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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能中医诊断信息处理的研究是中医现代化和信息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就我国中医药
走向国际化发展而言，更是如此。
随着中医信息处理技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医四诊的客观化、中医病证的规范化、中医诊断的智能化
研究渐趋成熟，系统地提出中医辨证的计算方法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总结该领域中已有的思想方法、实现技术和研究成果，出版一部内容充实、思想新颖
，既能反映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又有助于一般科技人员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概貌的参考书，无
疑对促进智能化中医诊断信息技术的研究进程、普及智能中医新技术，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
益。
　　本书是我们自1999年以来系统开展智能中医诊断信息技术研究成果的总结。
[999年，我还在浙江大学任教，应上海中医药大学张志枫博士的邀请，协助该校方肇勤教授指导博士
生许家佗的研究课题，希望能够开辟新的中医诊断信息处理研究方向。
一开始涉入的具体问题是有关舌象诊断信息的客观化研究。
在此之前，我了解的主要是并不很成功的、有关传统中医专家系统方面的情况，而对四诊客观化研究
却没有多少了解。
但随着合作研究的初步深入，我渐渐觉得，目前先进的人工智能方法与技术在中医信息处理研究中大
有用武之地，可以取得远远超过传统中医专家系统所能处理的范围和水平的成果。
研究思路也可以与传统中医专家系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提出实现中医诊断智能化的思想与
方法，全方位地开展中医诊断信息处理研究。
　　但是，9年来，经过实际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医诊断过程的计算实现问题，远非是开始所想象的
那样简单，许多表面上看起来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做起来往往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采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方法与技术，不断壮大研究队伍，围绕着研究中遇到
的各种具体问题，针对中医辨证过程各个环节的需求系统展开我们的研究工作，给出了一部分有代表
性的研究成果。
而本书的内容除了一般性介绍外，也就可以看做是我们所做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在以中医辨
证为核心的框架下组织内容，给出了一种中医辨证的机器推演原理及其所涉及各阶段实现方法的系统
描述。
希望本书成为一部内容新颖、思想独到的学术著作，以实现撰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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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智能中医诊断信息技术方面的一部著作，是作者长期从事智能中医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
。
全书主要以中医辨证过程的计算实现为核心，系统介绍了中医辨证机器实现的人工智能方法和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智能中医诊断信息技术的研究综述、中医病证规范化体系的分析思考、中医辨证逻辑
推演与软计算实现的系统阐述、有关中医面诊信息获取方法的详尽介绍，以及包括四诊合参处理在内
的中医诊断应用系统的描述。
　　本书可供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中医诊断学和中医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有关专
业教师、研究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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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昌乐，男，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技术的研究
工作，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
学基础医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目前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主要从事机器心智（隐喻、觉知、感兴）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人工
智能应用研究方面，则主要开展有关智能中医诊断信息技术的开发工作。
已出版专著六部，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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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3规范化诊断标准体系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研究和分析，中医已经积累、总结和发现
了大量有关中医诊断方面的数据、知识，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临床医疗，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
贡献。
然而中医诊断是一门复杂的、实践性很强的知识体系，人类对于其认识还远未结束，随着大量中医诊
断病历数据的数字化、网络化，传统人工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方法已经不再适应，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手
段进一步深刻揭示中医诊断规律的时代已经到来。
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帮助人们从传统经验和现代化科研信息的大量数据中，提取出
许多有价值的知识和线索来，从而帮助人们设计出对诊断某种疾病的最佳规则，大大提高诊断效果。
采用大规模数据挖掘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全面高效地分析多数据源的数据之间蕴涵的内在联系
，发现深藏在数据内部的有用知识。
通常中医诊断知识规则的发现可以采用以下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是中医诊断数据仓库的建立。
数据仓库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目前已有的中医诊断数据（经典病案著作、典型病例、临床病
历、原始知识等）；二是老中医专家临床的诊疗过程、辨识经验、思维方法等，同步检测客观信息数
据源。
由于数据来源不同，首先需要经过数据清理，规范数据格式，并进行数据转换；然后确定数据表之间
的关联属性，进行数据集成与约简；最后定义数据仓库，将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导人数据仓库。
　　第二阶段是中医诊断知识（规则）的数据挖掘。
在数据仓库框架下，通过对数据筛选、归类等操作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挖掘算法发现未知知识（规
则）。
挖掘的内容包括：①关联规则，即发现数据属性之间的蕴涵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涉及多个表中的多个
属性，这种关联规则只有在数据仓库环境下才能有效发现；②序列模式，即反映系列数据之间的规律
模式；③分类知识，即建立基于统计学原理、决策树和支持向量机的自动分类器，对数据进行层次化
精细分类处理；④聚类知识，即在无专家指导的条件下对数据进行自动分簇，揭示数据之间内在的相
似性；⑤离群数据，离群数据反映了数据的特异性，是客观事物多样性和特殊性的一种反映，在中医
诊断领域中离群数据具有明确的实际背景，因此动态识别离群数据也是需要发现的一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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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到目前为止，完全按照中医辨证过程来构建一个完整的机器诊断体系，还是一个尚未涉足的崭新
领域。
本书运用人工智能高新技术，对中医辨证的计算过程进行系统化研究，其中不乏开拓性研究成果的介
绍。
除此之外，本书在重建中医藏象理论、中医的科学性问题等方面，也均有独到的见解。
在医疗技术资源短缺、亚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相信广大中医学界人士乃至关注中医现代化
发展的普通读者，都能从本书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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