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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信息化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信息化协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医院、厦

门市中医院、南开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中蒙医院、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职业病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闫占峰、周伟、巩政、原晶晶、张胜发、王嘉阳、谢祥远、罗葳、张莹

、李文杰、辛忠海、刘锦峰、刘莉莉、张琳婧、刘思溟、赵莹莹、矫璐璐、赵晓阳、许文龙、车昌

文、张明生、赵江鹏、吴文丽、杨梦琦、王嘉玺、刘静、陈陆泉、张海洋、彭艳茹、张伟、王宇婷

、王颖、李岩、余斌、王君、张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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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耳鼻喉头颈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数据集 过敏性鼻炎》是我国耳鼻咽喉科相关疾病档案基本数

据集标准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标准旨在为过敏性鼻炎患者管理信息提供一套术语规范、定义明确、

语义语境无歧义的基本数据元集标准，以规范过敏性鼻炎患者管理基本记录内容， 实现管理信息在

收集、存储、发布、交换等应用中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保证过敏性鼻炎患者管理信息的有效交换、

统计和共享，使用者无需采取本标准中全部字段内容，但相应的数据元使用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要求

。

本标准以过敏性鼻炎病例信息和病例随访情况中各记录项为对象，以数据元为标识单元，按照

摘要式目录格式编制。包含15个模块，283个数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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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头颈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数据集 过敏性鼻炎

1 范围

本标准对过敏性鼻炎治疗的医学行为规定了基本数据集的内容范围、分类编码和数据元及其值域代

码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过敏性鼻炎换诊疗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技术创新、流程优化、效果评价、数据库构建、

数据采集、存储、共享、信息系统的研发、新产品及新器械的研发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16751.1-2023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第 1 部分：疾病

WS/T 363.2-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2 部分:标识

WS/T 363.3-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3 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

WS/T 363.4-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史

WS/T 363.5-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5 部分:健康危险因素

WS/T 363.6-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6 部分:主诉与症状

WS/T 363.7-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7 部分:体格检查

WS/T 363.8-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8 部分:临床辅助检查

WS/T 363.9-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9 部分:实验室检查

WS/T 363.10-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0 部分:医学诊断

WS/T 363.12-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2 部分:计划与干预

WS/T 363.14-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4 部分:卫生健康机构

WS/T 363.16-2023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6 部分:药品与医疗器械

WS 445.2-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2 部分:门(急)诊病历

WS 445.10-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 部分:住院病案首页

WS 445.11-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1 部分:中医住院病案首页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396-2016 、WS 218—2002（WS/T 303-2009 、WS/T 305-2023 、WS/T 306-2023 、WS 363—

2011 、WS 371—2012 、WS 372—2012 、DB11/T 1238—2024 、WS 445—2014 与 WS 539-2017 中

界定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T/BIA XXXX—202X

5

4 数据元标识符编码规则

a)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数据元标识符编码规则适用于本文件对应数据元。

b) 非引用类数据元标识符采用长度为 12 位的字母数字混合码，含 2 位“. ”。按数据集首字母缩

写、模块代码、类别代码、顺序号从左至右顺序排列。结构见图 1。

图1 数据源标识符编码规则

图 1 中：

——数据集首字母缩写： 用 3 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模块代码： 用 2 位数字表示，数字大小无含义，从 01 开始顺序编码。

——类别代码： 用 2 位数字表示，数字大小无含义，在模块内进行排序，从 01 开始顺序编码。

模块代

码与类别代码之间加“. ”区分。

——顺序号：用 3 位数字表示， 数字大小无含义， 在模块内进行排序， 从 001 开始顺序编码。

类别代码 与顺序号之间加“. ”区分。

5 疾病概述

过敏性鼻炎，是一种由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多因素性疾病，是由 IgE介导的鼻黏膜非感染性

炎性疾病。这种病症的特点是，当身体的免疫系统对环境中的致敏原，如花粉、尘螨等过度反应，导致

黏膜慢性炎症，症状主要为发作性喷嚏、流涕和鼻塞。遗传因素以及环境中的变应原如真菌孢子、尘螨、

动物排泄物、某些食物等都可能成为过敏性鼻炎的触发因素。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该病的发病率每年

有所增长，影响约 5亿人。

过敏性鼻炎的常见症状包括鼻痒、阵发性喷嚏、清水样鼻涕和鼻塞等，而且症状可有季节性或者全

年不定期发作。在一些情况下，例如接触过敏原后，患者可能还会出现眼痒、流泪、眼睛红肿和灼热感

等眼部症状，以及咽痒、咳嗽、哮喘发作等呼吸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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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元属性

6.1 数据元构成

过敏性鼻炎数据集需要的基础信息包括数据元、编码规则及数据元多个维度的信息， 按照穷举法

时间 序列排序，15个模块包括：人口学信息、就诊记录、病史、中医四诊、体格检查、专科检查、西

医诊断、中医诊断、检验、检查、西医内科治疗、中医治疗、手术治疗与术后恢复、随访、不良事件。

其中，人口学信息模块描述了患者的基本信息，转运信息模块描述了患者转诊等相关信息，就诊记录描

述了患者的诊疗信息和卫生费用情况；病史、中医四诊、体格检查、专科检查、西医诊断、中医诊断、

检验、检查、西医内科治疗、中医治疗、手术治疗与术后恢复十一个模块详细记录了患者的诊疗过程；

随访、不良事件两个个模块包含了患者的评估指标以及恢复治疗记录。具体框架见图 2。

图2 过敏性鼻炎数据集的基础信息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T/BIA XXXX—202X

7

6.2 数据元规范

6.2.1 人口学信息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DE02.01.004.00 人口信息学 工作单位名称 Nameofworkunit

患者在就诊前的工作单

位名称
AN..70 —— S1 —— 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2.01.005.01 人口学信息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个体出生当日的公元纪

年日期
D8 —— D —— 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人口学及

社会经济学特征

DE02.01.009.01 人口学信息

现住址-省（自治

区、直辖市）

Current

adress-Province

患者来院前常住地址的

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名称
AN..70 —— S1 —— 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2.01.009.02 人口学信息

现住址-市（地

区、州）

Current

adress-City

患者来院前常住地址的

市、地区或州的名称
AN..70 —— S1 —— 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2.01.009.03 人口信息学 现住址-县（区）

Current

adress-County
患者来院前常住地址的

AN..70 —— S1 —— 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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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04.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05.01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09.01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09.02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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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的名称

DE02.01.010.00 人口学信息 联系人电话号码

Contact phone

Number

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包

括国际、国内区号和分机

号。

AN..2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2.01.010.00 人口学信息 电话号码 Telephonenumber

患者本人的联系电话号

码，包括国际、国内区号

和分机号 AN..2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2.01.015.00 人口学信息 国籍 Nationality

个体所属国籍在特定编

码体系中的代码 AN3 GB/T 2659 S3 —— 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人口学及
社会经济学
特征

DE02.01.018.00 人口学信息 婚姻状况代码

Marital status

code
个体当前婚姻状况代码 N2 GB/T 2261.2 S3 —— 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人口学及
社会经济学
特征

DE02.01.025.00 人口学信息 民族 Ethnicity

个体所属民族类别在特

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N2 GB/T 3304 S3 —— 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人口学及
社会经济学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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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10.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10.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15.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18.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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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2.01.030.00 人口学信息 身份证件号码

Patient ID

number

个体的身份证件上的唯

一法定标识符
AN..18 —— S1 —— 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人口学及

社会经济学特征

DE02.01.039.00 人口学信息 联系人姓名 Contact name

联系人在公安户籍管理

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

氏和名称
A..5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2.01.039.00

人口学信息 姓名 Name

个体在公安管理部门正

式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 A..50 —— S1 —— 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人口学及

DE02.01.040.00 人口学信息 性别代码 Sex code

个体生理性别在特定编

码体系中的代码 N1 GB/T 2261.1 S3 —— 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人口学及

社会经济学特征

DE02.01.052.00 人口学信息 职业类别代码

Occupational

category code

个体从事职业所属类别

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

码 AN..3 GB/T 6565 S3 —— 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人口学及

社会经济学特征

DE02.10.024.00 人口信息学

联系人与患者的

关系代码

Relationship

code

联系人与患者之间的关

系类别代码
N1 GB/T4761-2008 S3 —— 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30.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39.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39.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40.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52.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1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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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就诊记录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DE07.00.001.00
卫生费用

个人承担费用

(元)

Individual

expense

因疾病治疗个人承担的费

用，计量单位为人民币元
N..10, 2 —— N 元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3部分：卫生费用

DE07.00.002.00 卫生费用

门诊费用分类代

码

Outpatient cost

classification

code

就诊者发生的门诊费用种

类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

码
N2 CV07.10.001 S3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3部分：卫生费用

DE04.50.001.00 人口学信息 ABO血型代码

ABO blood type

code

在本次住院期间进行血

型检查明确， 或既往病

历资料能明确的患者

ABO 血型类别在特定编

码体系中的代码

N1 CV04.50.005 S3 —— 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4.50.010.00 人口学信息 Rh血型代码

Rh blood type

code

在本次住院期间进行血

型检查明确， 或既往病

历资料能明确的患者 Rh

血型类别代码
N1 CV04.50.020 S3 —— 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50.001.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50.010.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7.00.001.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7.00.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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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7.00.003.00 卫生费用

门诊费用分类名

称

Outpatient cost

classification

name

就诊者就诊所发生的费用

名称 A..20 —— S1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3部分：卫生费用

DE07.00.004.00 卫生费用

门诊费用金额

(元) Outpatient cost

患者门诊就诊所发生的费

用金额，计量单位为人民

币元
N..8, 2 —— N 元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3部分：卫生费用

DE07.00.007.00 卫生费用

医疗费用支付方

式代码

Medical payment

method code

住院或门诊患者对其所发

生的医疗费用支付/付款

的方式在特定编码体系中

的代码

N1 CV07.10.003 S3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3部分：卫生费用

DE07.00.008.00 卫生费用

住院费用分类代

码

Inpatient cost

classification

code

住院者住院所发生的收费

项目的类别在特定编码体

系中的代码
N2 —— S3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3部分：卫生费用

DE07.00.009.00
卫生费用

住院费用分类名

称

Inpatient cost

classification

name

住院者住院所发生的收费

项目类别
A..20 —— S1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3部分：卫生费用

DE07.00.010.00 卫生费用 住院总费用

Total inpatient

cost

患者在住院期间所有项目

的费用之和，计量单位为

人民币元

N..10，2 —— N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 部分：住院病

案首页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7.00.003.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7.00.004.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7.00.007.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7.00.008.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7.00.009.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7.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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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1.00.004.00 诊疗信息 病案号 Case number

