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 ★人体系统数字化

中民 辅 助 诊疗系统 的 研 制
“

口徐元景 牛 欣 比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提 要 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和 中医 国 际化的发展
,

中医数字化和标 准化研究 日 益深入
,

应 用

现代 的计算机技术和 因特 网进行 中医 交流
、

教学
、

科研的 需求不 断增加
。

中医辅助诊疗 系统是在原

有的 生成 系统的基拙上
,

从 中医 的脉诊和舌诊数字化入手
,

可采集并重现 中医的脉 图
、

舌

图
,

并建立 了 以 中医教材 为基础 的 中医诊疗数据库
,

为 中医 师临床工 作提供 易用 的辅助诊疗 系统平

台
,

也为 中医 学生和海外 中医 师提供远程 的 交流和 学习 平 台
。

本文 系我刊 年举 办的 首届 中医 药

学术沙龙
“

中医理论的科 学特点及其现代化数字化
”

的主题报告之一
。

关键词 辅助诊疗 系统 数字化 中医 脉诊 舌诊

中医辅助诊疗系统是 指利用

计算机技术
,

辅助 中医师记 录病

情
、

参与辨证
、

提示诊断
、

协助

处方 以及进行某些 远程 医疗和教

学 的计算机辅助 系统
。

在 世纪

年代即有初步的软件雏形 问世
,

目前在 因特网上也可 以找到一部

分相关软件和部分多媒体教学系

统 〔‘剑
。

我们课题组在 世纪 年

代曾经开发 出适用 于 中医临证及

辅 助 教 学 的 计 算 机 模 拟 系 统

生成系统 并获得北京

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

随着计

算机技术 的飞速发展
,

原有 的软

件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现有的临床
、

科研及教学 的需要
,

同时 由于有

了更快的计算机硬件系统
、

更完

善的软件开发平 台
,

使得 以前难

以实现 的设想 如实时辅助诊疗

和远程 医疗和教学 逐渐成 为可

能
。

我们在 生成系统的

基础上
,

发展 了其合理 的 医理设

计
,

重新编写 了新 的 中医辅助诊

疗系统软件
,

一
、

中医辅助诊疗系统平台

中 医 辅 助 诊 疗 系 统 在 中文
⑧ 下

,

使 用

开 发
。

运 行最 低硬 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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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为
,

