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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文献学》课程教学中运用“蒙医药古
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的实践成效

（1.内蒙古医科大学 蒙医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2.内蒙古医科大学 民族医药协同创新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已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与传统

的教学手段相比，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具有生动、鲜明、直观、形象的特点。蒙医

药文献教学团队研发的《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由“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和“蒙医药古籍数字化加

工平台”两个部分组成，学生按照课程内容选择“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的原始数据，在“蒙医药古籍数字化加工平

台”上对蒙医药理论、方药、病症、病因病机、治则治法、传统疗术、饮食起居等内容进行解析、标引等数字化加工，教

师在计算机后台对学生标引的数据进行审核、校验、批改、指导、点评、发布等工作，实现蒙医药古籍知识内容的网

络关联及应用。通过该项教学模式创新，培养学生的开发思维、理解能力、激发学生阅读古籍和古文的兴趣和爱

好。本文详细论述了《蒙医文献学》从传统教学模式到智慧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研究思路及解决主要问题、成果主

要内容及功能、特色与创新点 、“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在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青年教师队伍的培

育及社会行业领域等方面的实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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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成果·

整理研究蒙医药古籍，是继承发扬蒙医药学的

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对蒙医药古籍的整理研究，进

一步为临床实践提供前人的宝贵经验，为科学研究

提供丰富的文献基础，为教学提供蒙医思维的有力

依据。所以，整理研究蒙医药古籍，既是教学、科研、

医疗的基础，也是提高教学、科研、医疗质量的前提。

文献数字化是传统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延

伸。它就是把分散于不同载体（图书、文字、音像

等）、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方式存储，并

通过网络互相连接，实现信息的及时利用[1]。 把来

源于蒙医药古文献自然文本的信息资源，集成虚拟

的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蒙医文献学》课程是蒙医

药理论来源，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检验的经验结

晶，是蒙医学和蒙药学专业的必修课，具有原著性

和古典性。因此，为了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强

化蒙医辨证施治思维，在教学上，必须对传统教学

模式进行改革。

1 《蒙医文献学》从传统教学模式到智慧教学模式

改革创新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传统行业在互联网的催化作

用下发展得异常迅速，“互联网+”已经成为传统行

业提升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2]。“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为互联网教育再添一把火，互联网教育的发展不

再是单纯依靠通信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的教育方式

的变革，更多是转向了一种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教

学的变革推动教育理念的变革[3]。内蒙古医科大学

蒙医学和蒙药学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是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建设特色专业，蒙医专业

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是教育部地方高校

第一批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蒙医学

和蒙药学是内蒙古自治区一流学科和品牌专业。

《蒙医文献学》课程的重点内容《四部甘露》、《蒙医

秘诀方海》及《蒙药正典》等经典古籍是蒙医药理论

来源，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检验的经验结晶，是蒙医

学和蒙药学专业的必修课。因此，为了激发学生对

古籍文献的兴趣，强化蒙医辨证施治思维，全面提

升学生对古文的理解能力，运用古籍数字化、解析

标引、深度加工、数据挖掘分析等现代方式，构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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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教学模式。智慧教学是指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

的教师和学生的双方活动[4]。智慧教学让知识具有

灵活性、互动性和实践性，让学生活跃起来，主动实

践、尝试、探索并解决问题。智慧教学是帮助学生

构建知识体系、发散思维和完善人格的过程，是展

示并扩展师生智慧的过程[5]。在信息化、网络化背

景下，《蒙医文献学》课程教学也应充分运用先进科

技，构建智慧教学模式。 2010年前，《蒙医文献学》

课程教学主要以传统的理论教学和解读原文为

主。在网络时代，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蒙医药

文献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满足学生的需求，激发学

生勤读古籍的兴趣，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具有高素

质的蒙医药高等人才势在必行。蒙医文献教学团

队从2008年起，集中精力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智能

技术对蒙医药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研究，对传统的

教学方法进行了数字化、网络化改革，研发了“蒙医

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

2 研究思路及解决主要问题

“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主要从蒙

医药的实际情况出发，例如有些古籍比较古老，书页

不能轻易扫描，只能采取拍照的办法，然后进行照片

补偿及识别，实现蒙医药知识点的构建及应用。系

统平台主要的研究思路及解决主要问题如下。

2.1 构建以“知识元”为核心的蒙医药古籍文献的

知识表示方法及应用。通过运用蒙医学、文献学、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语义学等理论与方法，深入研