本医疗机构为患者住院病

案设置的唯一性编码。原

则上，同一患者在同一医

疗机构多次住院应当使用

同一病案号

AN..18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1.00.010.00 诊疗信息 门（急）诊号

Outpatient/Emer

gency number

按照某一特定编码规则赋

予门（急）诊就诊对象的

顺序号
AN..18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病例概要

DE01.00.014.00 诊疗信息 住院号 Admission number
按照某一特定编码规则赋

予住院就诊对象的顺序号
AN..18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 部分：住院病
案首页

DE02.01.039.00 诊疗信息 接诊医生签名
Doctor's

signature

负责患者入院接诊的医生

签署的在公安户籍管理部

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氏和

名称

AN..5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12部分：入院记录

DE02.10.090.00 诊疗信息 住院次数
Admission
number

即第几次住院，指患者在
本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次

数 N..2 —— N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 部分：住院病
案首页

DE04.01.018.00 诊疗信息 发病日期时间

Date of onset

time

疾病发病症状的首次出现

的当日的公元纪年日期和

时间的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医疗服务基本数据集

第2部分：住院摘要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1.00.004.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1.00.010.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1.00.014.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01.039.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10.090.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01.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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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6.00.017.00 诊疗信息 出院日期时间

Discharge date

and Time

患者实际办理出院手续时

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

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 部分：住院病
案首页

DE06.00.062.00 诊疗信息 就诊日期时间

Date and time of

visit

患者在门（急）诊就诊结

束时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

间的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2部分：门（急）

诊病历

DE06.00.092.00 诊疗信息 入院日期时间

Admission date

and time

患者实际办理入院手续时

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

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 部分：住院病

案首页

DE06.00.181.00 诊疗信息 急诊抢救记录

Emergency rescue

records 对急诊抢救过程的描述 AN..2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2部分：门（急）

诊病历

DE06.00.218.00

诊疗信息

抢救结束日期时

间

Enddateandtime

of rescue

实施抢救的结束时间的公
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
描述

DT15 —— DT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2部分：门（急）诊
病历

DE06.00.221.00 诊疗信息

抢救开始日期时

间

Start date and

time of rescue

实施抢救的开始时间的公

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

描述
DT15 —— DT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2部分：门（急）

诊病历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6.00.017.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6.00.062.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6.00.092.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6.00.181.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6.00.218.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6.00.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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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8.10.013.00 诊疗信息 医疗机构名称

Name of medical

institution

患者在住院诊疗所在的医

疗机构名称 AN..7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8.10.026.00 诊疗信息 入院科别
Admission

department

患者入院时，入驻的科室

名称
AN..5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ADE03.01.001 诊疗信息 院内抢救 Hospital rescue

标识就诊患者是否开展院

内抢救
T/F —— L —— N

沈洪，刘中民著.急诊

与灾难医学 第3版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18.10

ADE03.01.004 诊疗信息 就诊后处置

Post-visit

treatment
患者就诊后的处理手段 AN..500 —— S1 —— N

唐佩福, 王岩, 骨折

手术学[M]. 北京：人

民军医出版

社.2013.11

6.2.3 病史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8.10.013.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8.1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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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2.10.008.00 传染病史 传染病史

Infection

history

患者既往所患急性或慢性

传染病疾病名称的详细描

述

AN..100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DE03.00.031.00
个人史 戒酒年龄

Age of

abstinence
饮酒者戒酒成功时的周岁

年龄，计量单位为岁 N..2 —— N 岁 N

卫生信息元目录 第

5 部分：健康危险因

素

DE03.00.053.00 个人史 日吸烟量

Daily smoking

volume

最近 1 个月内个体平均
每天的吸烟量，计量单位
为支 N..3 —— N 支 N

卫生信息元目录 第

5 部分：健康危险因

素

DE03.00.054.00 个人史 日饮酒量

Daily alcohol

consumption

个体平均每天的饮酒量相

当于白酒量，计量单位为

两

N..3 —— N 两 N

卫生信息元目录 第

5 部分：健康危险因

素

DE03.00.065.00 个人史 停止吸烟时长

Duration of

smoking

cessation

本人停止吸烟的时间长

度 ，计量单位为 d N..5 —— N d N

卫生信息元目录 第

5 部分：健康危险因

素

DE03.00.072.00
个人史 吸烟时长

Duration of

smoking

个体吸烟的累积时间长

度 ，计量单位为年
N..2 —— N 年 N

卫生信息元目录 第

5 部分：健康危险因

素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10.008.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31.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53.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54.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65.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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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3.00.073.00 个人史 吸烟状况代码

Smoking status

code

个体过去和现在的吸烟情

况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N1

1.从不吸烟； 2.

过去吸，已戒

烟 ；3.吸烟

S2 —— N

卫生信息元目录 第

5部分：健康危险因

素

DE03.00.075.00 个人史 饮酒史 Drinking history 既往饮酒情况 N1

0.无；1,有；2.

未调查
N —— N

健康体检体征数据元

规范

DE03.00.077.00 个人史 饮酒时长
Duration of

drinking

个体饮酒的累积时间长

度，计量单位为a N..2 —— N a N

卫生信息元目录 第

5部分：健康危险因

素

DE03.00.081.00 个人史 饮食习惯代码

Dietary habits

code

个体饮食习惯在特定编码

体系中的代码
N1 CV03.00.107 S3 —— N

卫生信息元目录 第

5部：健康危险因素

DE02.10.098.00 个人史 婚姻史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history

对患者婚育史的详细描述 AN..100
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DE02.10.039.00 个人史 家族病史 Family history

个体三代以内有血缘关系

的家族成员所患疾病在特

定分类中的代码

N1

l.家族遗传
性疾病史 2.
家族精神疾
病史 9.其他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73.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75.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77.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3.00.0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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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2.10.043.00 个人史
遗传性疾病
史

Genetic history

三代以内有血缘关系的家

族成员中所患遗传疾病史

的描述

AN..200
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DE02.10.099.00 个人史 既往史 Past history
既往健康状况及重要相关

病史的描述 AN..100
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DE02.10.022.00 过敏史 过敏史描述 Allergy records

患者既往发生过过敏情况

的详细描述
AN..100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DE05.01.022.00 过敏史 过敏源 Allergens

诱发卫生服务对象过敏性

疾病的物质代码
N..3 CV05.01.038 S3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DE02.10.061.00 手术史 手术史 Surgery history

患者既往接受手术/操作

经历的详细描述
AN..100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DE04.02.001.00 手术史 既往手术名称

Previous surgery

name 患者既往做过的手术名称 AN..100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2.10.022.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5.0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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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06.00.106.00

输血史 输血史标识代码

Transfusion

History
identification
code

既往有无输血经历的分类

代码
N1

1.有；2.无；9.

未说明
S2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4 部分:健康
史

DE06.00.264.00 输血史 输血反应标志

Transfusion

reaction signs

标识患者术中输血后是否

发生了输血反应的标志
T/F —— L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5部分：一般治疗

处置记录

DE08.50.040.00 输血史 输血品种代码

Transfusion type

code

输入全血或血液成分类别

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N..2 CV04.50.021 S3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5部分：一般治疗

处置记录

DE05.10.031.00 现病史

一般健康状况标

志

General health

signs

标识患者既往是否健康的

标志
T/F —— L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12部分：入院记录

ADE04.01.001.00 现病史 患病诱因

Causes of

disease

患病诱因是指在病因存在

下具有促进疾病或病理过

程发生发展的因素。
N..2 表1 S3 —— N

步宏，李一雷著.病理

学 第9版[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8.07

ADE04.01.002.00 现病史 患病机制

Mechanism of

disease

在身体受到内外环境的影

响而导致身体失衡和疾病

发生的病理过程
N..2 表2 S3 —— N

步宏，李一雷著.病理

学 第9版[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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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E04.01.003.00 现病史 临床表现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临床表现常指医学中患者

得了某种疾病后身体发生

的一系列异常变化

N..2 表 3 S3 —— N
步宏，李一雷著.病
理学 第 9 版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8.07

ADE04.01.004.00 现病史 首次发作时间 Time of first attack
疾病首次出现的公元纪年

的描述 DT15 —— DT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2.10.005.00 现病史 症状的变化 Changes in
symptoms

患者的症状是否随时间和

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AN..100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3.00.001.00 现病史 暴露因素 Exposure
factor

患者生活环境、工作环境、

饮食习惯变化的详细描述
AN..2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4.500.001.00 现病史
前期变应原
试验

Prophase

allergen test

患者曾经变应原试验情况

的详细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6.2.4 中医四诊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DE）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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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10.001.00 望诊 望神
Inspection of spirit

望神是指医生通过观察人

体生命活动的整体外在表

现以判断整体病情的方

法，重点是眼神、神情、

气色、体态。

N1

1.得神；2.少神；

3.失神；4.假神；

5.神乱； 9.未说

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02.00
望诊

望色 Inspection of color

望色是医生通过观察病人

全身皮肤色泽变化来诊察

病情的方法，包括望颜色

和光泽。

N1

1.常色：红黄隐

隐、明润含蓄；

2.病色：青；3.

病色：赤；4.病

色：黄；5.病色：

白；6.病色：黑；

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03.00 望诊 望形体 Inspection of body

望形体是观察病人形体的

强弱胖瘦、体质特征等以

诊察病情的方法。

N1

1.形体强壮；2.

