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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CHIA17-2020《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1部分：总体框架；

――第2部分：技术要求；

――第3部分：基本元数据；

――第4部分：资源分类；

――第5部分：资源标识符编码规则。

本部分为T/CHIA17-2020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华中科技大学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空军军医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马敬东、李岳峰、胡建平、董方杰、沈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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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2部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的基本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目录管理系统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是，鼓励根据

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T/CHIA17.1-2020 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1部分：总体框架

T/CHIA17.3-2020 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3部分：基本元数据

T/CHIA17.4-2020 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4部分：信息资源分类

T/CHIA17.5-2020 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5部分：资源标识符编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T/CHIA17.1-2020中规定的与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目录服务器 catalog server
按照目录服务器接口的要求，提供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发现和目录管理的计算机

服务程序。

3.2

元数据库 metadata database
存储元数据的逻辑数据库。

3.3

结果集 resultset
根据目录检索请求在服务器端间的查询结果集合。

4 技术要求

4.1 概述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的整体功能实现依靠各个计算机系统来实现。根据每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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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实现的功能不同可细分为编目管理系统、目录内容管理系统、目录内容服务系统、元数

据管理系统和目录功能系统。

4.2 编目管理系统

编目管理系统根据各个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的内容，提取其基本特征，按照相关标注

实现元数据赋值，形成目录内容。

编目管理系统应遵循以下技术要求：

a) 编目对象是具体的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其内容包括各个行业、部门日常长期以来

形成的海量数据。具体形式可以是数据库、图片、文档等各自类型的数据。

b) 编目管理系统应该支持自动、机辅方式完成元数据元素的赋值。

c) 唯一标识符管理功能：支持唯一标识符的分配和赋值，包括支持后段码的自动生成

和管理。

d) 标准符合性检查功能：支持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和标准一致性检查，元数据完整性

检查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所有必选的元素据实体和元数据元素已经赋值，标准一致性检查的

主要目标是保证已填写好的元数据实体和元素据元素的取值符合编目管理系统的相关规

定。

e) 信息资源分类：按照大数据信息资源分类标准，实现对共享大数据信息资源的分类。

4.3目录内容管理系统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管理系统包含外部管理系统和内部管理系统。外部管理系统

就是要建立外部网站门户，对外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注册、发布、查询、调阅、推送

等功能；内部管理系统就是要对内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编目、目录维护、主题统计、

共享监测等功能。

4.4目录内容服务系统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服务系统是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管理系统的子系统。可

细分为三个服务系统：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公共信息服务系统、辅助决策服务系统。

4.4.1 资源共享服务系统

资源共享服务系统是指通过资源注册和查询，实现单一信息源对其他机构、部门的信

息资源共享，从而解决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问题。

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包括：

a) 共享资源注册：各类健康医疗数据能够通过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实现注册，从而达到

以规范的方式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各种信息资源进行标准化编目，对注册的资

源目录元数据进行集中管理，促进跨机构、跨地域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与应

用。

b) 共享资源查询：能够通过资源共享服务系统查询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中所包含

的数据，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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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是指通过资源查询与推送，实现对授权人提供完整个人健康医疗大

数据信息或对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健康医疗信息，从而解决信息的可及性和公开性问题。资

源共享服务系统主要实现的功能是信息推送，即向授权人提供完整个人健康医疗大数据信

息或对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健康医疗信息。

4.4.3 辅助决策服务系统

辅助决策服务系统是指通过资源查询与调阅，实现多渠道健康医疗信息的采集、汇总、

分析与综合应用，为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多样、科学的决策信息。

辅助决策服务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包括：

a) 信息资源的查询与调阅；

b) 信息资源的汇总与分析；

c) 信息资源的综合应用。

4.5 元数据管理系统

元数据管理系统的目的是实现对元数据的管理，应提供元数据元素管理、元数据实体

管理、元数据集管理、元数据版本管理等功能。

其具体功能包括：

a) 添加、修改元数据库；

b) 添加、修改元数据库信息；

c) 添加、修改元数据表；

d) 添加、修改元数据表信息。

4.6 目录功能系统

目录功能系统是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功能的主要系统。其应具备的基本功能

包括：

a)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注册：注册的资源应该符合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的要求，

并且给每个注册的资源赋予唯一标识符；

b)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发布：将注册的信息资源加入到资源目录体系中，并且在门户

网站上发布；

c)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查询：根据查询请求对目录内容信息进行查询，并返回查询结

果；

d)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调阅：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调阅功能，方便查询者浏览信息资

源；

e)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维护；

f)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主体统计；

g)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享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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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键技术方法

5.1 数据库技术

构建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的关键在于通过构建元数据库来实现元数据管理。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又称中介数据、中继数据，主要是描述数据属性的信息，

用来支持如指示存储位置、历史数据、资源查找、文件记录等功能。元数据库是按照数据

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数据仓库。使用元数据目的在于：识别资源；评价资源；

追踪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化；实现简单高效地管理大量网络化数据；实现信息资源的有

效发现、查找、一体化组织和对使用资源的有效管理。

元数据库的基本结构可以分为三层：

a）物理数据层：数据库的最内层，是物理存贮设备上实际存储的数据的集合。这些数

据是原始数据，是用户加工的对象，由内部模式描述的指令操作处理的位串、字符和字组

成。

b）概念数据层：数据库的中间一层，是数据库的整体逻辑表示。指出了每个数据的逻

辑定义及数据间的逻辑联系，是存贮记录的集合。它所涉及的是数据库所有对象的逻辑关

系，而不是它们的物理情况，是数据库管理员概念下的数据库。

c）用户数据层：用户所看到和使用的数据库，表示了一个或一些特定用户使用的数据

集合，即逻辑记录的集合。数据库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映射进行转换的。

根据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应用需求，综合国外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构