究蒙医药古籍文献知识的语义结构以及语义关系

等。

2.2 规范蒙古文古籍的加工流程：选择底本→进行

扫描→整理扫描图像→多媒体处理→建立蒙医药

古文献数据库→把整理扫描图片用《OCR蒙古文识

别软件》转换成WPS可编辑资料→审核并校对文字

→创建《元数据库》→在“蒙医药古籍数字化加工平

台”上建立元数据“标引模板”→对蒙医药古籍相关

的内容解析、标引→校验审核标引的数据→标引的

数据入库→建立“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

2.3 系统平台采用的业界领先的蒙古文智能识别、

数据挖掘、蒙医药知识图谱应用等相关的成熟及先

进技术，同时由蒙医药专家、计算机专家共同组成

研究队伍，科学分工，密切合作，建立和完善系统平

台中各项需求，实现蒙医药古籍知识数据的加工、

管理、发布及应用。

3 主要成果内容及功能

蒙医药学是蒙古族文化遗产之一，也是祖国传

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

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传统医学。蒙医药

文献源远流长，是蒙古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蒙医药古籍浩如烟海，是传统蒙医学伟大宝库

的具体体现。其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有

重要的使用价值。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蒙

医药学遗产，开展蒙医药古典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

研究，研发了“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

台”。成果主要内容和功能如下。

3.1 文件扫描子系统功能：扫描仪管理、图像处理、

目录识别、PDF输出等扫描功能。

3.2 蒙古文OCR识别：识别图像、文字编改、文字

校验、格式处理、表格处理、结果处理等识别处理。

3.3 知识点标引加工：标引古籍书、古籍作者、蒙医

药理论、病因、病缘、体征、药、方、治疗原则、治疗方

法、病症、传统疗术、饮食起居、医案、语义等信息；构

建理论、药、方、病症、疗术、医案、语义等方面的关

联；校验及审核标引的数据情况，实现数据入库。

3.4 内容管理：实现对古籍书、分类导航、元数据

方案及著录规则、标引信息浏览及记录管理、数据

库管理、文本挖掘、知识网络、用户管理、权限管理、

标引任务、数字对象DOI管理等内容管理。

3.5 本体词表管理：本体词信息、分类词管理、药

名、方名、病症名词表，实现药名、方名、病症名的同

义词表等本体信息点的知识管理及发布。

3.6 知识发布系统：实现对书籍、作者、知识点、古

籍导航、词表导航展示及管理，实现对药、方、病症、

语义等标引信息的特征字段组合高级检索、语义检

索、智能检索、全文检索，实现以一个知识体为单

元，实现知识的发现及挖掘，如以药为单元，实现药

与方、病症之间的关系，从一个点到线，然后到体，

实现知识交叉关联。

3.7 蒙医药古籍文献版权保护：DRM加密软件：

DRM加密数据转换工具，可把PDF格式的电子文

档，转换为用于发布的DRM加密文件，并完全保持

原文的版式，DRM加密文件具有防篡改的功能。

3.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全文智能检索系

统：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全文的信息，

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进行分词及系统处

理，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进行智能检索及

智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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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阅读插件系统：根

据扫描文件的内容，进行分页的检索及字段定位，

方便信息浏览及阅读。

3.1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显示及著录排

版：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的格式进行排版

及显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的著录进行

标引及处理。

4 成果的特色和创新点

“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实现了

蒙医药古籍文献知识体系应用场景化，填补了蒙医

药古籍数字化加工及应用的空白。特色和创新点

如下。

4.1 2009年蒙医文献教学团队国际上首次研发了

《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系统，开辟了

蒙医药古籍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化先河，在蒙医药

教学、研究、临床及古籍开发利用等多领域发挥着

重要作用。

4.2 平台系统包含文件扫描、蒙古文OCR识别、知

识点标引加工、知识内容管理、本体词表管理、知识

发布系统、古籍文献版权保护、APP检索及发布系

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全文智能检索系

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阅读插件系统、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文显示及著录排版等各个

子系统，各模块协同工作，共同完成蒙医药古文献

知识点的建立、管理、关联及知识发布。

4.3 构建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的知识标注及应用，

系统标引药、方、病症、穴位、医案、语义等信息；智

能构建立药、方、病症、穴位、医案、语义等方面的知

识关联信息，实现知识的应用及智能分析。

4.4 国际上首次建立了“蒙医药古籍数字化加工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古籍知识的数字化加工、解

