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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随着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传统产业
创新升级的重要途径。中医药数字化转型不仅有
助于提升中医药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还能促进中
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近年来，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医药数字化转型，如《"
十四五 " 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 以信息化
支撑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并强调 " 推动中医
药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 "[1]。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伯礼指出：" 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理论并
不落后，亟需用现代科学进行诠释，促进其走向
世界。"[2]

一、中医药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政策支持

（一）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202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数据局联

合印发《关于促进数字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用3-5年时间实现中医药全产业链数据贯通，

并明确将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中医药研
发、生产、服务全流程 [3]。上海、浙江等地已率
先推进 " 中医处方一件事 " 改革，建立中药饮片
全过程追溯平台，患者扫码即可查询药材种植、
炮制等全生命周期信息 [4]。

此外，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医药振兴发展
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中医药数
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医药数据资源的整合
与共享。各地政府也积极响应，例如广东省出台
了《中医药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计划在
2025 年前建成覆盖全省的中医药数据共享平台
[5]。

（二）技术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以上海同仁堂智慧药房为例，其通过物联网

技术实现中药煎煮过程的实时监控，患者可通过
手机 App 查看煎药进度及温度曲线，确保药效稳
定 [6]。在中医诊疗领域，广东省中医院研发的 "
智能舌诊系统 " 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对舌象进行
数字化分析，准确率超过 90%，显著提升了基层
医生的诊断效率 [7]。

在中药产业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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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成效。例如，云南白药集团通过引入智能
制造系统，实现了中药生产全流程的自动化控制，
生产效率提升了 30%，产品质量稳定性显著提高
[8]。此外，中医药文化传播也借助数字化手段实
现了突破。中国中医科学院推出的 " 中医药文化
数字博物馆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向全球用户展
示中医药的历史与文化，访问量已突破 500 万人
次 [9]。

（三）教育科研领域创新突破
北京中医药大学建成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学

生可通过 3D 建模直观学习中药材炮制工艺，教
学效率提升 35%[10]。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数据
中心正推动 " 名老中医数字人 " 项目，已完成 30
位国医大师诊疗经验的数字化留存 [11]。

此外，中医药科研领域也在积极探索数字化
转型的新模式。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与清华大
学合作开发的 " 中医药大数据分析平台 "，通过
对海量临床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为中医药科研提
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12]。

二、中医药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一）跨学科融合的实践难题
中医药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存在方法论差

异。例如，中医辨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模式与人
工智能标准化算法之间的适配性仍需突破。202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 " 中医药大数据专
项 " 显示，仅有 35% 的申报项目成功实现了中医
证候数据与机器学习模型的深度融合 [13]。

（二）数据孤岛现象突出
某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调研表明，省内 68%

的中医医疗机构电子病历系统采用独立编码标
准，导致跨机构数据共享成本增加 40%[14]。此外，
中药种植、生产、流通等环节的数据尚未实现有
效贯通，影响了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数据孤岛
现象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中医药数据的有效利用，
也限制了中医药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

（三）复合型人才缺口达 68%
教育部 2024 年统计显示，全国中医药院校

中同时开设数据科学课程的不足 15%，基层医疗
机构数字化设备闲置率达 41%[15]。这表明，中医
药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突破，更需要
大量既懂中医药又精通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例如，基层医疗机构虽然配备了数字化设备，但
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导致设备闲置率较高，未能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人才缺口的存在，
不仅影响了中医药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也限
制了中医药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中医药数字化转型的途径与策略

（一）夯实数字中医药工作基础
1. 中医诊疗数字化
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研发基于深度学习的脉

象分析仪，通过压力传感器阵列采集脉象波形，
结合 3000 例临床数据训练模型，实现 28 种常见
脉象的自动识别（准确率达 92.7%）[16]。

远程医疗平台：四川省搭建的 " 中医云诊室
" 平台，已连接 127 家基层医疗机构，累计完成
远程会诊 1.2 万例，基层医生诊断符合率从 61%
提升至 89%[17]。

