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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Nature》出版了一个专刊，讨论大

数据存储、管理和分析等问题，昭示着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之后麦肯锡公司、《Science》先后出版大数据

报告和专刊。大数据的讨论在中国也风起云涌，中

国计算机学会于 2012 年 10 月在大连成立了以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国杰为首的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2013 年 3 月在上海举办了第

89 期双清论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中的挑战性科

学问题”。

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大数据的理念与技术是

否适用于中医药领域？大数据研究将对中医药行业

带来怎样的影响？日前，科技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

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保延。

中医药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问：中医药领域的研究是否具备大数据的特

征？大数据在中医药领域应用的意义何在？

刘保延：“大数据”(BigData)，顾名思义就是大规

模的数据，海量的信息。大数据的战略意义，不在于

掌握了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那些含有意义的

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使之成为一种大资源。

中医药领域具有典型的大数据特征：一是数据

量巨大。如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2年 4所医院全年的

门诊量达到 698万，仅广安门医院 1天的门诊量就超

过 1万人次；每年还有将近 6万多的住院患者。如果

将这些患者的诊疗过程全部数据化，每人次就诊产

生的医学数据以 10M 计,那么每年产生的数据量将

高达 70TB，如果把全国中医院的临床数据都汇聚起

来，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二是数据类型复杂。在

中医医院，每个患者不但要经过辨证论治的个体化

诊疗，还会经过各种理化检测进行疾病及其预后的

诊断，所以不光有病历资料中包含的信息，还会有生

化检查、多种影像或病理切片检查的生物学信息。

收集这些庞大、多类别的数据，通过分析处理将其盘

活，可以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价值。“大数据”应用于

中医药的临床与科研，将给这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

变化。

问：如何使大数据成为推动中医药领域学科发

展的大优势，取决于对临床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在此过程中，如何对庞大的临床实践进行数据化？

刘保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个

大 考 验 ，处 理 得 好 ，应 用 得 当 ，大 数 据 就 会 成 为

“大优势”，为中医药发展带来“大价值”。中医药

从 人 体 状 态 切 入 ，整 体 、动 态 、个 性 化 地 掌 握 人

体，理念超前方法先进，但中医药的巨大潜力并

没有充分发挥，至今仍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需求，关键问题在于缺乏实现超前理念、先进方

法的技术手段，当前记录实践的技术仍然停留在

千余年前的水平，当务之急是进行技术体系的创

新 ，数 字 技 术 是 促 进 中 医 药 快 速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这些海量信息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利用

