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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 概念 定義 術語 

何謂術語標準化 
 是指概念、術語及其定義的統一性和協調性。 

 其目的是使用一個術語表達一種概念的規範詞匯 

 進行標準化，就是要減少多義和同義現象，以避免信息交流過程中的歧義和誤解。 

 術語標準側重於研究術語的“所指”，即術語所指稱的概念，概念的特徵、概念間的關
係、概念的描述（定義）、概念的訂名等，其標準化的物件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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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術語的一般程式 

通過明確其內涵與外延
及與其他相關概念的關
係，利用已熟知或已定
義概念描述該概念 

通過分析其本質
特徵 

通過研究定義，確立
或選擇最恰當的術語 



一般中醫臨床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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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術語 例子 

中醫病名 太陽病、時行感冒、咳嗽 

中醫辨證  營衛不和、風熱襲表、水寒射肺 

治法 調和營衛、疏散風熱、溫肺化飲 

脈象 浮、數、代 

舌診 舌色、舌苔、舌態等 

穴位 合谷、足三里…等 

手法 揉法、補法等 

治療方法  電針、毫針、推拿 

大家對臨床詞彙的
理解是否一樣呢 



中醫術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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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丹, 
• 纏腰火丹, 
• 纏腰龍 

蛇串瘡？ 

• 同一種疾病，在不同的古醫籍中有
不同的名稱 

 

• 中文/中醫術語常見一詞多義、多詞
一義 

 

• 中醫藥學歷史悠久，加上地域遼闊，
方言眾多，中國傳統文化特色濃厚，
有相當部分的中醫學名詞術語外延
寬泛、內涵不清，使中醫名詞術語
一直都存在很大問題。 

胸痹 

心痛？ 
真心痛？ 
胸痛？ 
厥心痛？ 
卒心痛？ 
暴心痛？ 

攝領
瘡 

牛皮
癬 頑癣 



自由輸入數據(free text)的限制 

• 電腦未必能正確分析或理解醫學語言： 
• 同義詞彙                         e.g. 「石癤」、「有頭癤」 
• 異體字                             e.g.  「痹 」、「痺」 
• 簡繁字互換問題             e.g. 「郁證」、「鬱證」  

• 自由輸入雖較為隨意，但無統一標準，容易引起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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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義或較為含糊； 

 

• 意思或會不精確； 

 

• 容易引起誤會； 

 

• 不可作為分析之用 



自由輸入與標準化術語 
電子健康紀錄的功能 自由輸入 標準化術語 

保存電子紀錄 局限 

支援臨床決定 
(如過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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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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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標準化術語會令電子健康紀錄功能更全面 



由手寫病歷到電子健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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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紙本病歷 

病歷電子化 
電腦化，但自由輸入 

電子病歷 

語義障礙 

• 並非只是由紙本病歷模式轉型至電腦儲存病歷模式。 
• 而是更可支援臨床決定(clinical decision making)，從而提升病

人護理的質素。 

標準化術語 



術語標準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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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3 

標準化的
好處 

確保電子數據準確及有效率
地傳達及互通 

確保資訊準確 

確保不同的醫護提供者都能準確地詮
釋互通的健康資訊 

統一資訊詮釋 

減少誤傳情況和減少數據抄錄及複製，
從而避免錯誤，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 

 

支援數據重用以及二次運用 
數據使用 

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 



臨床術語標準化對中醫業界的重要性 

推動中醫藥發展 

• 建立中醫藥資訊系統 
• 建立中醫臨床評價體系 
• 建立中醫藥其他標準與規範 

• 保障業界科研、教學等資訊
交流正確 

中醫臨床詞彙標準化 



詞彙標準化是信息互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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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標準化 
 

術語信息化 

建立中醫藥資訊系統 

中醫臨床術語標準化則是中醫藥領域信息化的基礎,基於標準化的中醫臨床術語能
夠提升信息處理的能力，實現中醫藥資訊高質、高速地採集、儲存、管理與利用 



標準化術語及信息化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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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未必能分析或理解醫學語言 

• 對醫療信息進行編碼可以讓電腦更
容易處理數據 

• 統一的醫療編碼保證不同醫療資訊
系統之間的通暢、以及醫師間準確
的溝通。 

• 是電子健康紀錄管理及互通的不可
缺少的一個部分。 
 

業界間的溝通 

• 運用標準化的手段，通過對臨床詞
彙概念的嚴格定義，選擇或確立最
恰當的術語。 

• 有助業界間的信息交流 

• 減少多義和同義現象，以避免過程
中的歧義和誤解 

電子紀錄互通 

信息化 
臨床術語 

標準臨
床術語 

代碼 名稱 

BNW010 感冒病 

標準名稱 定義 

感冒 因風邪冒犯肺表所致。以發熱惡
寒，頭身疼痛，鼻塞噴嚏，喉癢
咳嗽等為主要表現的外感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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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術語推動中醫藥現代化進程 