建元素，参考国内其他行业大数据资源归类方法，从资源内容、资源表示、资源管理、资

源责任和资源获取等5个维度构建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资源目录元数据库。

5.2 资源目录分类模型

构建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资源的分类。因此

需要构建分类模型来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的分类。依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健康医疗大

数据资源分类由类目、亚目和细目等3个层次组成。类目共划分为8个大类：依据国家全民

健康信息化框架中对6大业务应用和3大数据库的总结，分为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

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和综合管理等6个基本业务类，将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电子病历

数据库和健康档案数据库归为基础信息类，考虑到移动通讯、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增加新兴业态类。亚目是根据各类目领域的特点，

按照业务内容的组成部分或业务流程的先后顺序进行分类，并对每个类目都增加“其他”项
作为兜底项。

5.3 分类编码

编码是标识信息资源的关键方法，依据我国《卫生信息标识体系对象标识符编号规则》

和《卫生信息标识体系对象标识符管理注册管理规程》，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根目录

为2.16.156.10011.2.100，并分别对类目（2位码）、亚目（2位码）、细目（4位码）和信息

资源（10位码）分别进行编码，从而实现对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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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元数据采集与存储技术

元数据采集技术包括元数据的自动采集技术和手工采集技术。自动采集技术一般和业

务系统或者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生产系统结合比较紧密。无论是元数据的自动采集还是手

工采集，其基本核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元数据内容标准的支持。不同的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类型、不同的应用需求所

需要的元数据内容是不同的。而且越是复杂的元数据内容标准，其内部的结构和相互关系

就越复杂。因此，元数据采集应当支持对不同元数据内容标准的元数据进行采集，同时能

够对采集的元数据进行数据完整性和逻辑一致性的检查。数据完整性主要指的是元数据内

容标准中所规定的必选必填内容是否都已有值，逻辑一致性指元数据的实体和元数据元素

的相互关系是否符合元数据内容的规定。

二是对元数据输出格式的支持。元数据采集完成后，必须首先输出再建立相应的存储。

因此，元数据的输出必须采用成熟、主流的数据编码技术进行编码，方便元数据的输出和

交换。目前，网络数据交换一般使用扩展标记语言（XML）进行编码，就目前阶段而言，

支持XML格式的元数据内容输出是必要的。

元数据存储是目录体系的重要内容。元数据建库就是建立已经采集完毕的元数据的存

储。目前，主流的信息存储是采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对信息进行存储管理，它具有工

业化程度高、经济高效的特点。因此，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元数据的存储需要尽量使用已

有的关系型数据库进行存储。

元数据是层次型数据，在存储到关系型数据库时，需要进行层次型到关系型的模型转

换。如果直接针对元数据实体和元数据元素建立字段，无论对存储结构的稳定性和系统的

效率来讲都是不可接受的。元数据的关系型存储的核心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存储的模

式不会随元数据标准的变换而变化，需要在关系型数据库中建立元数据的数据字典描述元

数据结构；二是要建立高效率的索引机制保证对元数据内容的有效检索。

5.5 目录服务与应用技术

目录服务技术是指通过网络查询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元数据以得到相关信息的技术。

目录应用技术是向用户展现目录的技术。目录应用技术的核心是元数据的展现技术。

目前，元数据一般采用XML进行编码，因此XML编码元数据的展现是目录应用技术需要重

点考虑的问题。一般在XML元数据的展现方面有基于级联样式表（CSS）的技术，也有基

于DOM和SAX的解析技术。我们需要基于此类技术，并结合相关的应用开发环境，建立各

种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应用。

6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服务接口

健康医疗大数据目录服务包括发现和管理两种基本功能，发现功能用于对元数据进行

检索，管理功能实现元数据的管理。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包含五种接口，即基础接口、发现接口、管理接口、交

换接口和应用接口。其中基础接口是将发现接口和管理接口中基础性的操作定义成一个公

共接口，基础接口和发现接口是必选实现，管理接口、交换接口、应用接口为可选实现，

有利于接口的扩展性。这五类接口实现大数据资源的发现功能和管理功能。

a) 基础接口：提供会话管理功能和服务自描述功能，包含有目录服务初始化接口、目

录服务终止接口和服务自描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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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发现接口：提供元数据检索功能和元数据检索结果提取功能，包含有目录检索接口

以及目录检索结果提取接口，这些接口本身不提供资源，而是提供资源基本信息和如何去

获得这些资源的元数据；

c) 管理接口：提供元数据管理的功能，包含元数据管理接口；

d) 交换接口：实现数据资源的交换和传输；

e) 应用接口：提高目录内容管理系统的可扩展性。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服务是基于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的POST方式实现，协

议消息适用XML编码。目录服务各个接口操作均是通过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递的请求/
响应消息对来实现。请求消息和响应消息是一一对应的，即对每一个请求消息有且只有一

个响应消息产生。目录服务的客户端和服务器通讯建立在会话的基础上，会话通过请求消

息和响应消息对来完成，每一个请求消息都有相对应的响应消息。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服务支持核心元数据及其扩展内容的查询，该元数据需要符

合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对于核心元数据的要求，目录服务支持对多个元数据库的

查询，元数据一般按照描述大数据资源的内容分别建立。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服务可是集中式的也可以是分布式的。集中式是指元数据库

和目录服务在物理上和逻辑上都部署在一个节点，分布式指的是元数据库物理分布分散、

目录服务逻辑集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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