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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对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内涵认识有几种
:

国家学位办将中医医史文

献学定义为中医学史
、

各家学说
、

医古文
、

中医文献
,

国家标准又将上述中医文

献学的内容加上内经
、

伤寒
、

金匿和针灸的文献定义为中医文献学
。

中华中医药

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从传统古籍文献和临床文献开展学术交流
。

马继兴教授将中医

文献研究归纳分为存世的古籍
、

出土的古籍
、

海外的古籍
、

辑佚的古籍和现代文

献五种
。

总之
,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是一门同时兼备文
、

理
、

医科性质的学科
。

所

以
,

一个综合实力强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应当具有文
、

理
、

医三大类人才
。

在文

科方面
,

应有文献情报学
、

图书馆学
、

历史学
、

汉语言文学
、

哲学
、

信息管理
、

外语等人才 ; 在理科方面
,

应有信息技术
、

生命科学人才
;
在医科方面

,

应根据

各单位学科发展 目标的需要
,

配备中医药学各分支学科人才
。

并大力培养复合型

人才
,

如亦文亦医
、

亦医亦理等
。

国家十六个部委办根据 《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 00 6一2 0 2 0

年 )》提 出的推动
“

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

的重点任务制定了 《中医药创新发

展纲要》(2 0 0 6 一 2 0 2 0 年 )
,

《纲要》提出了
“

继承
,

创新
,

现代化
,

国际化
”

为

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基本任务
。

从传统意义上的中医药文献学科如何结合中医药临

床实践
,

并为研究开发自主创新中药新药的新路服务是摆在我们中医文献研究者

面前的课题
。

如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

整合资源
,

形成合力
,

以中医药文献研究为先导
,

结合中医药临床实践
,

研究开发自主创新中药新药是摆在中医药文献研究工作者

面前的一个新命题
。

一
、

建立中医药文献信息保障系统

基于信息构建中医药文献保障系统
:

作为中医药产业化的源头
,

首先迫切需

要构建中医药文献信
J

自
、

保障系统
,

使之在文献一 临床一新药研发的产业链中成为

先导
。



建立中医药文献信息研究与中药新药开发的互信机制
:

中医药文献信息作为

中药新药开发的前端
,

针对中药新药研究开发中的第一个环节
,

亚待建立中医药

文献信息研究与中药新药开发的互信机制
,

在整个产业链中
,

中医药文献研究人

员应该成为研究开发新药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

形成新药开发的人才链中的中

药一环
。

中医药中英文图书期刊资料数字化工作
: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信息工程

技术
,

构建中医药文献保障系统
,

为中医药产业化的自主创新建立文献信息保障

系统
。

二
、

中医药文献信息研究

中医药古籍文献数字化研究和数据库建设
:

基于中医药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基

础上
,

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 ,

归纳总结古方在记载和流传中所反映的价值

特征
,

制订出符合实际
、

较为客观并可操作的筛选方案
,

据此筛选古方
,

系统收

集
、

归纳
、

整理入选古方的效验证据
,

建成精选古方资料库
,

为明确证药相关
、

方药应用指征
、

配用规律提供客观依据
。

建立中药小复方精选系统操作技术平台
,

系统挖掘古方剂学遗产
,

探索全面建立和全方位利用古代方剂数据库管理系统
,

向古方剂要新药
,

为开发新药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

重大疾病防治的文献研究
:

以中医临床文献的整理为基础
,

对临床治疗理论

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
。

在对历代临床思维与用药经验以及现代研究文献进行系统

整理的基础上
,

运用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
,

针对 目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疾

病
,

如心血管疾病
、

慢性肝病
、

肿瘤
、

艾滋病
、

糖尿病等的证治状况
、

方药证治

规律进行研究
,

建立理论假说
,

探询有效方剂与药物
,

为中医临床辨证
、

治法及

方药的确立提供有证据的文献依据
。

中医药文献方法学研究
:

文献学理论体系包括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
、

文献本

体研究
,

文献生产与传播功能研究
。

文献整理内容包括版本
、

目录
、

校勘
、

注释
、

考证
、

辨伪
、

辑佚
、

编纂
、

检索查阅等方面的知识
,

运用这些知识对文献加以整

理
,

便
“

可以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

古奥的字句通俗化
,

含混的内容明朗化
。

其

中
,

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文献学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
,

文献本体研究是文献学

的主体构成和静态研究
,

文献生产与传播功能研究是文献的功能和动态研究
。

中

医药文献研究也运用了文献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
,

加上中医学 自身的学科特



点
,

中医药文献研究更需要借助现代信
廿

息技术
、

临床流行病学
、

循证医学等多学

科交叉进行方法学的研究
,

通过研究寻找适合中医药临床与中药新药开发需要的

中医药文献研究新方法
、

新途径
。

中医名医名家经验总结
:
目前

,

全国中医三甲医院已使用电子病例
,

实现 了

临床诊疗的数字化进程
。

对于全国中医名医名家的经验总结整理研究函待加强
。

有必要对这些名医名家的电子病例
、

医案进行系统整理研究
,

并进行数据挖掘
,

对名医名家的临床有效经验进行归纳
,

为新药开发提供线索
。

三
、

中医药文献信息服务

中医药文献信息咨询
、

情报分析
:

中医药文献信息咨询
、

情报分析是文献研

究服务工作中层次高
、

最具代表水平的工作之一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各省

市设立 了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
,

自的分支机构
,

承担着各类各级科研项 目的医药

信息科研课题申报
、

结题
、

成果鉴定的查新
、

检索工作
。

随着中医药信息工作的

发展
,

各中心同时中医药信息数据资料库的繁重建库工作
,

并开始尝试担任着中

医药信息处理
、

科技咨询等工作
。

如何针对中药研究开发需要
,

提供有关中药新药开发过程中的信息检索咨询

以及情报分析
,

为开发中药新药提供可靠资讯
,

给我们中医药文献信息研究人员

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命题
。

总之
,

可以通过建立以中医文献为源头
,

通过临床疗效验证
,

研究开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中药的思路
,

并积极构建中医药文献信息基础研究与中药新

药开发的互信体系
,

打通文献一临床一新药研发的产业链
、

资金链和人才链
,

加

快中医药产业化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