術語標準化 
建立中醫臨床

評價體系的基

礎，規範行業

技術操作 

實現科學、

客觀、綜合

地評價中醫

臨床 

推動中醫藥

現代化事業

進程 

• 標準化術語是建立中醫藥其他標準與規範的基
礎。e.g. 針灸操作規範 

• 能提高概念定義的精細度和準確度 
• 使制訂的標準規範在品質與學術水準上得以整

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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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中醫臨床術語的應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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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臨
床術語 

科研 質量 
保證 

支援臨
床決定 

 行政 
 管理 

電子
紀錄 

• 臨床結果測量 

• 制定臨床指引 

• 公共衛生報告 

• 保險 

• 報表 

• 過敏提示 

• 最大劑量提示 

• 病歷 

• 醫囑 

• 處方 

教學 

• 臨床研究 

• 系統回顧 



中醫詞彙標準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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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病症分類與代碼  
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 
將中醫的各種病、證按照某些
既定的原則歸入類目及系統的
方法。病名分類代碼採用中文
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數字符混合
代碼方式。 

中醫藥學名詞 
由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制
定，對中醫藥的名詞進行規範，
共5283條。這些名詞是科研、
教學、生產、經營以及新聞出
版等部門應遵照使用的中醫藥
學規範名。 

中醫臨床診療術語 
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規
定了中醫臨床常見的疾病、證
候、治則治法的基本術語及其
概念。 

傳統醫學名詞術語國際
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制定 
全書以英文為主體，漢字全部使用
繁體字。《傳統醫學名詞術語國際
標準》最終收錄了包括總類、基礎
理論、診斷學、臨床各科等 8 大類 
3543 個詞條。 
 

中醫病症分類與代碼  
中醫臨床診療術語 
中醫藥學名詞 
中醫基礎理論術語 
傳統醫學名詞術語國
際標準 

ICD 11 將會涵蓋傳
統醫學疾病分類 

中醫基礎理論術語 
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對
中醫理論中的陰陽、五行、治
則、養生、經絡等術語進行規
範 

近年中醫詞彙標準化成果 



• 《中國中醫藥學主題詞表》第3版 
 主題詞13905 條，分屬於15個類目 68 個字類
目。 

• 《中醫藥學名詞》 
名詞共5283 條，根據中醫科類分為18 部分。 

 
• 《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 

基本名詞 6526條，共21個分類，包含中文含
意的英語翻譯 

• 《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 
GB/T 15657-1995  

• 《中醫臨床診療術語：疾病部分、證候部
分、治法部分》 
GB/T 16751-1997 

• 《中醫基礎理論術語》 
GB/T 20348-2006  

現時中醫臨床術語相關的國家標準  

部分其他術語研究成果 



世界衛生組織 

傳統醫學名詞術語國際標準 
• 由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制定 
• 全書以英文為主體，漢字全部使用繁體字。 
• 收錄了包括總類、基礎理論、診斷學、臨床各

科等 8 大類 3543 個詞條。 

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版 
（ICD-11） 
2014年世界衛生大會將通過新版國際疾病分類代碼
ICD-11，以中醫藥（傳統醫藥）為主體內容的傳統
醫學章節將包含其中。 



標準化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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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術語體系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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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性 

中醫術語充滿人文哲學、歷史及中國傳統文化等特色。 

中文字的結構特色，如有時字即是詞，有時短句也視作一個詞 

術語定性描述為主，很少有定量描述 

概念較抽象，難以用具體的名詞來表述 

中醫臨床術語體系遠較現代醫學術語體系更為複雜。 
故此，標準化較現代醫學難度大。 



業界對中醫藥標準化意識不高 

• 認識還不一致，重視還不夠 

• 已有標準的應用性文獻數量之少，反映中醫臨
床科研應用標準的實際情況不多。（近年已有
所改善） 

• 臨床醫師對現有標準術語的認知度普遍不高，
且不熟悉與中醫臨床科研工作相關的標準 

• 也不瞭解應該如何使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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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人才缺乏 
• 資訊化人才稀缺，特別是對中醫藥、資訊技術、信息學了

解的人才及團隊不多。 

• 從事中醫藥信息標準化研究的專業團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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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學 

信息學 
資訊科

技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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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標準化對

中醫業界發展

十分重要 

詞彙標準化是

信息互通的基

石 

香港需要一套

適用的標準臨

床詞彙 

國內外均一直

致力制定中醫

藥術語標準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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