形体羸弱；3.形

体肥胖；4.形瘦

乏力；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04.00 望诊 望舌质·舌神 Look at the tongue

望舌质是指医生通过观察

患者舌质以了解病情的诊

察方法，包括舌神、舌色、

舌形、舌态、舌下络脉。

N1
1.荣舌；2.枯舌；

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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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10.005.00 望诊 望舌质·舌色 Tongue color

inspection

望舌质是指医生通过观察

患者舌质以了解病情的诊

察方法，包括舌神、舌色、

舌形、舌态、舌下络脉。

N1

1.淡红舌；2.淡

白舌；3.红舌；

4.绛舌；5.青紫

舌；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06.00 望诊 望舌质·舌形 elateriform

望舌质是指医生通过观察

患者舌质以了解病情的诊

察方法，包括舌神、舌色、

舌形、舌态、舌下络脉。

N1

1.老舌；2.嫩舌；

3.胖舌；4.瘦舌；

5.齿痕舌；6.点

刺舌；7.裂纹舌；

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07.00 望诊 望舌质·舌态 Tongue inspection

望舌质是指医生通过观察

患者舌质以了解病情的诊

察方法，包括舌神、舌色、

舌形、舌态、舌下络脉。

N1

1.痿软舌；2.强

硬舌；3.歪斜舌；

4.颤动舌；5.吐

弄舌；6.短缩舌；

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08.00 望诊
望舌质·舌下络

脉

Look at the

sublingual veins

望舌质是指医生通过观察

患者舌质以了解病情的诊

察方法，包括舌神、舌色、

舌形、舌态、舌下络脉。

N1

1.正常舌络；2.

异常舌络；9.未

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09.00 望诊 望舌苔·苔质 Tongue coating

望舌苔是指医生通过观察

患者舌苔以了解病情的诊

察方法，包括苔质和苔色。

N1

1.薄苔；2.厚苔；

3.润苔；4.燥苔；

5.腻苔；6.腐苔；

7.剥落苔；9.未

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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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10.010.00 望诊 望舌苔·苔色 Tongue color

inspection

望舌苔是指医生通过观察

患者舌苔以了解病情的诊

察方法，包括苔质和苔色。

N1

1.白苔；2.黄苔；

3.灰黑苔； 9.

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11.00 闻诊 听语声 Voice listening

听语声主要指病人在疾病

过程中说话的声音，以及

呻吟、惊呼等异常声响。

N1

1.常声；2.语声

重浊；3.音哑与

失音；4.呻吟；

5.惊呼；9.未说

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12.00 闻诊 听语言 Listen to language

听语言主要诊察病人的语

言表达与应答能力有无异

常、吐词是否清晰流利等。

N1

1.常声；2.谵语；

3.郑声；4.独语；

5.错语；6.狂言；

7.语言謇涩 9.未

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13.00 闻诊 听呼吸 Listening to breath

听呼吸是诊察病人呼吸频

率的快慢、气息的强弱、

呼吸音的清浊、呼吸是否

均匀通常等情况。

N1

1.呼吸匀畅，不

快不慢；2.喘；

3.哮；4.气短；

5.少气；9.未说

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14.00 闻诊 听病变声音 Hearing diseased

sounds

听患者因脏腑功能失调所

发出的咳嗽、呕吐、肠鸣

等异常声响，以判断病变

寒热虚实等性质。

N1

1.常声；2.咳嗽；

3.呕吐；4.呃逆；

5.嗳气；6.太息；

7.喷嚏；8.鼻鼾；

9.肠鸣；99.未说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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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ADE04.10.015.00 闻诊 嗅气味 smell

嗅气味是指嗅辨病人身体

气味与病室气味以诊察疾

病的方法。

N1

1.气味酸腐臭

秽；2.气味不重，

或微有腥臭；9.

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16.00 问诊 问寒热 Enquiring about

cold and heat

问寒热是指询问病人有无

怕冷或发热的感觉。

N1

1.恶寒发热；2.

但寒不热；3.但

热不寒；4.寒热

往来；5.无寒热；

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17.00 问诊 问汗 Inquiry about

sweating

问汗是指询问病人有无汗

出异常的情况。

N1

1.无汗；2.有汗；

3.自汗；4.盗汗；

5.绝汗；6.战汗；

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18.00 问诊 问疼痛性质 Question the nature

of pain

询问患者疼痛的性质特

点。

N1

1.胀痛；2.窜痛；

3.刺痛；4.固定

痛；5.冷痛；6.

灼痛；7.绞痛；

8.隐痛；9.重痛；

10.闷痛；11.酸

痛；12.掣痛；13.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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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痛；99.未说明

ADE04.10.019.00 问诊 问疼痛部位 Ask where the pain

is
询问患者疼痛的部位。 N1

1.头痛；2.胸痛；

3.协痛；4.脘痛；

5.腹痛；6.腰痛；

7.背痛；8.四肢

痛；9.周身疼痛；

9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20.00 问诊 问头身胸腹不适
Ask head, body,

chest and abdomen

discomfort

询问患者头身胸腹不适。 N1

1.头晕；2.胸闷；

3.心悸；4.胁胀；

5.脘痞；6.嘈杂；

7.腹胀；8.身重；

9.麻木；10乏

力；9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21.00 问诊 问耳 interear
询问患者有无耳鸣、耳聋、

重听等听觉变化。

N1

1.耳鸣；2.耳聋；

3.重听；9.未说

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22.00 问诊 问目 Maname 询问患者眼部不适。

1.目涩；2.目痒；

3.目痛；4.目昏、

雀盲、歧视；9.

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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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10.023.00 问诊 问睡眠 Questioning sleep

询问患者睡眠时间长短、

入睡难易、是否易醒、有

无多梦等。

N1
1.失眠；2.嗜睡；

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24.00 问诊 问口渴与饮水 Ask thirst and

drink water

询问患者口渴的感觉及实

际饮水的多少喜恶。

N1

1.口不渴；2.口

渴多饮；3.渴不

多饮；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25.00 问诊 问口渴与饮水 Ask thirst and

drink water

询问患者口渴的感觉及实

际饮水的多少喜恶。

N1

1.口不渴；2.口

渴多饮；3.渴不

多饮；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26.00 问诊 问食欲与食量 Ask about appetite

and quantity

询问患者进食的要求、对

进食的欣快感觉和实际进

食量的多少。

N1

1.食欲减退；2.

厌食；3.消谷善

饥；4.饥不欲食；

5.偏嗜食物；9.

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27.00 问诊 问口味 Ask the taste
询问患者口中有无异常的

味觉或气味。

N1

1.口淡；2.口苦；

3.口甜；4.口酸；

5.口咸；6.口涩；

7.口黏腻；9.未

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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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10.028.00 问诊 问大便 Ask about bowel

movements

询问患者大便次数、大便

性状及排便感受。

N1

1.便秘；2.泄泻；

3.完谷不化；4.

溏结不调；5.黏

液脓血便；6.便

血；7.肛门灼热；

8.里急后重；9.

排便不爽；10.

滑泄失禁；11.

肛门气坠；99.

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29.00 问诊 问小便 Ask about bowel

movements

询问患者小便便量、小便

次数、及排便感受。

N1

1.尿量增多；2.

尿量减少；3.小

便次数增多；4.

小便次数减少；

5.小便涩痛；6.

余沥不尽；7.小

便失禁；8.遗尿；

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30.00 问诊 问月经 Ask about

menstruation
询问女性患者月经情况。 N1

1.月经先期；2.

月经后期；3.月

经先后不定期；

4.经期延长；5.

月经过多；6.月

经过少；7.经色、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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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质异常；8.崩

漏；9.闭经；10.

痛经；99.未说明

ADE04.10.031.00 问诊 问带下 Ask for advice 询问女性患者带下情况。 N1

1.白带；2.黄带；

3.赤白带；9.未

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32.00 问诊 问男子 Ask male patients

about andrology
询问男性患者男科情况。 N1

1.阳痿；2.遗精；

3.早泄；9.未说

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33.00 问诊 问小儿

The infantile-infant

patients were asked

about their

conditions before

and after birth

询问婴幼儿患者出生前后

情况、家族遗传病史、预

防接种及传染病史。

AN..500 — —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34.00 问诊 问情绪 Ask emotion 询问患者情绪情况 N1

1.烦躁；2.情志

抑郁；3.过度兴

奋；4.焦虑；5.

恐惧；9.未说明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2021,06

ADE04.10.035.00 脉诊 脉诊 pulse-taking
脉诊是医生用手指切按患

者的脉搏，感知脉动应指

N1 表 4
S1

—— N

李灿东.中医诊断学

[M].北京：中国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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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以了解病情的诊

察方法。

药出版社,2021,06

6.2.5 体格检查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DE）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DE04.10.046.00 体格检查 腹部检查结果

Abdominal

examination

results

对患者腹部（肝脾等）检

查结果的详细描述，

包括视触叩听的检有结果
AN..1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部分：入院记录

DE04.10.082.00 体格检查 呼吸频率 Respiratory rate

受检者单位时间内呼吸的

次数，计量单位为次/min N..3 —— N 次/min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7部分：体格检查

DE04.10.093.00 体格检查 脊柱检查结果

Spinal

examination

results

对患者脊柱检查结果的详

细描述 AN..1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部分：入院记录

DE04.10.118.00 体格检查 脉率 Pulse rate

每分钟脉搏的次数测量

值 ,计量单位为次/min N2..3 —— N 次/min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7部分：体格检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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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046.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082.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093.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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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4.10.126.00 体格检查

皮肤和黏膜检查

结果

Skin and mucous

membrane

examination

results

对患者皮肤和黏膜检查结

果的详细描述
AN..1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部分：入院记录

DE04.10.149.00 体格检查

神经系统检查结

果

Neurolog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对患者神经系统检查结果

的详细描述
AN..1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部分：入院记录

DE04.10.167.00
体格检查 身高 Height

个体身高的测量值，计量

单位为cm N4..5,1 —— N cm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7部分：体格检查

DE04.10.174.00 体格检查 收缩压

Systolic

pressure

收缩压的测量值，计量单

位单位为mmHg N2..3 —— N mmHg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7部分：体格检查

DE04.10.176.00 体格检查 舒张压

Diastolic

pressure

舒张压的测量值，计量单

位单位为mmHg N2..3 —— N mmHg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7部分：体格检查

DE04.10.179.00 体格检查 四肢检查结果

Limb examination

results

对患者四肢检查结果的详

细描述
AN..1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部分：入院记录

DE04.10.186.00 体格检查 体温 Temperature

体温的测量值，计量单位

为℃ N4,1 —— N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7部分：体格检查

DE04.10.188.00 体格检查 体重 Weight

体重的测量值，计量单位

单位为kg N3..5,2 —— N kg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7部分：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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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26.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49.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67.00
../../AOC/Desktop/协会标准/7项团标/骨科数据集团体标准送审材料   最终版/5.髋部骨折/AppData/Roaming/Microsoft/Excel/Documents/liuwa/Documents/WeChat Files/liuwanheng/FileStorage/Dict/8.10.6.0/resultui/html/index.html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74.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76.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79.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86.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188.00
../../AOC/Desktop/协会标准/7项团标/骨科数据集团体标准送审材料   最终版/5.髋部骨折/AppData/Roaming/Microsoft/Excel/Documents/liuwa/Documents/WeChat Files/liuwanheng/FileStorage/Dict/8.10.6.0/resultui/htm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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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4.10.225.00 体格检查 颈部检查结果

