹,
• 纏腰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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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標準化重要性

自訂輸入 與 標準化術語 比較

電子健康紀錄的功能 自訂輸入 標準化術語

保存電子紀錄 局限

臨床決策支援

行政管理功能
(如公共衛生報告，收據)

質量保證
(如臨床結果測量及臨床指引)

局限

臨床研究 局限

使用標準化術語會令電子健康紀錄功能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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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標準化重要性

標準化中醫臨床術語的應用範疇

醫療紀錄

加強對臨床概念的共同理解

臨床決策支援
協助醫護人員進行醫療決策，如配伍禁忌提示，妊娠用藥
禁忌提示等

醫療服務管理、疾病監察

公共衛生呈報、制定臨床指引及結果測量等

科研、教學

數據可進行二次使用，如臨床研究、系統回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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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醫臨床詞彙標準化

標準化過程

• 成立專案小組

• 制定編寫原則

• 選定適用的參考術語表

• 建立中醫術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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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臨床詞彙標準化

成立專案小組
由2011年成立

中醫臨床詞彙專案小組 中藥詞彙專案小組

外科五官科兒科針灸 婦科骨傷內科

專家小組

成員組成

非政府組織中醫藥學會/團體/大學

醫院管理局食衛局 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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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臨床詞彙標準化

編寫原則

方向
– 以中醫臨床詞彙作為基礎單位

– 每個詞彙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定義，一詞一義

– 術語名稱及定義以中醫理論為主，能中不西

原則
– 制定術語名稱及定義的收錄原則

– 遇上參考資料分歧的處理方法

– 同義詞的處理方法

中醫病名 中醫辨證

中醫治法 中醫療法

穴位

五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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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術語表

病名

• 註冊中醫簽發病假證明書參考指引
• 國家標準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GB/T 15657-1995
• 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術語疾病部分 GB/T 16751.1-1997
• 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 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劃教材-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 中醫藥學高級叢書第二版-人民衛生出版社
• 中醫藥學名詞 2004, 2010及2013-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
• 中醫大辭典
• 國家中醫藥行業標準-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

辨證

•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國際疾病分類項目
• 國家標準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GB/T 15657-1995
• 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術語- 證候部分 GB/T 16751.2-1997
• 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 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劃教材-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 中醫藥學名詞 2004-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
• 中醫大辭典

治法
• 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術語- 治法部分 GB/T 16751.3-1997
• 中醫藥學高級叢書第二版-人民衛生出版社
• 中醫藥學名詞 2004 -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

腧穴
• 國家標準腧穴名稱與定位GB/T 12346-2006
• 高等醫藥院校教材-針灸學
• 世界衛生組織標準針灸經穴定位（西太平洋地區）

療法

• 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術語-治法部分GB/T 16751.3-1997
• 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 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劃教材-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 中醫藥學名詞 2004 -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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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臨床詞彙標準化

主要里程

辨證 (427)

治法 (865)

中醫身體部位(611)

療法 (32)

CMCTT

• GB/T 15657-199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

• GB/T 16751.3-199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術語治法部分

病名 (564)

認可術語表

中醫臨床術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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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臨床術語表

應用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二次使用

eHR臨床

資料庫

私人執業 – 醫承通用家 私人執業 – 其他診所軟件用家
18區中醫診所

中醫臨床術語表

公共衛生政策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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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藥術語標準化和應用
總藥劑師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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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藥術語標準化和應用

3.1 中藥術語標準化

3.1.1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中藥)

3.2 中藥術語的應用



15

3 中藥術語標準化和應用

醫健通取覽器

標準化中醫藥紀錄會上載至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機構可將中藥產品跟標準中
藥術語進行配對及維護

