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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中医古籍数据库评价与分析

"

!李兵!!中国中医科学院 "##$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 %##&##"

摘要!在对中医古籍数据库的特点和用户对象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医古籍数据库的评价要素和指标!进而对中医古

籍数据库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探讨!并就此对常用的中医古籍数据库进行了对比分析"

关键词!中医古籍#评价指标#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经过 "# 年的发展#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取得很大

进展$ 据统计#目前已有的中文古籍数据库近百个#

大型的网络古籍数据库也是可圈可点$ 中医古籍数

据库和大型古籍数据库中的中医药部分是古籍数据

库的重要方面$ 对中医古籍数据库进行评价可以从

整体的角度指导数据库的建设和改进$ 在实践层面

上#可以为中医古籍数据库的质量控制提供帮助#并

为用户在利用方面提供指导$ 建立一套合理%可行

的古籍数据库评价指标体系是必要的$

%!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概述

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建设方兴未艾#大学图书馆%

科研院所及一些商业单位都参与其中#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如&中华医典'目前已收录中医古籍近千

种(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中有专门的中医药文献库(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设立了中医药专版(爱

如生系列数据库也推出了医书集成产品(金图国际

中医药古籍资料库%国学宝典等数据库中都含有大

量的中医药书籍#此外#即将投入使用的中医古籍资

源数据库已收录中医古籍 )*# 余种#在建的中医药

古代文献知识库也已收录了大量中医古籍$ 可以

说#通过对中医古籍的数字化建立中医古籍数据库

已经是中医古籍整理和利用的新的方向$

"!中医古籍数据库的评价指标

要对众多的中医古籍数据库进行评价就要首先

确立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古籍数据库的评价工作没

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在中医古籍数据库建

设实践和用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参考网络数据库

评价指标提出针对中医古籍数据库的评价指标体

系$ 结合用户调查并综合分析诸多网络文献数据

库#确立了内容%检索功能%辅助功能和服务功能四

个要素作为评价标准的一级指标$

"+%!内容评价!中医古籍数据库是实用性的文献

数据库#其内容可以说是数据库的生命#同时#数据

的质量和易用性也是影响用户对数据库评价的重要

因素$ 内容评价应包含收录中医古籍的种类和数

量%珍善本所占比例%著录标准和标引方式%全文数

据的质量%图像文本格式等二级指标$

"+"!检索功能!快捷准确的检索功能是古籍数据

库应用的一大优势#对检索功能的评价主要考察其

是否为用户方便%准确地查找信息提供多途径支持$

其二级指标应包括检索入口方式(检索方式是否具

有多途径检索(检索技术是否支持全文检索%算符检

索%关联检索%模糊检索等(检索结果的精准度和显

示方式如何(是否具有检索工具等$ 由于检索功能

涉及的要素较多#亦可在二级指标下设立三级指

标$

)%*

"+,!辅助功能!古籍文献的阅读%研究往往需要一

些参考书和研究工具#古籍数据库能否为用户提供

相应的辅助支持功能也是衡量一个古籍数据库质量

的一方面$ 辅助功能评价的二级指标包括是否提供

阅读帮助工具#如放大镜%书签%注释工具等(是否有

相应内容的参考工具#如历史年表%纪年转换%参考

文献等(是否具有系统统计功能#如词频统计%系统

统计等$

"+-!服务功能!古籍数据库建设的目的是为用户

服务%提高古籍的利用度$ 服务功能的评价实际上

是反映古籍数据库能够为用户提供方便的水平#完

善的服务功能是古籍数据库建设过程中要考虑的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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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关系到服务水平的指标包括如下方面,一%界面

设计和个性化服务的提供(二%数据的获取方式#是

以网络形式还是客户端形式#共享方式和收费情况

如何#是否允许数据的复制和打印(三%用户管理功

能#系统维护和更新情况(四%互动交流平台$

,!中医古籍数据库评价体系的构建

由于建立中医古籍数据库的评价体系没有相关

工作基础#参考现代信息评价方法#可以采用文献调

研法%网上特菲尔专家调查法和基于指数标度的层

次分析法$

)"*具体过程如下,

,+%!减轮特菲尔专家调查

,+%+%!专家选择!按照特菲尔法的要求#选择本领

域相关的专家 %# 4"# 人#在选择过程中应兼顾各专

业专家的分配$ 所选专家应在各类型机构中占一定

比例#还应涉及中医学%图书馆学和计算机各专业#

以保证指标确定的合理性$

,+%+"!调查表设计!按照上述评价指标设计专业

的调查表#交由专家进行评审$ 评审应分次进行#先

对一级指标进行调查#然后是二级指标$ 各指标按

-重要.%-较重要.%-一般.%-不重要.给出四个评

分等级#分别赋以相应分数$

,+%+,!专家评审!每位专家对调查表各项指标打

分#分别就算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统计

各项指标在总分中所占比例#最终确定指标组成和

权重$

,+"!层次分析法

,+"+%!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层次分析法!(56"