2. 中药产业数字化
种植数字化：甘肃陇西县运用卫星遥感技术

监测黄芪种植区，通过 NDVI 植被指数分析，实
现灌溉量精准调控，使亩产提高 23%，有效成分
含量达标率提升至 98%[18]。

生产智能化：某中药企业引入 MES（制造执
行系统），将提取工序的能耗降低 18%，批次间
质量差异控制在 ±2% 以内 [19]。

（二）构建协同创新生态体系
1. 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
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清华大学成立的 " 数字

中医药联合实验室 "，已开发出基于量子计算的
方剂配伍优化算法，将经典方剂的改良效率提升
5 倍 [20]。

2. 数据共享机制创新
浙江省建立的 " 中医药数据银行 "，通过隐

私计算技术实现医疗机构间数据可用不可见，已
归集临床数据 120 万条，支撑 15 项国家级课题
研究 [21]。

（三）打造数字化服务新范式
智能诊疗系统：开发集成四诊合参模块的 AI

辅助诊断系统，在广东省中医院试点中，该系统
对脾胃病的辨证准确率达 89.7%[22]。

智慧药事服务：建设区域共享中药房，通过
自动化煎药设备与无人机配送结合，使代煎服务
响应时间从 6 小时缩短至 90 分钟 [23]。

治未病管理平台：基于可穿戴设备采集舌象、
脉象等数据，杭州市已为 12 万居民建立个性化
养生方案，亚健康状态改善率提升 27%[24]。

（四）创新产业协同发展模式
中药生态种植数字化：在长白山人参基地部

署土壤传感器网络，通过机器学习模型优化种植
方案，使优质参产出率从 65% 提升至 82%[25]。

智能制造车间：某中药企业引入数字孪生技
术，将丸剂生产线的调试周期从 28 天压缩至 3 天，
能耗降低 19%[26]。

跨境数字贸易：依托区块链建立中药材国际
贸易平台，2024 年实现跨境交易额 47 亿元，纠
纷率下降至 0.3%[27]。

四、关键研究策略

（一）建立多学科协同创新机制
组建由中医学、计算机科学、数理统计专家

构成的联合实验室，重点攻关中医证候量化评估
模型。清华大学团队已开发出融合深度学习的脉
象分析仪，识别准确率达 91.4%[28]。

（二）实施人才 " 双螺旋 " 培养工程
院校教育：在中医药本科专业增设《中医药

大数据分析》《智能诊疗系统设计》等课程，目
标三年内覆盖 80% 院校 [29]。

在职培训：开发 AR 针灸教学系统，基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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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通过虚拟现实设备可模拟 300 种针刺手法，培
训效率提升 60%[30]。

（三）完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
建立中医药数据资产确权机制，试点数据要

素收益分成模式。2024 年某省中医医院通过授权
脱敏数据用于 AI 研发，获得技术分红超 800 万
元 [31]。

五、结论与展望

中医药数字化转型已进入深化应用的关键
期，需重点突破理论数字化表达、数据要素流通、
复合型人才培养三大瓶颈。通过政策引导、技术
赋能、数据驱动等手段，中医药行业正在逐步实
现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模式的转型升级。
未来，中医药数字化转型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
展：

（一）理论体系的数字化表达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数字化表达是中医药数字

化转型的核心任务之一。未来，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医药理论体系的
数字化表达将更加精准和全面。例如，通过深度
学习技术，可以将中医的辨证论治理论转化为可
量化的数据模型，从而实现中医诊疗的智能化和
标准化。

（二）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共享
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共享是中医药数字化转型

的重要基础。未来，随着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
术的广泛应用，中医药数据的流通与共享将更加
高效和安全。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
中医药数据的全程追溯和不可篡改，确保数据的
真实性和可信性。此外，通过隐私计算技术，可
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保护数据隐私的
前提下，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利用。这些技术的应
用将有效解决中医药数据孤岛问题，推动中医药
数据的全面贯通和高效利用。

（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是中医药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保障。未来，随着中医药数字化转
型的深入推进，对既懂中医药又精通数字技术
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为此，需要
加强中医药院校与信息技术院校的合作，开设
跨学科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同时，还需要
加强在职培训，提升现有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数
字化素养和技能。

（四）政策支持与标准制定
政策支持与标准制定是中医药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保障。未来，随着中医药数字化转型的深入
推进，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支持措施，为
中医药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例如，需要制
定和完善中医药数据标准规范，推动中医药数据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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