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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uge data storage, combined with the reliability, security, integrity, synchroniza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of modern cloud database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complete data structure system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cloud database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ing ro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data management,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medical management under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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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云端数据库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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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药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庞大的数据存量，结合现代化云端数据库技术的可靠性、安全性、完整性、同步性

等功能，为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构建起一个完备的数据结构体系。本文将基于云端数据库技术相关知识，浅析在云

端数据库的应用下，中医药在数据管理、教学管理、医务管理三方面的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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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下中医药的发展迎来了大好时机，中医药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在此契机下，结合现代化新兴技

术，能够更好的帮助中医药的发展与进步。为了能够在

新时代中发挥出中医药更大的优势，针对中医药庞大的

数据，以及中医药数据体系不全面、关系网松散的问题，

因而将每一味草药、每一单处方到每一本典籍的数据都

利用云端数据库技术为数据构建起完备的数据体系结

构；并且利用云端数据库的快速抓取数据、分析数据、

反馈数据的特点为中医药的教学提供便利；同时在中医

药就诊体系中搭建起同步互联网，使得在实际运用中能

够不断丰富数据、完善数据，也能使得医师们之间更好

的、更便捷的进行医术交流。

2.中医药数据库建设现状分析

根据中医药发展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医药行业

数据库经过 20余年的发展，目前已有数十个中医药大

学、学院及研究院所建设起了各种规模不同的近百个中

医药信息数据库。[1]

2.1 现有中医药数据库情况分析

根据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中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现已建成、运行的以及部分在建的中医药数据库

多数为文献性、学术性数据库，并且主要用于学院、研

究所，功能单一。但随着国家对于中医药发展的重视以

及人民对中医药的需求，让中医药的认可度得到了极大

提升，中医药的需求与市场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看”

中医的人多了，“学”中医的人也多了，因而需要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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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以供使用。

2.2 中医药数据库发展方向分析

现有的中医药数据库多以学校、研究所为基本单

位，并且各自独立，互不连通，数据量也相对较小，没

有充分利用起数据库中的数据，单一的用于日常的教学

任务中。基于云端数据库技术，将中医药数据库搭建于

云端，实现高效互联、实时同步、数据共享的功能，不

仅提供于学校、研究所使用，并且通过数据库权限控制，

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能面向中医药市场提供数据

服务与数据处理服务。

3.云端数据库现有技术

数据库能够为数据建立起一个安全的仓库，为每个

数据与数据之间建立起具有一定关系的数据结构，具有

尽可能小的冗余度。同时数据具备独立性，结合完备的

数据结构、存储结构作为数据底层支撑，保证数据处理

的性能，并且能够满足多用户、多终端、多服务的并发

操作的需求，与此同时还需要满足数据资源的互斥共享

与同时共享的合理调配。

云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传统数据库赋能，当下阿

里云、腾讯云等大型公有云数据库的兴起与应用，使得

云端数据库的技术体系完备健全。

3.1 云端数据库技术

云端数据库技术是在当下云计算的蓬勃发展的背

景下发展起来能够提供数据库服务的云端技术。云端数

据库技术极大的增强了传统单一数据库的各项功能，不

仅使数据库基础的存储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且还

为系统提供了数据备份与恢复、安全管理、权限管理、

实时监控、访问控制等功能，使得建立于云端数据库之

上的系统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分发。

云端数据库技术解决了数据库访问安全、数据库备

份与恢复、容量规划的问题，并且实现了 CPU使用公

平、内存使用公平、磁盘 IO使用公平[2]。云端数据库

技术对新兴技术的运用，使得整体系统的数据利用率得

到了极大提高，同时大大的增加了系统的数据吞吐量。

3.2 云端数据库安全技术

为了能够使云端数据库面向公共市场，首先必须保

证云端数据库的安全性，通过严格的访问控制、权限控

制、浏览控制等技术保证数据的绝对安全。安全技术的

发展与健全，解决了中医药云端数据库在安全方面的顾

虑与担忧。

当前数据库管理系统所采用的数据库安全技术主

要有标志和鉴别、访问控制、信息流控制、推理控制、

审计和加密等[3]。结合云端技术多端备份、高度加密、

访问控制的安全管理机制，以及利用云端可信计算技术,

将便携式可信平台模块和无证书公钥密码体制相结合,

使得终端用户与云端之间进行双向身份认证[4]。这项安

全身份认证技术的运用不仅能够提升系统对于整个身

份认证的计算效率，并且保证了云端数据库的安全与数

据完整。

同时以基于 Merkle Hash树和双线性对技术,所提

出一个分层次索引结构的动态数据完整性的审计方案[5]