内

存
,

显 示 器 分 辨率 为
,

可 配数码摄像头 和 我们 自行 开 发

的 中医 脉诊数字化检测 系统
。

软

件运行平 台为 中文 ⑧

及 数 据 库

系统
。

如需 远 程 医疗 和教学需 要

相应的接人因特网的软硬件
。

二
、

中医辅助诊疗 系统结构模块

系统管理模块

为系统管理员 提供如 下 管理

权限 配置软件
、

硬件系统参数

无 限制 的查 询医 生档案和患者档

案 修 改病历 记录 增 加症 状描

述 和调 整诊断 系数 的权重 其他

辅助功能
。

医生 管理模块

医生 管理模块提供不 同的医

生 的个人工作平 台
,

医 生通过 自

己 的密码登 录系统
,

可 以 得到 自

己的患者库和既往的诊疗资料
。

病历 管理模块

初诊 时系统 为每一 位患者建

立一个 唯一 的病历 号
,

并且记 录

相关的个人资料 姓名
、

性别等

作 为病历 记 录 和 复诊 时 的依据
。

复诊或病历 回顾时可 以通 过 患者

姓名或病历号快速找到所需资料
。

病历管理模块还提供打印功能
。

病历记录时以 《中医诊断学 》

第六版教材 为蓝本
,

分 为全身症

状
、

头 面部
、

口 咽
、

皮肤
、

四肢
、

寒热与汗
、

心
、

情志
、

脾 胃
、

渴
、

大便
、

小便
、

呼 吸
、

痰
、

肝 胆
、

腰 膝
、

男性生殖
、

女性 生殖
、

舌

质
、

舌苔
、

脉象等 大类
,

每一

大类下 又 细分为若干小类
。

使用

者 只需要使用 鼠标选 择 相应 的症

状描 述 即可
,

避免 了输 入 时 的错

误 和不 规 范用语
。

系统将 各 种症

状分 为 主证
、

非 主证和 舌像
、

脉

象 种
,

每一次诊断时最多可 以输

人 种症状作为主证
,

其余为非主

证 舌像又分为舌质像和舌苔像

可输人组合 舌像和 脉象
。

系统 内

置 的智能判别 系统 可 以 避免相 互

矛盾 的症 状 的 同时输人 例如脉

数不可以与脉迟 同时并见
。

系统对 于初 诊
、

复诊 均 按 照

规范格式记录每一 个病历
,

以便

今后 查询 可按 中医病 名
、

西 医

病名
、

中医立 法
、

主方
、

患者 姓

名
、

就诊 日期等分类检索
、

浏览
、

打 印病历
。

为 临床科研 的病历 观

察统计分析
,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脉诊数字化模块

除 了可 以使用 医 生 手诊后 输

人脉象
,

本 系统还 内置 了我们课

题组 的 已有 的 中医 脉诊数字化研

究成果
,

具有多路数字化脉诊信

息 接 口 诊断过程 中
,

可选择使

用 压力脉 图
、

光 电脉 图
、

阻抗脉

图和指容积脉 图等 多功 能诊断仪

诊脉接 口
,

既 可 以数字记 录患者

脉搏
,

又 可 以 参 与辨证
。

传统诊

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

脉诊结果

数据化
、

标准化
,

使诊断辨证结

果更趋于客观
。

压力信号探 头 芯 片采 用最新

传感元件
,

不 仅可 以 准确记 录脉

搏搏 动 的动态压力 变化
,

而且 可

以 同步地记录 医 生 加在传感器 上

的 静 压 力
,

从 而 模 拟 中 医 手 指
“

举按寻
”

的诊脉过程
,

得到脉象

的
“

浮 中沉
”

的位 置属 性
。

采集

到 的模 拟 信号 经 过 模 数

转换后 可存储于计算机 的磁盘并

进行实时参数分析
。

时域信 号 处 理 系统 能根据

中医脉诊
“

位数形 势
”

理论
,

利

用 内置 的脉 图模式 鉴 别 浮
、

沉
、

数
、

迟
、

大
、

细
、

弦
、

滑等基本

脉 图及 各基本 脉 图 的 常 见 组 合
,

每种均有上 百个脉图参数
。

对 离

散度 大 的脉 图参数 可提示人工 校

正
。

路信号又可同时分析处理
。

频域信 号分析 路信号经 富

立 叶 叮 变换
,

可得 到 路功

率谱密度 图
、

位相 角 图及 寸 口 挠

动 脉 处 的输 入 阻抗 的模 和 图谱
。

将 时域并不 突 出的现象
,

以 频 域

的特征参量表示
,

可 以用 无创技

术检测 难 以实现 的心 血管参数指

标
,

诸如血管顺应性
、

脉管弹性
、

粘性
、

惯性
、

反射率等
。

二 次信 号 处 理 采集 到 的脉

诊 时域 和频域 的数字信息
,

根据

近 年来积 累 的 余种脉图 的典

型 特 征 参 数
,

经 数 据 动 态 分 析
、

图像识别
、

模糊判 别模块 等二 次

信号 处理后
,

其结果 可 多 图像输

出显 示
,

打印
。

也可按位数形 势

四属性归类后参与 的 自

动辨证
。

中医学 的发展
,

脉诊是关键
。

上述 的脉诊数字诊断系统
,

随着

软件
、

硬件技 术的不断完善
,

数

字量化 的计算机辅助诊脉并参与

辨证
,

无疑是脉学发展 的一个 突

破 口
,

这 正是历代 医家梦寐 以求

的理想 目标
。

实 现脉诊 的数字化
、

标 准化

是 目前科研领域一项重要研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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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脉诊数字诊断系统
,