Neck examination

results

对患者颈部检查结果的详

细描述
AN..1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部分：入院记录

DE04.10.261.00 体格检查

头部及其器官检

查结果

Head and its

organ

examination

results

对患者头部及其器官检查

结果的详细描述
AN..1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部分：入院记录

DE04.10.263.00

体格检查 胸部检查结果

Chest

examination

results

对患者胸部（胸廓、心脏、 血

管）检查结果的详细描

述，包括视触摸扣听检查结
果

AN..100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部分：入院记录

DE04.50.140.00 体格检查 检查日期

Date of

examniation

项目检查执行当日的公元

纪年日期的完整描述检查

日期
D8 —— D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4部分：检查检验

记录

ADE04.10.036.00 全身查体 面部形态 Facial
morphology

患者是否有腺样体面容的

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录

ADE04.10.037.00 全身查体 患者姿势 Patient
posture

患者因疾病症状引起的特

殊姿势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ADE04.10.038.00 全身查体 面部特征 Facial
features

患者下眼睑褶皱、唇上摩

擦痕的详细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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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10.225.00
../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4.50.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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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专科检查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ADE04.10.039.00 专科查体 耳部皮肤情况 Ear skin condition
患者外耳道皮肤是否有湿

疹表现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ADE04.10.040.00 专科查体 鼓室积液情况 Tympanic effusion

患者鼓室是否有积液、伴

有鼓室积液患者积液情况

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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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10.041.00 专科查体 内耳功能情况 Inner ear function
患者听力及平衡情况的描

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ADE04.10.042.00 专科查体
前鼻镜下鼻黏
膜的色泽

The color of the
nasal mucosa under
anterior rhinoscopy

前鼻镜下患者鼻黏膜色泽
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10.043.00 专科查体

前鼻镜下鼻黏膜
的湿润度

The wetness of the
nasal mucosa under
anterior rhinoscopy

前鼻镜下患者鼻黏膜湿润
度情况的描述

AN. .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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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10.044.00 专科查体
前鼻镜下鼻甲
肥大程度

Degree of turbinate
hypertrophy under
anterior rhinoscopy

前鼻镜下患者鼻甲肥大情
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10.045.00 专科查体 咽后壁情况 咽后壁情况

患者咽后壁血管增生和淋

巴滤泡增生情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10.046.00 专科查体 悬雍垂情况 Uvula condition
患者悬雍垂肿胀情况的描

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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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30.001.00 鼻内镜专科
辅助检查

鼻内镜下鼻黏
膜的色泽

The color of the

nasal mucosa under

nasal endoscopy

患者鼻内镜下鼻黏膜色泽

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30.002.00 鼻内镜专科
辅助检查

鼻内镜下鼻黏
膜的湿润度

The wetness of the

nasal mucosa under

nasal endoscopy

患者鼻内镜下鼻黏膜湿润

度情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30.003.00 鼻内镜专科
辅助检查

鼻内镜下鼻甲
肥大程度

Degree of turbinate

hypertrophy under

nasal endoscopy

患者鼻内镜下鼻甲肥大情

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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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30.004.00 鼻内镜专科
辅助检查

鼻内镜下鼻腔
分泌物特点

Nasal secre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

nasal endoscopy

患者鼻内镜下鼻腔分泌物

颜色、粘稠度、分泌量情

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30.005.00 鼻内镜专科
辅助检查

鼻内镜下鼻腔
新生物情况

New biological

situation of nasal

cavity under nasal

endoscopy

患者鼻内镜下鼻腔是否有

新生物以及新生物颜色、

质地、位置、范围情况的

详细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50.001.00 鼻分泌物细
胞学检查

上皮细胞 Epithelial cell
患者鼻腔分泌物上皮细胞

脱落、崩解情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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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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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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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50.002.00 鼻分泌物细
胞学检查

中性粒细胞 neutrophil
患者鼻腔分泌物中性粒细

胞浸润情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50.003.00 鼻分泌物细
胞学检查

嗜酸性粒细胞 eosinophil
患者鼻腔分泌物嗜酸性粒

细胞浸润情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ADE04.50.004.00 鼻分泌物细
胞学检查

肥大细胞或嗜
碱性粒细胞

Mast cells or

basophils

患者鼻腔分泌物肥大细

胞、嗜碱性粒细胞浸润情

况的描述

AN..5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
鼻炎[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7.05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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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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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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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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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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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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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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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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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6.001.00
评分量表

治疗前视觉模拟

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before treatment

视觉模拟量表 (VAS) 是

一种经过验证的对急性和

慢性疼痛的主观测量。通

过在代表“无痛”和“最痛”

之间的连续统的 10厘米

线上做一个手写标记来记

录分数。（治疗前） N..2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ADE04.10.009.01
评分量表 治疗前鼻结膜炎

生存质量量表

Nasal conjunctivitis

Quality of Life Scale

before treatment

RQLQ共包括 7个方面(活

动能力、睡眠情况、发热

症状、实际问题、鼻部症

状、眼部症状及情绪方面)

的 28个问题。各条目均予

以 0～6分(0分为无影响，

6分为严重受损)计。计算

各部分得分的平均值以及

总分，高分代表着生活质

量较差。（治疗前）

N..3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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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10.009.06
评分量表 治疗前鼻部症

状总评分

Tinnitus Severity

Score before

treatment

包含鼻痒、鼻塞、喷嚏和

流涕四个鼻部症状的评

分。每个症状的严重程度

根据不同的标准被赋予 0

到 3分的分值，最终的总

分是这四个症状评分的总

和，范围从 0到 12分。（治

疗前）

N..2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ADE04.10.009.07 评分量表

治疗前鼻窦鼻

腔结果测量 20

条量表

the Sno-Nasal

Oatcone Tes-20

before treatment

由 20条条目组成，对鼻部

症状、睡眠、情绪等方面

的问题进行 1-3 分的评分

（治疗前）

N..3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ADE04.10.009.08 评分量表
治疗前鼻内镜

评分

Lund-Kennedy

before treatment

评价涉及鼻腔息肉堵塞情

况、水肿程度、鼻漏性质、

瘢痕及结痂情况,共五项,

每侧最大计分 10 分,双侧

最大计分 20分。（治疗前）
N..2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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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6.2.7 西医诊断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ADE05.01.001.00 鼻部疾病 过敏性鼻炎 Allergic rhinitis

过敏性鼻炎是指个体接触

致敏原后主要由免疫球蛋

白 IgE介导，机体的免疫

活性细胞和细胞因子等参

与的，以发作性喷嚏、流

涕和鼻塞为主要症状的鼻

黏膜慢性炎症性疾病。

AN5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ADE05.01.002.00 诊断分型 持续性 Continuity
过敏性鼻炎症状发作≥4d/周，

且≥连续4周。
AN3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T/BIA XXXX—202X

40

ADE05.01.003.00 诊断分型 间歇性 Intermittent
过敏性鼻炎症状发作＜4d/

周，或＜连续4周。
AN3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ADE05.01.004.00 诊断分型 常年性 Perennial

过敏性鼻炎症状发作呈常年

性，常见过敏原为尘螨、蟑

螂、动物皮屑等室内常年性

吸入过敏原，以及某些职业

性过敏原。

AN3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ADE05.01.005.00 诊断分型 季节性 Seasonal

过敏性鼻炎症状发作呈季节

性，常见过敏原为花粉、真

菌等季节性吸入过敏原。

AN3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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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5.01.006.00 诊断分级 轻度 Mild

过敏性鼻炎症状轻微，对生

活质量（包括睡眠、日常生

活、工作学习）未产生明显

影响。

AN2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ADE05.01.007.00 诊断分级 中-重度
Moderate to

severe

过敏性鼻炎症状较重或严

重，对生活质量产生明显影

响。

AN4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2022年，修

订版）[J]．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2022，

57（2．

DE05.01.024.00 诊断

其他诊断疾病

编码

Other diagnosis

disease code

出院诊断中除主要诊断

外的其他诊断在特定编

码体系中的编码
AN..11

GB/T

14396-2016 S3 —— N ——

DE05.01.024.00 诊断

主要诊断疾病

编码

Primary diagnosis

disease code

出院诊断中的主要诊断

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编

码
AN..11

GB/T

14396-2016 S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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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5.01.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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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5.01.025.00 诊断 其他诊断名称

Other diagnosis

name

出院时除主要诊断及医

院感染名称（诊断） 外的

其他西医诊断,包括并发

症和合并症

AN..50 —— S1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DE05.01.025.00
诊断 主要诊断名称

Primary diagnosis

name

患者住院过程中对身体

健康危害最大， 花费医疗

资源最多， 住院时间最长

的疾病诊断。外科的主要

诊断指患者住院接受手

术进行治疗的疾病;产科

的主要诊断指产科的主

要并发症或伴随疾病

AN..50 —— S1 —— 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10部分：住院病案

首页

6.2.8 中医诊断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ADE05.01.008.00 中医诊断病名 鼻鼽
Allergic
rhinitis

因禀质特异，脏腑虚损，

兼感外邪，或感受花粉、

粉尘及不洁之气所致。

AN2 —— S1 —— N
GB/T
16751.1-2023
中医临床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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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以突然或反复的鼻

痒、喷嚏频作，鼻流如

水，鼻塞等为特征的鼻

病。

疗术语 第 1
部分：疾病

ADE05.01.009.00 辨证分型 肺气虚寒证
Syndrome of
cold deficiency
of lung qi

鼻痒，喷嚏频频，清涕

如水，鼻塞，嗅觉减退，

鼻黏膜淡白或灰白，下

鼻甲肿大光滑。畏风怕

冷，自汗，气短懒言，

语声低怯，面色苍白，

或咳嗽痰稀。舌质淡，

舌苔薄白，脉虚弱。

AN5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5.01.010.00 辨证分型 脾气虚弱证

Syndrome of
Spleen Qi
Deficiency

鼻痒，喷嚏突发，清涕

连连，鼻塞，鼻黏膜淡

白，下鼻甲肿胀。面色

萎黄无华，消瘦，食少

纳呆，腹胀便秘，倦怠

乏力，少气懒言。舌淡

胖，边有齿痕，苔薄白，

脉弱

AN5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5.01.011.00 辨证分型 肾阳不足证
Deficiency of
kidney Yang
syndrome