在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方面具有比其他方法简便实

用的特点#可用于计算获得各项指标的权重$

),*在

计算各指标满分频度之后#通过数据处理计算标度#

用指数标度构造判断矩阵#计算过程可由 7898程序

实现$

,+"+"!一致性检验!由于事物的复杂性或认识的

片面性#对判断矩阵求出的值可能出现不合理现象#

因此要对所得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若不满意#则需

重新调整矩阵$

-!常用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对比分析

基于上述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目前中医古籍数

据库的使用情况#本文对常用的古籍数据库进行对

比$ 见表 %$

表 %!常用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对比分析

指标

数据库

中华医典)-* 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 书同文系列之中医类 爱如生医书集成)$*

内
容
要
素

收录内容
民国以前历代医学古籍
%### 部

历代中医古籍 "*) 种 中医学经典著作 %#- 种
历代中医名著 *## 种#多
为善本

著录标引 列有目录索引 目录%标题标引 目录索引 (:;分类法著录

数据质量 有一定的差错率
采用四字节编码技术#差
错率在 %<%#### 以内

=>'识别辅以人工校对#

差错率在 %<%### 以内
有一定的差错率

数据格式 文本数据%无原文图像
图文对照%图像为 ?;@格
式

图文对照黑白图像 文本(AB格式%黑白影像

检
索
功
能

检索入口 单一 多入口 多入口 多入口

检索方式 全文检索 多途径检索 全文检索 多途径检索

检索技术 全文检索
生僻字检索%精确检索%智
能检索

组合检索%限定检索%关联
检索

组合检索%逻辑检索%关联
检索

检索结果 结果全#噪音大 结果全#噪音大 有一定的漏检和噪音
(:C古籍专用检索系统#

结果较为精确

辅
助
功
能

阅读工具 翻页 翻页%缩放
翻页%放大%笔记%书签%标
点%标记%手写输入等

翻页%缩放%标点批注%版
式设定

参考工具 辞典%计量换算
字典%文字%音韵%训诂等
小学工具

有联机字典%纪年换算%附
参考文献

常用字典%版本对照%繁简
转换等

系统统计 无 无 词频统计 无

服
务
功
能

界面设计 友好%形式单一 一般%形式单一 友好%可进行个性化设置 友好%可进行个性化设置

获取方式 光盘版%限字复制 网络版%可复制%打印 光盘版%可复制 单机版%可编辑下载%打印

互动交流 在线帮助
使用帮助%意见反馈%在线
交流

使用帮助 纠错%扩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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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标准化研究的文献统计分析方法学探讨

"

!刘艳!陈丽云!卫洪昌!!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

摘要!初步探讨了基于现代文献统计分析方法上的证型研究现状!基于复合证$单证$症候要素$证%症对应关系等四种研究

角度!从频次分析$病例数构成比分析$证%症对应关系分析等三种研究方法对证型标准化研究的文献统计分析方法学进行

了探讨" 认为文献分析方法可作为中医证型标准化研究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但其结论的准确性依赖于文献资料的准确

性和研究者对数据处理的准确性"

关键词!文献统计分析方法#证型标准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 &01"*)23*%2)4'3-/#"#&'5)#)32$+&063**)2'7*3',32,"83*"&'

19:;3'#<=>?1"@/%'#A>9=&'.@$+3'.

34567289674:1;::8<8#.=4><=46#>6?8@56AB;C/@496A6;>4:1=6>858289676>8.=4><=46"#%"#,

4B#*23$*,BDEFG8GHI8GGI08JDHK LDHMHLD0K010NO0P1ELHI8LQIH8R81OFEFSDEJD EFSEKH1OQFHK IHJHRL1OER LDHFLQKO0PFL8RK8IKET8LE0R 0P

FORKI0M8G8LLHIR 0PB>;+BDIHHIHFH8IJD MH8RFERJ1QKERNPIHUQHRJO8R81OFEF#8R81OFEF0PJ0RFLELQHRLI8LE00PJ8FHRQMVHI8RK 8R81OFEF

0PJ0IIHFG0RKERNIH18LE0RFDEG VHLSHHR FORKI0M88RK FOMGL0M8IH8GGI08IJDHK ER LDEFG8GHI+BDH8QLD0I8INQHK LD8LLDHMHLD0K 0P1ELHI8W

LQIH8R81OFEFJ0Q1K VHQFHK 8F8R HPPHJLE9H8FFEFL8RLKH9EJHER LDHFLQKO0PFL8RK8IKET8LE0R 0PFORKI0M8G8LLHIR 0PB>;+50SH9HI#LDH8JW

JQI8JO0PLDHJ0RJ1QFE0RFVOLDEFMHLD0K KHGHRKF0R SDHLDHILDHERJ1QKHK ERP0IM8LE0R 8RK K8L8GI0JHFFERN8IH8JJQI8LH+

C)/ A&2,#,;HLD0K 0PXELHI8LQIH(R81OFEF( :LQKO0P:L8RK8IKET8LE0R 0P:ORKI0M868LLHIR 0PB>;

!!中医标准化是中医走向世界#被更多的人接受

和应用的重要一步#近十多年来#有很多学者做了这

方面的研究$ 中医证的规范化%标准化研究是中医

标准化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要了解某种病

的中医证型或征候分布规律#进而对其进行规范化#

##############################################

对该病进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是现代研究中公认的

*!结语

上述对中医古籍数据库的探讨和对比可能存在

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医

古籍数据库还需要更加完善和发展#需要更进一步

的建设$ 良好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规范和指导中

医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保障数据库建设的质量#规划

合理的中医古籍数字化方案$ 在信息社会的今天#

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这样才

能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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