析标引、深度挖掘、发现规律、总结经验技术等重要

研究工作，为蒙医药文献教学与研究者提供了新方

法和新手段。

4.5 “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的技术

均采用了最新的大数据技术，如蒙古文OCR识别，

用户只要选择要识别的图像页，系统自动进行识

别，并将识别结果进行智能分析及校验，提高加工

效率。其能智能识别蒙医穴位图、蒙药图谱等复

杂内容，并根据页的内容自动合并并区别不同的

标志，最后形成PDF文件，实现高效率的加工及发

布。

5 “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在教学中

的实践成效

5.1 在本科教学上的成效

运用“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开

展蒙医和蒙药专业本科生的《蒙医文献学》课程实

践教学。让本科生在该平台上对蒙医药古文献内

容解析、标引、深度挖掘等数字化加工，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与科研能力。已培养多届蒙医和蒙药专

业本科生和蒙古国留学生。同时指导本科生开展

内蒙古医科大学2019年度大学生科技创新“英才培

育”项目，并被评为“优秀项目”。此外，还在第五届

“青春创客”系列活动内蒙古赛区中荣获优秀奖等。

5.2 在研究生教学上的成效

2012年开始，该成果应用于蒙医文献研究方向

的研究生教学。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指导研

究生运用该平台系统，已培养多届研究生完成毕业

课题，毕业论文题目分别为：《基于知识元信息技术

的蒙医六基症古籍整理研究》《医经八支中身体与

病因部分文献研究》《＜蒙医秘诀方海＞中治疗水

臌病方剂的文献研究》《医经八支中治疗部和疗法

部内容的整理与数字化研究》《古籍百方的整理与

数字化研究》《＜蒙医秘诀方海＞中治疗赫依、希

拉、巴达干病方剂的文献研究》《医理精华药物章节

内容的文献研究》《蒙医药古籍数字化规范化研究》

等，目前在读两届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都在利

用该平台做毕业课题，在培养蒙医文献专业人才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

5.3 在培养年轻教师队伍上的成效

运用“蒙医药古籍数字化加工平台”的研究成

果——《占布拉道尔吉与<蒙药正典>研究》，荣获了

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

奖一等奖，其研发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草原

英才”工程创新团队——蒙医蒙药信息资源数字化

研究创新团队。“蒙医文献学科”被评为内蒙古自治

区卫生计生委重点学科。该教学软件的研发，为蒙

医药文献教学与研究者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手段，年

轻教师依托该平台系统积极申报内蒙古自治区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自治区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蒙医药协同创新中心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等各级各

类科研及教学改革课题，立项资助项目有：建立《黏

病古籍知识库》及关键技术研究、《蒙药正典》中平

原药物的数字化研究、基于知识元信息技术的蒙医

六基症古籍整理研究、《蒙医文献学》教学改革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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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研究、古籍《医经八支精华》的整理与数字化研

究、《医经八支》中瘟疫病内容整理与数字化研究、

国医大师著作整理与数字化研究、《蒙医药文献学》

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等。以上课题均利用“蒙医药古

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对相关蒙医药古籍进行

数字化加工，完成了项目研究内容。

5.4 在社会行业领域产生的成效

该成果在蒙医药高等院校本科教育、研究生教

育及青年教师培养工作中进行推广应用以来，教学

效果好，应用价值高，受到了社会行业领域的高度

评价。2020年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签

订了该项目相关成果分享协议，使全区100多家蒙

医医院都能通过网络受益。同时新疆、青海、甘肃、

吉林、辽宁、黑龙江等8省自治区蒙医医院从事蒙医

工作人员也能利用，实现蒙医药古文献信息的网络

化共享。本项目的技术实现，对促进民族医药古籍

数字化研究，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全国少数民

族医药古籍数字化研究方面蒙医药走在了前面。

6 结语

《蒙医药文献学》课程教学改革是蒙医药课程

教学改革的一种试验，“蒙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

应用平台”不仅为蒙医药文献教学与研究者提供了

新方法和新手段，同时极大提高了学生阅读和利用

蒙医药古籍文献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学生利用“蒙

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对自己感兴趣

的古籍内容在线上进行解析、标引等数字化加工，

教师在后台对学生标引的数据进行审核、校验、批

改、指导、点评、发布等工作，间接加大了老师们的

工作量。下一步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蒙

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教学应用平台”进一步升级完

善，以便能够自动识别学生蒙医药古籍数字化加工

的结果，实现智能分析及校验，提高加工效率，更便

捷地开展实践教学，更深度挖掘蒙医药古籍资源。

总之，《蒙医药文献学》课程紧跟时代步伐，深

化教学改革，利用当前最先进的“互联网+”和大数

据，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构建智慧教学模式，培养学

生对蒙医经典古籍内容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进而提升蒙医和蒙药专业学生综合

实力和竞争力，致力于培养一批又一批基础知识扎

实、临床能力过硬的蒙医核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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