清涕长流，鼻痒，喷嚏

频频，鼻塞，鼻黏膜苍

白、肿胀。面色苍白，

AN5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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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寒肢冷，腰膝酸软，

小便清长，或见遗精早

泄。舌质淡，苔白，脉

沉细。

社,2023,08

ADE05.01.012.00 辨证分型 肺经伏热
The lung
meridian has
latent heat

鼻痒，喷嚏，流清涕，

鼻塞，常在闷热天气发

作，鼻黏膜色红或暗红，

鼻甲肿胀，或见咳嗽，

咽痒，口干烦热。舌质

红，苔白或黄，脉数。

AN5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5.01.013.00 辨证分型 其他辨证分型
Other
dialectical
types

除上述证型以外的其他

证型。
AN..20 —— S1 —— N ——

ADE05.01.014.00 八纲辨证 表里
Exterior and

Interior

表、里是辨别病变部位

外内、浅深的两个纲领。

表与里是相对的概念，

表证、里证的辨别主要

以临床表现为依据，不

能把表、里简单地理解

为固定的解剖部位。

N1

1.表证

2.里证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ADE05.01.015.00 八纲辨证 寒热 Cold and Heat

寒、热是辨别疾病性质

的两个纲领。寒证与热

证实际是机体阴阳偏

盛、偏衰的具体表现。

N1

1.寒证

2.热证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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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热辨证,不能孤立地根

据个别寒热症状作判断,

而是应在综合四诊资料

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辨

识。

社，2021.6

ADE05.01.016.00 八纲辨证 虚实

Deficiency and

Excess

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

的两个纲领。实主要指

邪气盛实 ,虚主要指正

气不足 ,故实与虚主要

反映病变过程中人体正

气的强弱和致病邪气的

盛衰。

N1

1.虚证

2.实证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ADE05.01.017.00 八纲辨证 阴阳 Yin andYang

阴、阳是归类病证类别

的两个纲领。阴、阳分

别代表事物相互对立的

两个方面 ,无所不指 ,也

无所定指 ,病证一般都

可用阴阳进行概括或归

类。阴证与阳证是根据

阴与阳的基本属性而划

分的 ,还可以用于归纳

疾病的病位、病性和病

势。

N1
1.阴证

2.阳证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ADE05.01.018.00 脏腑辨证 脏病 Zang Organ
Disease

脏腑辨证是根据脏腑的N1 1.心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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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功能及病理特点,对

四诊所收集的各种病情

资料进行分析、归纳,辨

别疾病所在的脏腑部位

及病性的一种辨证方

法。脏病即病在五脏。

2.肺

3.脾

4.肝

5.肾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ADE05.01.019.00 脏腑辨证 腑病 Fu Organ Disease

脏腑辨证是根据脏腑的

生理功能及病理特点,对

四诊所收集的各种病情

资料进行分析、归纳,辨

别疾病所在的脏腑部位

及病性的一种辨证方

法。腑病即病在六腑。

N1

1.胆

2.肠

3.胃

4.胆

5.膀胱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ADE05.01.020.00
气血辨证

血病 Blood Disease

气血辨证是根据气血的

生理功能、病理特点,对

四诊所收集的各种病情

资料进行分析、归纳，

以辨别疾病当前病理本

质是否存在若气血病证

的辨证方法。血病的主

要病理变化为血液不

足，或血行障碍。

N1

1.血虚证 2.

血瘀证 3.血

热证 4.血寒

证 5.其他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ADE05.01.021.00 气血辨证 气血同病 Qi and Blood
Disease

气血辨证是根据气血的

生理功能、病理特点,对N1
1.气滞血瘀

2.气虚血瘀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T/BIA XXXX—202X

47

四诊所收集的各种病情

资料进行分析、归纳，

以辨别疾病当前病理本

质是否存在若气血病证

的辨证方法。既见气病，

又见血病的状态即为气

血同病。气血同病辨证

是根据气与血关系的特

点，分析辨认气血病证

的辨证方法。

3.气血两虚

4.气不摄血

5.气随血脱

6.其他

社，2021.6

ADE05.01.022.00 津液辨证 津液病
Body Fluid

Disease

津液辨证是根据津液的

生理和病理特点，对四

诊所收集的各种病情资

料进行分析、归纳，辨

别疾病当前病理本质是

否存在津液证候的辨证

方法。津液病主要以津

液亏虚和津液输布与运

行障碍为主。

N1

1.津液不足 2.

阳水 3.阴水

4.痰证

5.饮证

6.其他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ADE05.01.023.00 六经辨证 六经辨证
Six Meridians

Differentiation

六经辨证是以六经所系

经络、脏腑的生理病理

为基础，将外感病过程

中所出现的各种证，综

合归纳为太阳病证、阳

经

N1

1.太阳经 2.阳

明经 3.少阳经

4.太阴经 5.少

阴经 6.厥阴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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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病证、少阳病证、太

阴病证、少阴病证、厥

阴病证六类，从病变部

位、疾病性质、病势进

退、邪正斗争、体质因

素等多方面阐述疾病的

发生、发展与变化,是对

疾病演变过程中各个不

同阶段的发病规律、病

变特点和病变本质的概

括 ,用以指导临床的诊

断和治疗。

ADE05.01.024.00 卫气营血辨证 卫气营血辨证
Wei Qi Ying Xue

Differentiation

卫气营血辨证是一种辨

治外感温热病的辨证方

法。将外感温热病发展

过程中所反映的不同的

病理阶段,分为卫分证、

气分证、营分证、血分

证 4个阶段,以闸明温热

病变发展过程中,病位的

浅深、病情的轻重和传

变的规律，并指导临床

治疗。

N1

1.卫分证 2.气

分证 3.营分证

4.血分证
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ADE05.01.025.00 三焦辨证 三焦辨证 Triple Energizer三焦辨证将外感温热病 N1 1.上焦证 2.中S1 —— N 中医诊断学/李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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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的各种证分别纳入上焦

病证、中焦病证、下焦

病证,着重阐明了三焦所

属脏腑在温热病过程中

的病理变化、临床表现、

证候特点及其传变规

律。

焦证：3.胃燥伤

阴 4.脾经湿热

5.下焦证 6.其

他

方朝义主编，-5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2021.6

6.2.9 检验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ADE04.50.005.00 血常规 血常规结果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血常规是指通过观察血

细胞的数量变化及形态

分布从而判断血液状况

及疾病的检查

AN..100
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
元目录第 9 部分 :
实验室检查

ADE04.50.006.00
血生化 血生化结果 blood biochemistry

检测存在于血液中的各

种离子、糖类、脂类、

蛋白质以及各种酶、激

素和机体的多种代谢产

物的含量

AN..100
0 —— S1 —— N

卫生健康信息数据

元目录第 9 部分 :

实验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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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50.007.00 专科检验
变应原激发试

验

Allergen excitation

test

将某种过敏原直接作用

于鼻黏膜，模拟自然发

病的情况，观察是否诱

发相关症状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4.50.008.00 专科检验
皮肤变应原试

验 Skin allergen test

将可疑变应原稀释后，

通过皮肤挑刺、划痕、

皮内注射等方法进入受

试者皮肤，15-25Min后，

观察试验局部皮肤是否

出现过敏现象（如红晕、

红斑、风团、瘙痒等）

来判断机体是否对该变

应原过敏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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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50.009.00 专科检验
血清总 IgE 检

测

Detection of total

serum IgE

抽取患者血液样本，分

析其血清总 IgE水平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4.50.010.00 专科检验

血 清 特 异 性

IgE检测 Serum specific IgE

detection

抽取患者血液样本，分

析其对不同变应原的

IgE水平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6.2.10 检查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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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30.006.00 CT

鼻部CT平扫+三

维重建检查结果

代码

Plain CT scan of

the nose + three

Reconstruct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Code

患者鼻部CT平扫+三维重

建检查结果的分类代码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4.30.007.00 CT

鼻部CT平扫+三

维重建检查日期

和时间

Plain CT scan of

the nose + three

Reconstruct the

inspection date

And time

患者鼻部CT平扫+三维重

建检查执行当日的公元纪

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徐克 .医学影像学

第 8 版[M].北京: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2018.07

ADE04.30.008.00 MRI
鼻部MRI检查日

期和时间
Nasal MRI

examination day

Period and time

患者鼻部MRI检查执行当

日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

的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徐克 .医学影像学

第 8 版[M].北京: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2018.07

ADE04.30.009.00 MRI
鼻部MRI检查结

果代码

The result code of

nasal MRI

examination

患者鼻部MRI检查结果的

分类代码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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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4.30.010.00 MRI
鼻 咽 MRI 检查

日期和时间

Nasopharyngeal

MRI examination

day Period and

time

患者鼻部MRI检查执行当

日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

的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徐克 .医学影像学

第 8 版[M].北京: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2018.07

ADE04.30.011.00 MRI
鼻咽MRI检查结

果代码

Nasopharyngeal

MRI examination

result code

患者鼻咽MRI检查结果的

分类代码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4.30.012.00 专科检查 鼻阻力检测
Nasal resistance

detection

通过收集正常呼吸状态下

的空气流速以及压力等信

息来测算鼻腔内的通气量,

以及前后鼻孔内压力差的

大小。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ADE04.30.013.00 专科检查 鼻声反射 Nasal sound reflex

利用声波反射的原理评估

鼻腔气道的客观检查方

法。通过对不同参数的分

析可以反映出不同深度鼻

腔结构的变化。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ADE04.30.014.00 专科检查
鼻腔最大气流量

测定

Determination of

maximum

atmospheric

利用流量计，测定患者最

大程度吸气后，用最大气

力猛地将肺内空气经鼻呼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T/BIA XXXX—202X

54

flow in the nasal

cavity
出时流量表上即读出最大

呼气流量

ADE04.30.015.00 专科检查 主观嗅觉检测

Subjective

olfactory detection

使受试者暴露于某种嗅觉

刺激物，然后对受试者的

回答或反应做出解释的检

测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ADE04.30.016.00 专科检查 嗅电图
Olfactory

electrograph

响应嗅觉刺激而发生的嗅

上皮电位，代表了嗅觉感

觉神经元发生器电位的总

和

AN..100

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ADE04.30.017.00 专科检查
化学感受事件相

关电位

Chemical

sensing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大脑对二氧化碳刺激反应

后表现在脑电图中的相关

电势（电压）

AN..1000 —— S1 —— N

韩德民 .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7.05

ADE09.10.001 心电图 心电图
electrocardiogram

心电图

（ electrocardiogram,

ECG ）是利用心电图机从

体表记录心脏每一心动

周期所产生电活动变化的

曲线图形。

T/F —— L —— N

万学红，卢雪峰著.