数字技术记录中医临床诊疗实践中大量的中医

学知识和诊疗信息,并把这些信息用于分析中医

临床诊疗的疗效和经验知识,是中医药学现代化

研究和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医药行业利用大数据技术，首先面临的是

临 床 实 践 如 何 数 据 化 、数 字 化 问 题 。 临 床 科 研

信 息 共 享 系 统 对 于 临 床 实 践 数 据 化 ，主 要 采 用

了高度结构化的电子病历系统。首先是将不同

医 生 通 常 采 用 的 自 由 语 言 记 录 临 床 信 息 的 方

式 ，改 变 成 通 过 数 字 化 中 医 临 床 术 语 应 用 系 统

支 撑 下 的 结 构 化 电 子 病 历 。 我 们 研 究 建 立 了

“ 中 医 临 床 标 准 术 语 集 ”和“ 中 医 临 床 规 范 术 语

字典”等系统，基本满足了临床病历书写与数据

挖 掘 等 对 规 范 术 语 的 需 求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了

结构化中医电子病历系统。目前项目合作医院

利 用 此 系 统 ，已 经 收 集 了 包 括 中 风 、糖 尿 病 、冠

心 病 、肿 瘤 、针 灸 等 中 医 、中 西 医 结 合 诊 治 等 10

多 万 份 病 历 ，其 中 包 括 40 多 名 名 老 中 医 诊 治 的

上万份病历。

可建立临床科研共享信息平台

问：从您刚刚介绍的来看，建立“中医临床标准

术语集”和“中医临床规范术语字典”等系统应该只

是建立大数据的前期工作，除了这两个系统，目前在

中医药领域是否有其他相关的研究？

刘保延：目前，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中国中

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医院和河南中医学院附属

医院等 20多家中医院和临床研究基地，正在进行着

一项相关研究——“中医临床医疗科研信息共享系

统构建”。早在 2001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就在北京

市科委重大计划项目的支持下开始了“中医药防治

重大疾病临床个体诊疗评价体系”的研究，2009 年

课题研究成果“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奖。其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希望通

过行业科研专项在全国更多的医院对此成果进一步

深化研究。“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构建”就是

这一成果的延续和推广应用。

中 医 临 床 科 研 信 息 共 享 系 统 旨 在 建 立 中 医

临床实践数据化的工具与复杂海量临床数据管

理 和 利 用 的 平 台 。 它 是“ 真 实 世 界 中 医 药 临 床

科研范式”的技术支撑，也是利用大数据实现中

医药临床科研变革的有力工具。在不影响中医

辨证论治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此系统，临床

诊疗实践被详细记录并被量化为可分析的临床

数 据 ，形 成 了 蕴 含 丰 富 临 床 经 验 和 临 床 规 律 的

海 量 数 据 库 。 然 后 ，数 据 管 理 平 台 将 整 合 不 同

研究中心、研究现场所产生的数据, 形成蕴含内

容极其丰富的大数据资源。丰富的中医临床数

据 一 旦 被 全 部 汇 集 起 来 ，将 形 成 世 界 上 独 一 无

二 的 中 医 药 资 源 宝 库 ，将 具 备 无 与 伦 比 的 特 色

优势。

带来中医药科研新范式

问：这个系统一旦建立，将给中医药行业的研究

和应用带来哪些推动作用？

刘保延：众所周知，中医药发展离不开临床。以

前中医主要通过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积累经验，用纸

质病历将临床诊疗过程记录下来，通过自己感悟升

华，变成自己的学术观点或学术思想，再回到临床指

导实践，这种“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发展模式

是一个非常漫长、以实践中的疗效为检验标准的过

程，导致了中医传承困难、成才缓慢、发展不能满足

需求等状况。

在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平台上，利用大

数据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以人为主、人

机结合的临床科研一体化研究过程。其中，医者在

临床实践中通过与患者的交互，采用“继承创新”的

方法，践行着自己的诊疗实践，而同时通过临床科研

信息共享系统，将实践数据化、规范化、数字化，海量

临床数据经过整理、清理、装载、转换等过程，被放在

了以“证—治—效”紧密相关模型为主题的数据仓库

中，在医者“思维”的组织下，通过查询检索、统计分

析以及数据挖掘等，从中发现中医临床的经验，揭示

诊疗规律，评价临床疗效等，从而产生新的知识，再

去更加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使中医临床诊疗把握

度不断提高，治疗范围不断扩大，服务能力与服务质

量不断提升。

利用“大数据”，公共卫生研究机构能够更早地

预测即将爆发的传染病及其传播范围和规模。对于

个体而言，大数据就是全数据，通过集中全部诊疗信

息、体检信息形成个体的全健康档案，可以使患者得

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更重要的是，“大数据”

技术将给中医药科研带来巨大的变化和极大的便

利。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形成“以人为中心，以数据

为导向，以问题为驱动，医疗实践与科学计算相交替

的科研范式”。

大数据:为中医药发展带来“大价值”

