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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中医药知识服务研究 

高博,崔蒙,杨硕,贾李蓉,董燕,朱玲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摘要： 

论述“馆所合一”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发展知识服务的必要性，阐释现阶段进行基于数据的中医药知识服务的基础

和下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相关建设，指出数据知识服务是比数据服务级别更高的数据利用手段，也是知识创新、知识

发现的有力支撑，主要可分为定制知识服务和扩展知识服务，而知识服务平台则是同时容纳二者的开放性用户界

面。目前，真正意义上基于数据的中医药知识服务尚未形成，下一阶段的重心应是人才培养和多学科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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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ervices of TCM Based on Data

Gao Bo ,Cui Meng ,Yang Shuo ,Jia Lirong ,Dong Yan ,Zhu Li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necessity for a professional libr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to 
develop knowledge services, and expounds the foundation of TCM knowledge services based on data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 necessary relevant construction at the next step. Data knowledge services are 
the method that is better than data services and the strong support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knowledge services include customized knowledge services and expansion 
knowledge services. And knowledge services platform has simultaneously held the two’s open user 

interface. At present, knowledge services of TCM based on data are not formed, and th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building are the cores on nex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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