诊断学 第 9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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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西医内科治疗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
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ADE06.00.001.00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疾病

过敏性鼻炎的治

疗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过敏性鼻炎疾病（Allergic

Rhinitis）过敏性鼻炎是指个

体接触致敏原后主要由免疫

球蛋白 IgE介导，机体的免疫

活性细胞和细胞因子等参与

的，以发作性喷嚏、流涕和鼻

塞为主要症状的鼻黏膜慢性

炎症性疾病。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6.00.002.00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疾病
慢性鼻窦炎

Chronic

sinusitis

慢性鼻窦炎疾病(Chronic

sinusitis)一个或多个鼻窦发

生炎症称为鼻窦炎(sinusitis)，

累及的鼻窦包括：上颌窦、筛

窦、额窦和蝶窦，这是一种在

人群中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鼻窦炎可分

为急性、慢性鼻窦炎 2种。急

性鼻窦炎多由上呼吸道感染

引发，细菌与病毒感染可同时

并发。慢性鼻窦炎较急性者多

见，常为多个鼻窦同时受累。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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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03.00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疾病
鼻息肉 Nasal polyp

鼻息肉疾病(Nasal Polyp) 鼻

息肉是鼻腔黏膜高度水肿,在

重力的作用下形成的息肉样

外观的新生物。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6.00.004.00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疾病
分泌性中耳炎

Otitis media

secretory

分泌性中耳炎(Secretory

Otitis Media)是一种以中耳积

液和听力下降为特点的一种

中耳腔内非化脓性的中耳炎。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6.00.005.00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疾病

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疾病（Obstructive

SleepApnea-Hypopnea

Syndrome, OSAHS）是指各种

原因导致睡眠状态下反复出

现呼吸暂停和（或）低通气、

高碳酸血症、睡眠中断，从而

使机体发生一系列病理生理

改变的临床综合征。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6.00.006.00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疾病
嗅觉障碍 dysolfactory

嗅觉障碍疾病(Dysosmia)嗅

觉障碍是指部分或全部嗅觉

功能下降、丧失或异常。嗅神

经为嗅觉上皮穿过筛板到嗅

球的神经纤维，嗅觉能力是鼻

黏膜中嗅细胞的特性，鼻黏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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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嗅球、嗅丝或中枢神经系

统连接部损伤，可能影响嗅

觉。临床表现为嗅觉减退、嗅

觉丧失、嗅觉缺失、嗅觉倒错、

幻嗅和嗅觉刺激敏感性增加。

ADE06.00.007.00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疾病

上气道咳嗽综合

征

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UACS) 鼻腔鼻窦

炎性疾病引起鼻分泌物倒流

至鼻后和咽喉等部位，直接或

间接刺激咳嗽感受器，导致以

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

疾病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ADE06.00.008.00 眼科疾病 变应性结膜炎
Allergic

conjunctivitis

变 应 性 结 膜 炎 (Allergic

Conjunctivitis) 变应性结膜炎

又叫过敏性结膜炎。是因为过

敏导致的结膜炎。眼结膜受到

花粉，灰尘，尘螨等过敏原的

刺激，产生超敏反应。主要会

出现眼痒，白眼球，发红流泪

以及分泌物增加的表现，严重

的还会出现视力下降。过敏性

结膜炎有遗传的倾向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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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09.00 皮肤科疾病 特应性皮炎 Atopic dermatitis

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是一种常见的慢性

炎症性皮肤病，以湿疹样皮

炎、皮肤干燥和瘙痒为主要特

征。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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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10.00 消化系统疾病
嗜酸粒细胞性食

管炎

Eosinophilic
esophagitis

嗜酸粒细胞性食管炎

(Eosinophilic Esophagitis)是

一种以嗜酸粒细胞浸润为主

要特征的慢性食管炎症，表现

为吞咽困难、食物嵌顿、反流、

呕吐、腹泻等症状。

T/F —— L —— N

韩德民.过敏性鼻炎

[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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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11.00 精神系统疾病 睡眠障碍 Sleep disorder
睡眠障碍（Somnipathy）指睡

眠-觉醒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

种功能障碍。

T/F —— L —— N

葛均波，徐永建著.内

科学 第 9 版[M].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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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12.00 呼吸系统疾病 支气管哮喘 bronchial asthma

支 气 管 哮 喘 （ bronchial

asthma）简称哮喘，是一 种

以慢性气道炎症和气道 高反

应性为特征的异质性 疾病。

主要特征包括气道 慢性炎

症，气道对多种剌 激因素呈

现的高反应性， 多变的可逆

性气流受限，以及随病程延长

而导致的一系列气道结构的

改变，即气道重构。

T/F —— L —— N

葛均波，徐永建著.

内科学 第 9 版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8.07

ADE06.00.013.00 环境控制 环境控制
Environmental
control

AR患者确定了特定的过敏原

后，就应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

接触相关过敏原。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14.00 药物治疗 鼻用糖皮质激素
Nasal
glucocorticoids

是 AR的一线治疗药物，临床

推荐使用。鼻用激素分为第一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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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包括布地奈德、曲安奈德、

丙酸倍氯米松、氟尼缩松）和

第二代（包括糠酸莫米松、丙

酸氟替卡松、糠酸氟替卡松、

倍他米松、环索奈德），第二

代鼻用激素具有高亲脂性、与

受体结合力强、抗炎活性更

强、生物利用度低等特点。在

使用时按推荐剂量每天喷鼻

1～2次，对于轻度 AR和中‑

重度间歇性 AR，疗程不少于

2周；对于中‑重度持续性 AR

是首选药物，疗程 4周以上。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15.00 药物治疗 鼻用抗组胺药物
Nasal
antihistamines

是 AR的一线治疗药物，临床

推荐使用。其疗效相当于或优

于第二代口服抗组胺药，特别

是对鼻塞症状的缓解。一般每

天用药 2 次，疗程不少于 2

周。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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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16.00 药物治疗 口服抗组胺药物Oral antihistamines

第二代抗组胺药为 AR 的一

线治疗药物，临床推荐使用。

这类药物起效快速，作用持续

时间较长，能明显缓解鼻部症

状特别是鼻痒、喷嚏和流涕，

对合并眼部症状也有效，但对

改善鼻塞的效果有限。一般每

天只需用药 1次，疗程不少于

2周。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17.00 药物治疗
口服白三烯受体

拮抗剂

Oral leukotriene
receptor
antagonists

口服白三烯受体拮抗剂为治

疗 AR 的一线药物，临床推荐

使用。孟鲁司特是临床最为常

用的口服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成人 10mg每晚睡前口服，推

荐连续使用 8～12周；儿童可

根据年龄酌情减为 4mg 或

5mg的片剂或颗粒剂。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18.00 药物治疗 口服糖皮质激素
Oral
glucocorticoids

是 AR的二线治疗药物，临床

需要慎重和酌情使用。对于症

状严重难以控制的 AR 可考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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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短期口服糖皮质激素，宜选

择安全性和耐受性较好的剂

型，剂量按患者体重计算（以

泼尼松为例，剂量为 0.5～

1.0mg/kg），早晨顿服，疗程

4～7d。必须注意全身使用糖

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避免用

于儿童、老年人以及有糖皮质

激素使用禁忌证的患者。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19.00 药物治疗
口服肥大细胞膜

稳定剂

Oral hypertrophic
cell membrane
stabilizer

肥大细胞膜稳定剂为 AR 的

二线治疗药物，临床酌情使

用。这类药物属于色酮类化合

物，包括色甘酸钠、尼多酸钠、

四唑色酮、奈多罗米钠、吡嘧

司特钾和曲尼司特等。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20.00 药物治疗
鼻用肥大细胞膜

稳定剂

Nasal hypertrophic
cell membrane
stabilizer

鼻腔局部应用肥大细胞膜稳

定剂
AN..1000—— S1 —— N

ADE06.00.021.00 药物治疗 鼻用减充血剂 Nasal decongestant
第一种为非选择性受体激动

的拟交感胺类，包括肾上腺素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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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麻黄碱等，可以同时兴奋α

和β肾上腺素能受体，全身及

局部不良反应较明显；第二种

为选择性受体激动的半拟交

感胺类（咪唑啉衍生物类），

包括羟甲唑啉、赛洛唑啉、萘

甲唑啉等，是目前常用的鼻腔

减充血剂。减充血剂使用不当

可致药物性鼻炎。鼻用减充血

剂可快速有效缓解鼻塞，临床

酌情使用。为减少其不良反

应，建议尽量选择咪唑啉类药

物的鼻喷剂型，同时建议选用

较低浓度的制剂，连续用药不

超过 2 周，儿童患者更需注

意。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22.00 药物治疗
鼻用抗胆碱能药

物

Nasal
anticholinergic
drugs

目前主要药物有苯环喹溴铵

和异丙托溴铵等。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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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23.00 药物治疗 鼻腔盐水冲洗
Saline nasal
irrigation

鼻腔盐水冲洗是一种安全、方

便、价廉的治疗方法，通常用

于鼻腔和鼻窦炎性疾病的辅

助治疗，具有稀释黏液、改善

黏液纤毛清除功能、减轻黏膜

水肿和减少鼻腔鼻窦中的过

敏原负荷等作用。目前在临床

使用的鼻腔冲洗装置和方法

主要有鼻腔灌洗、喷液和雾化

等，冲洗液包括生理盐水、深

海盐水和高渗盐水等种类。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ADE06.00.024.00 药物治疗 抗 IgE治疗 Anti-ige therapy

奥马珠单抗为生物制剂，目前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的适应证为成人和 6 岁以

上儿童中‑重度持续性变应性

哮喘。治疗开始前测定血清总

IgE，结合患者体重计算给药

剂量和给药频率，每次给药剂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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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75～600mg，按照需要

分 1～4次皮下注射，每 2周

或 4周给药 1次，具体参照药

品说明书的规定。血清总 IgE

1500IU/ml的患者不在推荐剂

量表范围内。

修订版）[J].