通过 硬

件采集多项脉诊信息及软件模 数

转换处理
,

促进 了脉诊 的诊断研

究
。

硬件一多功能诊断仪从脉象
、

阻抗
、

血流
、

心 电等多个 方 面对

人体进行数字诊断
、

分析
,

并给

出相应 的诊 断结 果
。

软件一参数

分析 系统
,

既 能从 时域段 取 出有

诊断意义 的参数
,

又可从频 域得

到现有 医疗仪器难 以获得 的全新

诊断信息
,

包括图形及 二 次处理

的上百个数字参数
,

这一 临床诊

断 的突破
,

在 国内外处 于领先地

位
。

舌诊数字化模块

系统配置小 型 的数码 摄像头

可 以 方便地摄 取 患 者 舌像 图形
,

软件通过 函数直接调

用 和控制数码摄像头 的拍 摄
,

图

像通过 接 口 传人计算机保存
。

医生 以人机交互 的形式
,

用 鼠标

勾 出舌像所在 的大致方框
,

系统

即可 自动判 断 出舌 的具体位 置
、

大小
、

颜色等主要 指标
,

经 过 医

生确认或修改后
,

可 以参加辨证
。

收集到 的舌像 图片可 以作 为 电子

病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了教学和资料收集的方便
,

我们还提供了图谱辅助辨舌接 口

诊断过程 中
,

除提供库知识辨舌

接 口 外
,

还备有 彩色舌像 图谱调

用 接 口
。

参照 图谱辨 舌具有一定

的辅助辨舌 意义
,

亦有利于辅助

临床教学
。

舌诊学习系统精选

余幅具有代表性的彩色舌像图谱
,

经先进 的声像技术处理编制而成
。

操作加入多热点界 面切换
,

运行

更加灵 活 采用多媒体技术
,

配

有相应 的图像
、

音响
、

文字资料
,

图文声 的完美结合增加 了直观性

和趣味性
,

提高了教学效果
。

辅助辫证模块

利用 已经采集 到 的医生 望 闻

问切后输人到计算机 的主观信息
、

仪器采集到 的多路脉诊信息 和舌

诊信息
,

使用辅助辨证模块进行

自动辨证
。

辅助辨证可根 据模糊

判别模式模拟建库者 的临床经验

进行 中医辨证
,

报告参考 的诊断

结果
,

对每一参考结果 给 出诊 断

可靠评分
,

选择最佳诊断进行 立

法处 方等
,

并能打 印出完 整 的病

历及处方
。

如果 医 生对结果有异

议
,

可以随时修改和补充
。

方 剂数据库应 用子 系统

方剂 数据库根据 《中医 内科

学 》第五版教材
,

包括相应 的方

剂 的主治
、

功效
、

组成
、

用法等
,

可在临床 门诊过程 中
,

随时根据

需 要直接 调用各种处方
,

亦可辅

助 中医方剂教学
。

窄 带 用 户 可 以 选 择 应 用
、

等形式将本软件产生的数据包

传送 到医疗服务器上
,

等待医 生

的 回复 宽带用 户可 以 直接利用

视频 交流软件与远程 医 生 面对 面

交谈和诊治
。

网 上远程教学模块

与远程 医疗 模 块类似
,

通 过
、 、

视频交流软件等
,

学生

和教师可及时互动提问交流
。

中医诊断 的数字化是 中医 学

顺应 技术发展和时代潮流同步发

展 和提高 的一项 重要任务
。

脉诊

和舌诊在 中医 临床 中是最具 中医

特色 的诊断方法
,

故脉诊和舌诊

的数字化
、

标准化尤为重要
。

网

络技术 的发展更是促进 了 中医 的

交流
、

传播 和应用
。

本 软件 的 出

现将 为辅助 中医诊疗疾 病 和学 习

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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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 第 期起

,

本刊 刊 名 调 整 为 《世界科 学技术一 中医 药现代化 》
,

并增设 了 “

中医现代化
” 、 “

中医 理论的科学特点
” 、 “

多学科研究
” 、 “

人体 系

统数字化
” 、 “

讨论与商榷
”

等新栏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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