一. 中藥術語表

3.2 中藥術語應用

中藥術語專案小組

飲片及單味配方顆粒

註冊中成藥

3.1 中藥術語標準化

二. 編寫指南

討論、制訂及審核

與中醫系統的
術語表配對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euPDIqafbAhVEJpQKHS1IAR8QjRx6BAgBEAU&url=https://www.creativecontrast.com/real-significance-of-computer.html&psig=AOvVaw1wASBhMOQGxplOYx5sDz-1&ust=15275596825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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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 (中藥)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編撰指南 – 中藥

連結: https://www.ehealth.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tc/hkctt-chinese-medicines.pdf

概要：

• 背景

• 中藥術語的命名方式及制訂原則

• 三層架構：原藥材、原藥材炮製品、中藥藥用
產品

• 參考資料

https://www.ehealth.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tc/hkctt-chinese-medic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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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 (中藥)

一名一物
每種中藥產品都有獨特的醫健通名稱和編碼，並有簡短名稱方便使用

常用別名
 參考中國藥典、全國中藥材炮製規範或常用別名

 僅供於系統搜尋

藥物類別 醫健通編碼 醫健通/詳細名稱例子 簡短名稱例子

1 飲片 9811491 人參 - 飲片 人參

2 配方顆粒 9812195 白朮 – 顆粒劑(沖劑) 白朮

3 註冊中成藥 9817500 云南白药散劑 -【云南白药】 - 散劑 (HKC-00775) 云南白药散劑 -【云南白药】 - 散劑

例子

一 二 三

正名 重樓 淫羊藿 布渣葉

別名 蚤休 仙靈脾 破布葉

命名方式及制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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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 (中藥)

原藥材>炮製品>中藥藥用產品 (飲片、單味配方顆粒、註冊中成藥)

三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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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 (中藥)

• 衞生署定期傳送更新的註冊中成藥資料到醫健通資訊架構管理系統(IAMS)

• 現時系統的中成藥數目達到4356，包括HKC和顆粒劑中成藥

• 醫管局總藥辦會核實資料，如有問題會跟衞生署溝通

• 核實無誤的資料會更新和儲存至系統中

註冊中成藥資料管理機制

註冊中成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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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 (中藥)

參考資料順序 原藥材 炮製品/中藥藥用產品

1 香港中醫藥條例附表1和2 中國藥典最新版本

2 中國藥典最新版本 全國中藥炮製規範

3
中國藥典最新版本通則/

中華本草/
廣東省中藥材標準等

專案小組意見*

4 專案小組意見* NA

*備註

例子 原藥材 炮製品/中藥藥用產品

一 雪蓮花(天山雪蓮) 製附子(黑順片)

二 飛楊草(飛揚草) 製千金子(千金子霜)

三 蓽苃(蓽茇) 朱砂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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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藥術語標準化和應用

3.1 中藥術語標準化

3.1.1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中藥)

3.2 中藥術語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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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藥術語標準化和應用

醫健通取覽器

標準化中醫藥紀錄會上載至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機構可將中藥產品跟標準中
藥術語進行配對及維護

一. 中藥術語表

3.2 中藥術語應用

中藥術語專案小組

飲片及單味配方顆粒

註冊中成藥

3.1 中藥術語標準化

二. 編寫指引

討論、制訂及審核

與中醫系統的
術語表配對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euPDIqafbAhVEJpQKHS1IAR8QjRx6BAgBEAU&url=https://www.creativecontrast.com/real-significance-of-computer.html&psig=AOvVaw1wASBhMOQGxplOYx5sDz-1&ust=15275596825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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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藥術語應用

配對醫承通的藥物資料

配對術語表後，處方箋可顯示複方的成份

系統使用名稱

八珍湯

醫健通術語表

八珍湯 - 【農本方】 -
顆粒劑(沖劑) (HKP-08271)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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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藥術語應用

支援中醫藥臨床提示 (CM SAAM)

中醫藥臨床提示：

使用標準化術語表

 用家在中藥不良反應的藥
物名單可選擇標準中藥術
語

 為將來臨床決策支持 及
其他二次使用提供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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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藥術語應用