为代表的云端数据库安全技术目前已经是非常成熟的，

能够满足云端数据库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并且

目前云端数据库安全技术正在发展以“隐蔽信道”等新

技术来增加云端数据库的安全性，将会极大地提升云端

数据库的安全性。

3.3 云端数据库数据处理技术

在云环境下，信息的集成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

决，这也为知识揭示和挖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数

据仓库和知识挖掘是主观知识组织的基本工具，这便使

得云环境成为知识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的机遇[6]。目前云

环境下，以阿里云为例，网络性能优异，在各地区首屏

开启成功率能够到达 99.96%，网络延时与网络丢包率

都远超基准服务标准；主机运算能力利用率能达到

21.64%，用户端处理器使用率能达到 7.91%；并且在现

有硬件基础上，磁盘写入速率达到 33.34 MB/s，读速率

达到 40.75MB/s。

在此基础下，云端数据库还依托于网络互联技术，

采用了多样化存储技术，并且建立在庞大的高性能计算

机集群之上，充分调用各个机群庞大的运算能力，高效、

可控的运算，充分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实现数据的高

利用率与系统的高吞吐量，凭借硬件设备的性能与软件

环境的支撑使得云端数据库系统拥有超强的数据处理

能力。

4.云端数据库在中医药中的应用

目前在中医药中应用的数据库存储方式仍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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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地数据库，运用以单纯数据检索为主，主要应用于

中医学研究，综合运用方面较为不足。以下即从云端数

据库技术对于中医药的数据管理、教学管理和医务管理

三方面进行阐述。

4.1 数据管理由本地存储转为云端存储

现有的中医药数据库仍然是以本地存储为主要的

存储方式，本地存储方式不仅具备成本高、维护难度大、

可扩展性低、同步性能低下等缺陷，而且本地存储的方

式大大的限制了数据库中数据的高效合理利用，无法进

行高效的信息共享同步处理。利用数据库云端服务技

术，将中医药的数据搬上云端，将所有的数据融为一体，

互联互通，实现数据的高效利用。

在云端对数据结构进行高效链接，通过云端数据库

的多点备份、实时备份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根据数据恢

复功能为数据提供了更高的安全保证。应用多样化存储

方式，充分保证存储数据的可靠性、高吞吐量和高传输。

为满足数据的高效处理所需性能提供支撑，同时为中医

药数据库的市场化、多元化提供了基础的技术保障与性

能保障。

4.2 教学管理由传统教学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

依托于存储在云端数据库中的庞大数据，凭借数据

库云端技术的实时数据分析技术，能够为中医药学生提

供数据服务，通过云端低延迟获取数据，依托云端数据

库的高效数据处理能力，将传统数据库信息检索发展为

数据高效分析并无感反馈，提高数据的质量以及优化用

户的使用体验。后台数据处理能够根据各项数据的检索

自动分析、自动反馈数据的需求量，自动进行智能化数

据挖掘处理。对于各项数据对教师进行及时反馈，进行

教学人物的规划修改，高效充分利用并挖掘数据。

4.3 医务管理由个人变为群体

中医药数据库的对公共市场开放，为医生的日常工

作提供工作支持以及研究支持，云端数据库技术通过对

数据进行数据挖掘，结合典籍、经典处方进行分析，为

医师在就诊时提供病症处方建议，医师再对推荐处方进

行选择，并反馈意见，数据库系统自我学习，完善处方

推荐网络，根据相应病症映射相应的处方。各个医师通

过系统可以进行实时就诊交流、就诊询问、研究探讨等，

将物理距离拉近，在每一次的就诊过程中都能够实现实

时就诊协作，以提高就诊确诊率，降低就诊误诊风险，

以实现数据信息的高效整合。

5.结束语

云端数据库技术在云计算、安全技术等方面的发展

为中医药数据库的完善与健全提供了有利条件，能够为

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能够在中医药数

据管理、中医药教学管理和中医药医务管理中提供辅

助。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信息化前进步伐，为中医药

市场化、多元化提供技术支撑与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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