ADE06.00.025.00 免疫治疗 皮下免疫治疗
Subcutaneous
immunotherapy

通过皮下注射的方式多次给

予患者疾病相关的变应原提

取物，并逐步增加剂量至维持

剂量，从而诱导机体对该变应

原产生免疫耐受，明显减轻甚

至消除患者再次接触该变应

原时的临床症状。

AN..1000—— S1 —— N

刘晓,李佳钰,陈壮桂,

等.儿童尘螨变应原皮

下特异性免疫治疗的

研 究 进 展 [J]. 新 医

学,2024,55(11):936-94

3.

ADE06.00.026.00 免疫治疗 舌下免疫治疗
Sublingual
immunotherapy

通过舌下含服的方式多次给

予患者疾病相关的变应原提

取物，并逐步增加剂量至维持

剂量，从而诱导机体对该变应

原产生免疫耐受，明显减轻甚

至消除患者再次接触该变应

原时的临床症状。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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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中医治疗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ADE06.00.027.00 温肺散寒，益气固表
法

温肺止流丹加减Modified Wen
Fei Zhi Liu Dan 温肺散寒，益气固表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益气健脾，升阳通窍
法

补中益气汤加减
Modified
Buzhong Yiqi
Decoction

益气健脾，升阳通窍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温补肾阳，化气行水
法

真武汤加减
Modifications to
the Zhenwu
Decoction

温补肾阳，化气行水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清宣肺气，通利鼻窍
法

辛夷清肺饮加减
Modified Xinyi
Qingfei
Decoction

清宣肺气，通利鼻窍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ADE06.00.027.00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对变应性疾病患者的健康教

育可以分为 3个方面：首诊教

育、强化教育（随诊教育）以

及家庭和看护人员教育。

AN..1000—— S1 —— N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

科组,中华医学会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

鼻科学组.

中国过敏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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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其他 其他中药处方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除以上治法的其他治法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外治法 滴鼻法 Nasal drip
method

将药物制成滴鼻药液，滴
入鼻腔内，起到治疗的作
用。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外治法 嗅法 Sniffing method

将选用的药物加工制成溶
液，通过蒸气吸入器的作
用变成蒸气或通过专门的
雾化器变成微小雾滴，经
鼻或口吸入，以治疗鼻部
或咽喉疾病。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外治法 吹鼻法 Nose blowing
method

将药物研制成极细且易溶
解的粉末，吹布于鼻腔内，
以达治疗目的。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10.01.009.04 外治法 塞鼻法 Nasal plug
method

将适当的药物制成粉剂后
用薄绢包裹成合适大小，
直接塞于鼻孔内，或制成
液体浸泡药棉或纱条，或
制成膏剂涂于药棉或纱条
表面，再将药棉或纱条塞
入鼻腔，以达到治疗目的。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外治法 体针 Body needle
用毫针在选定的穴位上运
用手法施行针刺的一种治
疗方法。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外治法 灸法 Moxibustion

通过温热的刺激，作用于
经络腧穴，发挥温经散寒、
舒经活络、温通气血、扶
阳救脱、升提阳气、消瘀
散结等作用，以达到防病、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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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的目的。

ADE06.00.027.00 外治法 耳穴贴压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针刺耳穴以防治疾病的一
种方法。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外治法 穴位注射 Acupoint
injection

穴位注射是在特定的穴位
上注入药液以治疗疾病的
一种方法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外治法 穴位贴敷 Acupoint
application

穴位贴敷是将中药制成散
剂、糊剂、膏剂或饼剂敷
贴在一定的穴位上，利用
药物对穴位的持续刺激作
用以调整脏腑功能，达到
预防和治疗疾病目的的一
种外治方法。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ADE06.00.027.00 外治法 按摩疗法 Massage therapy

医生在患者的相关部位进
行推拿、按摩以防治疾病
的方法，谓之按摩或推拿，
具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双
重作用。

AN..300 —— S1 —— N

刘蓬 .中医耳鼻咽喉
科学[M].北京：中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23,08

6.2.13 手术治疗与术后恢复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DE06.00.260.00 过敏性鼻炎 手术体位代码

Surgical

position codes

手术时患者采取的体位

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

码

N1 CV06.00.227 S3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5部分：一般治疗

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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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10.04.001 过敏性鼻炎 麻醉开始日期和

时间

Anesthesia start

date/time

患者麻醉开始时的公元

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

描述

DT15 —— DT —— N

李文志，姚尚龙著.

麻醉学 [M].北京：人

民军医出版社，

2018.08

ADE10.07.001 过敏性鼻炎 手术治疗禁忌证

Contraindicatio

ns to hip

fracture

reduction and

fixation

treatment

髋部骨折复位固定术治

疗禁忌证
N1 表28 S3 —— N

唐佩福，王岩，张伯

勋，卢世璧著.解放军

总医院创伤骨科学

[M].北京：人民军医

出版社， 2019.01

ADE10.07.002

过敏性鼻炎
到达手术室时意

识情况

Consciousnesson

arrival in

operating room

患者到达手术室时意识

是否清晰
T/F —— L —— N

李文志，姚尚龙著.

麻醉学 [M].北京：人

民军医出版社，

2018.08

ADE10.07.003 过敏性鼻炎

到达手术室时自

主呼吸情况

Spontaneous

breathing on

arrival in

operating room

患者到达手术时有无自

主呼吸
T/F —— L —— N

李文志，姚尚龙著.

麻醉学 [M].北京：人

民军医出版社，

2018.08

DE04.10.082.00 手术信息
麻醉结束时呼吸 Respiratory

受检者单位时间内呼吸

的次数，计量单位为次 N..3 —— N 次/min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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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statusattheend

of anesthesia

/min
第7部分：体格检查

DE05.10.165.00 手术信息

拔除气管插管标

志

Signs for

tracheal

intubation

removal

标志是否已经拔出气管

插管标识
T/F —— L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5部分：一般治疗

处置记录

ADE10.03.004 手术信息 麻醉恢复情况

Recovery from

anesthesia
对麻醉恢复情况的描述 AN..100 —— S1 —— N

李文志，姚尚龙著.

麻醉学 [M].北京：人

民军医出版社，

2018.08

ADE10.03.005 手术信息
麻醉结束后转入

ICU情况

Transfer to ICU

after anesthesia

麻醉结束后是否转入 ICU

治疗
T/F —— L —— N

李文志，姚尚龙著.

麻醉学 [M].北京：人

民军医出版社，

2018.08

ADE10.03.041 手术信息

麻醉结束时收缩

压情况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t the

termination of

anesthesia

麻醉结束时收缩压的测

量值，计量单位单位为

mmHg
N2..3 —— N mmHg N

毛瑞芬 .不同剂量的

瑞芬太尼对全身麻醉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J].中国心血管病
研 究 杂
志,2004(12):96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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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10.03.042 手术信息

麻醉结束时舒张

压情况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t the

termination of

anesthesia

麻醉结束时舒张压的测

量值，计量单位单位为

mmHg
N2..3 —— N mmHg N

毛瑞芬 .不同剂量的

瑞芬太尼对全身麻醉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J].中国心血管病

研究杂

志,2004(12):967-96

9.

ADE10.03.043 手术信息

麻醉结束时脉搏

情况

Pulse at the

termination of

anesthesia

麻醉结束时患者每分钟

脉搏的次数测量值 ,计

量单位为次/min
N2..3 —— N 次/min N

毛瑞芬 .不同剂量的

瑞芬太尼对全身麻醉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J].中国心血管病

研究杂

志,2004(12):967-9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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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10.03.044 手术信息

麻醉结束时体温

情况

Body temperature

at the

termination of

anesthesia

麻醉结束时体温的测量

值，计量单位为℃ N4,1 —— N ℃ N

毛瑞芬 .不同剂量的

瑞芬太尼对全身麻醉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J].中国心血管病

研究杂

志,2004(12):967-96

9.

ADE06.00.028.00 手术名称

下鼻甲成形
术

Inferior
turbinoplasty

一种用于治疗下鼻甲肥大
的手术，旨在减少鼻塞和
其他相关症状。

AN..5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 和 治 疗 指 南
（2022年，修订版）
[J]．中华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杂志，
20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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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29.00 手术名称 鼻中隔矫正术
Nasal septum
correction

鼻中隔偏曲矫正术是临床

上治疗慢性鼻炎伴鼻中隔

偏曲的常见方法

AN..5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2022，57（2．

ADE06.00.030.00 手术名称 翼管神经切断术pterygotomy

破坏翼管神经可阻断鼻腔

黏膜大部分副交感神经支

配, 减少鼻黏膜下血管和

腺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从而显著减少腺体分泌,
抑制黏膜下的血管扩张,
达到治疗血管运动性鼻炎

和过敏性鼻炎的目的

AN..5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20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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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31.00 手术名称
经蝶窦翼管神经

切断术

Transsphenoidal
pterygotomy

该术式优点在于 I 型与 II
型翼管神经切断时，不用

进入翼腭窝，对翼管区周

围组织损伤小,出血少,视
野清楚,但术前需仔细分

析 CT, 且 III 型翼管神经

切断操作难度大，术后效

果欠佳。同时因为切断的

为翼管神经主干,术后发

生眼干、上腭麻木等术后

并发症情况较常见。

AN..5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2022，57（2．

ADE06.00.032.00 手术名称
经中鼻道翼管神

经切断术

Transnasal
pterygotomy

该术式是鼻内镜技术发展

后较多采用的手术术式,
相较于传统术式,其手术

视野清晰、手术创伤小、

并发症发生率低。其缺点

在于存在术中翼管暴露不

佳的可能，手术需进入翼

腭窝，存在损伤其内组织

的风险，同时患者术后出

现眼鼻干燥、上唇和腭部

麻木等井发症较

常见。

AN..5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20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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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6.00.033.00 手术名称
翼管神经分支切

断术
pterygotomy

鼻内镜下翼管神经切断术

(vidian neurectomy,VN)通
过离断鼻部的副交感神

经，起到收缩鼻腔、鼻窦

的血管，减少鼻腔、泪腺

黏性分泌物，改善 AR 症

状的效果，常用于治疗难

治性 AR;但翼管神经被彻

底切除，可能引起角膜干

燥、视觉模糊等问题

AN..5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2022，57（2．

ADE06.00.034.00 手术名称 筛前神经切断术
Anterior ethmoidal
neurotomy

筛前神经阻断术通过阻断

相应的副交感神经能够有

效抑制鼻腔黏膜副交感神

经活性，并通过抑制炎症

细胞因子水平来控制过敏

性鼻炎的症状。

AN..5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20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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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6.00.097.00 手术治疗 出血量 Bleeding volume
手术中出血量的累计值，

计量单位为ml N..5 —— N mL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5部分：一般治疗

处置记录

DE06.00.218.00 手术治疗

手术结束日期时

间

Surgery end

date/time

对患者结束手术操作时

的公元纪年日期和

时间的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5部分：一般治疗

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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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6.00.221.00 手术治疗

手术开始日期时

间

Surgery start

date/time

对患者开始手术操作时

的公元纪年日期和

时间的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5部分：一般治疗

处置记录

ADE10.04.002 手术治疗

麻醉结束日期与

时间

Anesthesia stop

date/time

患者麻醉结束时的公元

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

描述

DT15 —— DT —— N

李文志，姚尚龙著.