创新工场 CEO、原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罹患淋

巴癌的消息引发了无数网民关心，癌症令他反思自己在

职业生涯中身体健康上做出的牺牲。他最近在邮件中表

示其开始冷静反思，不再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拼命工作。

现年 52岁的李开复，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不断挑战

自我、勇于创新的人物。但当癌症袭来之时，所有的荣誉

和成就的重量远远不及那小小的医学诊断证明。

生命只有一次，生与死只是一步之差，花开花落无异

于弹指一挥间。曾经有人用“100000000000”来比喻人的

一生，“1”代表健康，“0”代表生命中的事业、金钱、地位、

权力、快乐、家底、爱情、房子——纷繁复杂的“0”充斥着

人们的生活，引诱着人们的欲望，而简单淳朴的“1”却常

常被忽略、遗弃。然而，当“1”出现问题时，再多的“0”都

是徒劳的。所以，一切名利、地位、金钱等身外之物和健

康相比，和生命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那些在忙忙

碌碌中忽视了自己和亲人健康的人们，那些在为了事业

而透支健康和生命的人们，那些在名利场中拼命冲杀的

人们，那些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泣血

的事实面前，该怎样后悔不已呢?

追求成功、努力工作没有错，但是一旦沉迷于追逐功

名利禄而赔了健康，牺牲未免太大，也似乎本末倒置。财

富的最大功能，应该是改善生活，提高社会地位，实现理

想和抱负，否则，财富只是存在银行里的一个数字而已，

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贡献都不大。我们需要的是“生命不

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而不是真正地用健康和生命去换

取某种成果的拼命，没有了健康，甚至没有了生命，一切

的辉煌与灿烂都是苍白惨淡的。

西方谚语“人生如航海”，民间俗话“平安就是福”，都

是寓意人生坎坷，山高路险，要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

样地关爱自己。

过去总说：健康是你自己的，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准

确地说应当是：健康是属于你和爱你的人的。你的去世，

个人损失只是“冰山的一角”，冰山的 90%都在水下看不

见，你的去世至少造成对 10 个最亲近的人的直接伤害，

对几十个亲友的间接伤害，还有无法估计的事业损失。

越爱你的人受害越大，真正的“亲者痛”啊。面对这种“痛

中之痛”，人们岂能无动于衷!

著名科普专家洪昭光教授曾多次表示：健康不是一切，

但没有健康便没有一切。只要你违背了客观规律，你就会受

到惩罚。哪怕你是富豪、是皇帝，只要你不遵循健康规律，你

活的寿命就会比百姓还要短。在健康面前，财富、地位、权力

都无济于事。而顺应客观规律的“聪明”人，才一生平安。

人世间有许多不公平，但在健康面前，却是人人平

等，无论金钱、地位、成就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特殊的健康

保证，每个人健康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爱你的家人

和自己，就对自己的健康多一点关注，如果你爱你的事

业，就保护你的身体不受疾病的控制，那是你干事业的本

钱。如果你爱金钱，仍然需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只有保护

好身体，才有创造财富的本钱!

赢了世界输了健康又如何？
□ 李 颖

日前记者自“免疫规划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

最大的疫苗生产企业——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正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由于质优、价廉等优势，目前

中生的疫苗已经销往韩国、印度、尼泊尔、越南等国，并成为

WHO的全球第五大疫苗供应商。

疫苗市场竞争白热化

中国是疫苗大国。

全球现有疫苗生产企业 85 家，我国超过 40 家。中国还

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年产疫苗超过 10亿人份。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肖奇友

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中国有 40 家疫苗生产企业，可生产 41

种疫苗，总剂量超过 10 亿剂，全球排名第一，2011 年疫苗市

场规模人民币 123.2亿元。

目前国内大多数疫苗生产厂家规模较小，创新研发能

力不足，市场竞争激烈，仅狂犬病疫苗、流感疫苗的生产企

业就有 16 家。在目前的市场份额里，民企占据 41%，外企占

16%，国企占 43%，国企指的是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生公司副总经理吴永林预测，10 年内中国疫苗市场

将成为全球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也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