支援臨床決策支持

標準化中藥術語 建立臨床決策支援

• 配伍禁忌提示
• 十八反十九畏

• 妊娠禁忌提示
• G6PD缺乏症用藥提示
• 中藥不良反應提示

提升用藥安全

用藥提示

• 標準化中藥術語為建立
臨床決策支援提供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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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藥術語應用

醫健通取覽器

例子 機構使用中藥
名稱

標準中藥術語名稱

1 胡麻仁 亞麻子 - 飲片

2 新會陳皮 陳皮 - 飲片

3 田七 三七 – 顆粒劑(沖劑)

4 四物湯
四物湯 - 【漢立方】 -

顆粒劑(沖劑) (HKP-14293)

系統如已配對術語表的標準名稱
，取覽器可顯示兩類名稱

機構使用的名稱 標準中藥術語名稱

(I) 顯示中藥的名稱

1. 機構所使用的藥物名稱

2. 已配對的標準中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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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例子

1 繁簡字體混雜 製 vs 制

2 電腦簡繁轉換後差異 胖大海 vs 膨大海

3 藥名簡化 豬牙皂/ 田皂角/ 皂角刺 → 皂角

4 藥名別字 白鮮皮 vs 白蘚皮 vs 白洗皮

5 常用別名 大棗 vs 紅棗

6 炮製方法字/ 格式不同 炮製字眼在藥名前e.g. 炙甘草 vs 炮製字眼括弧在藥名後e.g. 甘草(炙)

7 藥用部位差異 龜甲 vs 龜板

8 與產地相關的別名 牛膝/菊花 vs 淮/懷牛膝/菊花

9 比原本藥名多字 龍膽 vs 龍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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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藥術語應用

醫健通取覽器

(II) 單位備註

單位備註作用：

標明配方顆粒在處方上劑
量「單位」定義。確保醫
健通取覽器用家理解一致。

顆粒單位的「克」之定義：

• 濃縮顆粒的重量 或

背景：

不同診所系統在處方配方顆粒
時所描述的劑量單位「克」定
義不同。

• 飲片實際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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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HKCTT)

為醫健通而建立的標準化的臨床醫療術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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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HKCTT)

目的：

以統一的術語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內記錄及傳遞醫療訊息

特點：

• 概念為本(concept-based)，每個概念均編配一個獨一無二的編號(unique term ID)

• 包涵不同臨床範疇
診斷、醫療程序、藥物、實驗室信息、中醫藥、及其他臨床術語數據。

• 與本地被普遍採用的國際醫療術語編碼進行配對。
如 ICD 10、SNOMED CT、LOINC等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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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HKCTT)

管理團隊
• 電子健康紀內容及信息標準協調小組、不同醫學範疇的專案小組等

管理機制

持續發展
• 術語管理/編寫原則及指引

• 如：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編撰指南 – 概覽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實施及維護指南

• 個別醫學範疇：
•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編撰指南 – 中藥
•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編撰指南 – 中醫診療

維護
•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Management System (IAMS)
• 定期更新、發佈
• 意見回饋機制
• 質素管理



32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HKCTT)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Management System (IAMS) 

內容 中文 說明

Term ID 編號 每個概念均會獲分配一個獨一無二的
編號

Nature 性質 所屬的醫學範圍，如中醫病名、原藥
材等

stage 階段 建立中、審核中、還是可使用

Version 版本 更新的版本

eHR desc 概念描述 概念的名稱/描述

Alias 同義詞/別
名

概念的其他相同稱或別名

Validation rule 驗證 部分範疇的概念有其專屬的驗證，
中醫病名：性別驗證。
意思是部分病名只可用於單一性別。

Remarks 備註

Definition 定義 概念的定義

GB/T 15657-
1995

配對參考術
語表

概念跟其他參考術語表中的相同概念
進行配對

Status 狀態 生效或非生效，如非生效需註明原因



33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HKCTT)

使用中醫臨床術語表及中藥術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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