疫苗生产基地，全球范围内的疫苗生产企业将在中国市场

展开最为激烈的竞争。

走向国际市场的努力

中生的产品大多是一类苗，一类苗由政府定价、采购，对

公众免费，几乎没有利润。近几年，中生公司研发了几个二

类苗，产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获得 WHO（世界卫生组织）、

PATH（美国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关注与

好评。其中，WHO 颁布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制造规

程》就是以中生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检定标准为蓝本制订的。

中生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挑战海外市场。

肖奇友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疫苗的出口方式主要有政

府双边渠道、委托代理商注册、国际组织采购三种方式。疫

苗出口的前提条件是通过国际认证体系，FDA 认证、欧盟认

证、WHO 预认证，取得出口国的注册与认可。2011 年中国

疫苗监管体系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这意味着中国

产疫苗有资格申请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进入联合国疫

苗采购计划，供应国际市场。

中生公司总经理杨晓明表示：“借助 WHO 预认证的契

机，中生公司有意全力推动中生疫苗，乃至中国疫苗质量体

系全面与国际接轨。”他认为，中国疫苗国际化前途光明，

“中国制造”的疫苗一定能走向国际市场。在保障中国民众

健康的同时，为世界人民健康贡献力量。中生公司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病毒性疫苗产品，1988 年在国内上市，且

近 10 年来已经先后在韩国、泰国、印度、越南等多个亚洲国

家注册和销售，至今在国内销售超过 3 亿人份，海外销售超

过 1.5亿人份。

向疫苗强国迈进

准备冲击国际市场的中生公司对自己生产的疫苗质量

抱有信心。中生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称，“在一些成熟疫苗的

生产上，国产疫苗在质量上与跨国药企的疫苗基本相当。”

疫苗是高风险的生物制品，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疫苗。前

几年，媒体报道国内疫苗的问题引起公众强烈质疑。作为我国

最大的疫苗生产公司，中生公司为此大伤脑筋，“如果影响一类

苗接种率，将极大降低中国人的传染病预防水平。”为此，中生

公司在质量上严格管理，在创新上加大力度，规范生产，强化监

管，力求加强措施。“ 自1919年起，中生公司一直是中国预防

接种疫苗的主要生产者。过去30年来，我们根除了天花、脊灰，

减少了麻疹、脊灰、百日咳、乙脑、流脑、甲肝、破伤风、结核病例，

以及400万死亡病例。我们是负责任的央企，生产的产品将使

用在健康儿童身上，一定在质量上严格把关。”

近几年，我国疫苗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研发能力迅速

提高。2012 年，我国上市世界上第一支戊肝疫苗，如今，中

生公司的手口疫苗、万泰公司的宫颈癌疫苗都已经进入三

期临床，2015 年，我国的灭活脊灰疫苗也将推向市场，这无

疑将减少口服糖丸异常反应病例。

“我国还不是疫苗强国，”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我国一类

苗价格设定过低,严重打击了疫苗企业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阻

碍升级换代工作。‘十二五疫苗供应体系建设规划’的提出适当

提高一类疫苗的采购价格,有助于改变这一不合理局面。”

中国正在向疫苗强国迈进。

中国离疫苗强国还有多远？
□ 本报记者 项 铮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颖）近日，阿斯利康携手百时美施贵宝公布了对 16,492名具有高心血

管发病风险的成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 SAVOR（Saxagliptin Assessment of Vascular Out-

comes Recorded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糖尿病患者使用沙格列汀的心血管结果

评估）临床试验的完整结果：不增加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或非致死性缺血性脑卒中

的风险。

试验结果于 9月 2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 2013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大会的研究

热线专题上公布，且已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既 往 ，对 2 型 糖 尿 病 药 物 的 心 血 管 安 全 性 一 直 存 在 关 注 ，SAVOR 为 安 立 泽（沙 格

列汀）提供了其在心血管安全性方面的相关信息；SAVOR 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针对有

心 血 管 高 危 风 险 的 各 种 2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的 心 血 管 终 点 临 床 试 验 ；安 立 泽 未 达 到“优 效

性 终 点 ”；在 其 他 分 析 中 ，接 受 安 立 泽 治 疗 的 患 者 在 两 年 多 的 时 间 内 血 糖 控 制 情 况 得

到改善。

在本研究中，将安立泽添加到患者当前标准治疗方案中（无论是否联合其他抗糖尿

病治疗方案），达到了主要安全性目标，与安慰剂相比，不增加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

肌梗死或非致死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复合终点的风险。安立泽在同一个复合终点

中，未达到优于安慰剂的主要疗效终点。探索性分析的评估结果显示，接受安立泽治疗

的患者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内血糖控制情况得到了改善，且微量白蛋白尿的发生与发

展有所减缓。

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缺血性脑卒中，或因心力衰竭、不稳定型心绞痛

或冠状动脉重建术造成的住院治疗，这些重要的次要复合终点在两组的发生率相似。次要复

合终点的组成部分之一——因心力衰竭造成的住院治疗，在安立泽组的发生率比安慰剂组

高。安立泽®组和安慰剂组的胰腺炎发病率处于同等较低水平。两组的总体恶性肿瘤发病率

持平，但安立泽®组的胰腺癌发病率低于安慰剂组。与安慰剂组相比，安立泽®组中有更多患者

至少报告过一次低血糖事件。

“没有任何其他 DPP-4 抑制剂且鲜有其他降糖药物能像安立泽®这样在心血管安全性的

问题上进行如此广泛的研究。”Brian Daniels医学博士说道。他是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全球研发

部研发及医学事务高级副总裁。“百时美施贵宝与阿斯利康致力于满足医生和患者在糖尿病治

疗方面的需要，并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药物治疗的价值。”

“SAVOR 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安立泽®治疗高心血管风险的 2 型糖尿病

患者的安全性，其研究对象与真实群体相似。”阿斯利康全球药物研发部执行副总裁 Briggs

Morrison 医学博士说，“此外，这一研究还提供了超过 16,000 位糖尿病患者的胰腺炎和胰腺癌

研究数据，这些科学信息非常重要且及时。”

列汀类药物心血管安全性获证实

不合理用药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突出的卫生问题，严

重影响健康和生命安全。9月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了

“合理用药”为主题的“健康中国行——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

动”，卫生计生委组织专家制定了合理用药健康教育核心信

息，期望通过健康宣讲、公益广告等形式，促进公众养成健

康行为，提高健康水平。

卫生部日前展开合理用药宣传活动，并公布十条安

全用药核心信息。

“合理用药很简单”，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张淑芳告诉记者，“就是安全、有效、经济地使用药

物。”优先使用基本药物是安全用药核心信息第一条，它

告诉我们，基本药物价廉、安全、确保供应、医保报销比例

高，是合理用药的重要措施。

核心信息包括购买药品应到合理医疗机构和药店、

使用前阅读药品使用说明书、处方药遵守医嘱不滥用抗

生素、药品存放应科学合理、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保健

品不能代替药品等。

“不合理用药会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中国健康

教育中心副主任陶茂萱告诉记者，“公众用药最重要的一

点是减少抗生素滥用，切勿擅自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类药

物，不能自行调整用药或停用。我们编制核心信息的目

的是好记、好用，将准确、正确的健康知识向大众传播。”

张淑芳代表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发布倡议，药

品企业应从公众需求出发，生产价廉、方便、质优的药品；

医疗机构以维护百姓用药安全为己任，因病施治；强化临

床用药监管，提高药师素养；公众养成良好用药习惯。

安全用药应掌握十条核心信息
□ 本报记者 项 铮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

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主任医师。长

期以来致力于“中医和针灸临床疗

效评价方法”的研究工作，借鉴临床

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

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充分利用

数字信息技术等，牵头开展了 20 多

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近年来，在

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200 多篇，出

版著作 10余部。

□ 本报记者 罗朝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