麻醉学 [M].北京：人

民军医出版社，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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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随访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ADE05.10.001.00 功能结局

治疗后视觉模拟

评分法

Visual Analogue

Scale a f t e r

t r e a t m e n t

视觉模拟量表 (VAS) 是

一种经过验证的对急性和

慢性疼痛的主观测量。通

过在代表“无痛”和“最

痛”之间的连续统的 10

厘米线上做一个手写标记

来记录分数（治疗后）。

N..2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

炎诊断和治疗

指南（2022年，

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杂志，

2022，57（2．

ADE05.10.002.00 功能结局
治疗后鼻结膜炎

生存质量量表

Nasal conjunctivitis

Quality of Life Scale

after treatment

RQLQ 共包括 7 个方面

(活动能力、睡眠情况、

发热症状、实际问题、鼻

部症状、眼部症状及情绪

方面)的 28个问题。各条

目均予以 0～6分(0分为

无影响，6分为严重受损)

计。计算各部分得分的平

均值以及总分，高分代表

着生活质量较差。（治疗

N..3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

诊断和治疗指南

（2022 年，修订

版）[J]．中华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杂

志，20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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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ADE05.10.003.00 功能结局
治疗后鼻部症状

总评分

Tinnitus Severity

Score after

treatment

包含鼻痒、鼻塞、喷嚏和

流涕四个鼻部症状的评

分。每个症状的严重程度

根据不同的标准被赋予 0

到 3分的分值，最终的总

分是这四个症状评分的总

和，范围从 0到 12分。(治

疗后)

N..2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 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2022，57（2．

ADE05.10.004.00 功能结局

治疗后鼻窦鼻腔

结果测量 20 条

表

The Sno-Nasal

Oatcone Tes-20

after treatment

由 20条条目组成，对鼻部

症状、睡眠、情绪等方面

的问题进行 1-3 分的评分

（治疗后） N..3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 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20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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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05.10.005.00 功能结局
治疗后鼻内镜评

分

Lund-Kennedy

after treatment

评价涉及鼻腔息肉堵塞情

况、水肿程度、鼻漏性质、

瘢痕及结痂情况,共五项,

每侧最大计分 10 分,双侧

最大计分 20分。（治疗后）
N..2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 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2022，57（2．

ADE05.10.006.00 疗效评价 药物评分 Drug score

症状‑药物联合评分法对

免疫治疗的疗效进行评

估。药物评分采用“三步

法”：使用口服和/或局部

抗组胺药（鼻用和眼用），

每天计 1分；鼻用激素，

每天计 2分；口服糖皮质

激素，每天计 3分。如果

合并哮喘，使用β2受体激

动剂，每天计 1分；吸入

糖皮质激素，每天计 2分。

所有用药记录的累计分即

为药物总评分

N..2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 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2022，57（2．

ADE05.10.007.00 疗效评价
治疗后鼻激发试

验

Nasal provocation

test after treatment

鼻激发试验是指在标准、

有控制的条件下将过敏原

直接作用于鼻腔黏膜，以

观察其是否可激发出过敏N..2 —— N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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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鼻炎的主要症状，再现

上呼吸道对控制条件下自

然暴露的过敏原的反应，

是目前唯一可用的确认鼻

腔对过敏原反应性的测试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2022，57（2．

DE02.01.039.00 基本信息 随访医师姓名

Name of follow-up

physician

随访医师在公安管理部门

正式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

称

A..50 —— S1 —— N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3 部分：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管理

DE05.10.171.00 基本信息 失访原因代码

Reason for

missed follow-up

code

患者失访原因的类别代码 N1 表 40 S3 —— N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3 部分：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管理

DE06.00.108.00 基本信息 随访方式代码

Follow-up mode

code

进行医学随访的方式类别

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N1 CV06.00.207 S3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2部分：计划与干

预

DE06.00.109.00 基本信息 随访日期 Follow-up date
对患者进行随访时当日的

公元纪年日期 D8 —— D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12部分：计划与干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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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06.00.109.00 基本信息 下次随访日期
Next follow-up

date

下次对患者进行医学随访

的公元纪年日期
D8

——
D

——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3 部分：重型精神

疾病患者管理

DE06.00.112.00 基本信息

随访周期建议代

码

Follow-up period

suggested code

随访对象以后进行医学随

访间隔时长的建议在特定

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N1 CV06.02.008 S3 —— N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2 部分：计划与

干预

DE05.10.147.00 临床结局

手术切口愈合等

级代码

Incision healing

grade code

手术切口愈合类别在特定

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N1 CV05.10.023 S3 —— N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第

15 部分：出院小结

ADE05.10.008.00 影像评估

随访鼻部X线检

查日期和时间

The date and time

of nasal X-ray

examination during

follow-up

随访时鼻部部 X 线检查

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

完整描述
DT15 —— DT —— N ——

ADE05.10.009.00 影像评估
随访鼻部X线检

查结果
Follow up on the

Xray Result

随访时患者鼻部 X 线检

查结果的详细描述 AN..1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中华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杂

志，20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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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科室工作/本科毕业/06.00.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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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IA XXXX—202X

85

ADE05.10.010.00 影像评估

随访鼻部 CT 检

查日期和时间

Follow up on the

date and time of

nasal CT

examination

随访时鼻部 CT 检查的公

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

描述
DT15 —— DT —— N ——

ADE05.10.011.00 影像评估
随访 CT 检查结

果

Follow up on the

CT examination

results

随访时受检者 CT 检查结

果的详
AN..1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2022年，

修订版）[J]．中华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杂

志，2022，57（2．

6.2.15 不良事件子集

数据元标识符 子模块 数据元名称 英文名称 定义 表示格式 值域 数据类型 计量单位
最大出

现次数 说明

ADE05.10.012.00 并发症 鼻出血 Epistaxis

可由鼻部疾病引起，也可

由全身疾病所致。鼻出血

多为单侧，少数情况下可

出现双侧鼻出血；出血量

多少不一，轻者仅为涕中

AN..100 —— S1 —— N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2022

年，修订版）[J]．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20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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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血，重者可引起失血性

休克，反复鼻出血可导致

贫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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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元值域

表 1 患病诱因

值 值含义

1 无明显诱

2 吸入性变应原

3 食入性变应原

4 气候变化

5 环境污染

6 遗传因素

99 其他

表 2 患病机制

值 值含义

1 接触变应原

2 遗传

3 环境变化

4 肠道微生物菌群变化

8 其他

表 3 临床表现

值 值含义

1 喷嚏

2 鼻痒

3 鼻流清涕

4 鼻塞

5 眼痒

6 流泪

7 眼红

8 灼热感

9 咽痒

10 咳嗽

11 喘鸣

12 胸闷

13 耳闷

14 耳痛

15 夜间打鼾

16 皮肤瘙痒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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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失眠

18 反流

19 吞咽困难

20 呕吐

21 其他

表 4 脉诊

值 值含义

1 浮脉

2 沉脉

3 迟脉

4 数脉

5 洪脉

6 细脉

7 微脉

8 散脉

9 虚脉

10 实脉

11 滑脉

12 涩脉

13 长脉

14 短脉

15 弦脉

16 紧脉

17 缓脉

18 芤脉

19 革脉

20 牢脉

21 弱脉

22 濡脉

23 伏脉

24 动脉

25 促脉

26 结脉

27 代脉

28 疾脉

29 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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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血清特异性 IgE检测

值 值含义 说明

1 Ctrl 质控

2 D1 户尘螨

3 D2 粉尘螨

4 D201 热带无爪螨

5 E1 猫毛皮屑

6 E5 狗毛皮屑

7 16x 蟑螂

8 K74 蚕丝

9 W1 矮豚草

10 W6 蒿

11 W22sc 葎草

12 W10_W14 藜/反枝苋

13 T6as_T3 刺柏/桦

14 T11_T15 悬铃木/白蜡

15 TxCHN1 桤杨柳山毛榉橡胡桃

16 GxCHN 六月禾黑麦草梯牧草

17 TxCHN2 复叶槭桑洋槐榆柏构树

18 M3 烟曲霉

19

Mx4 念珠菌点青霉分枝孢霉

交链孢霉黑曲霉

20 F75 鸡蛋黄

21 F1 鸡蛋白

22 F2 牛奶

23 F13_F14 花生/黄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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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F10 芝麻

25 F4_F11 小麦/荞麦

26

FuntCHN2 腰果开心果榛子杏仁核

桃

27 F27_F88 牛肉/羊肉

28 F3 鱼

29 F23_F24 虾/蟹

30 FfruCHN 桃苹果芒果荔枝草梅

表 6 影像格式

值 值含义

1 DICOM

2 NIFTI

3 PAR/REC

4 ANALYZE

5 NRRD

6 MNIC

7 其他

表 7 失访原因代码

值 值含义

1 死亡

2 外出打工

3 迁居他处

4 走失

5 连续 3次未访到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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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元索引

按照数据集英文名称的首字母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索引

数据元名称 数据元标识符 页码

A

ABO血型代码 DE04.50.001.00 10

按摩疗法 ADE06.00.027.00 68
B

拔除气管插管标志 DE05.10.165.00 70

暴露因素 ADE03.00.001.00 19

鼻咽MRI检查日期和时间 ADE04.30.010.00 51

鼻部MRI检查结果代码 ADE04.30.009.00 51

鼻部MRI检查日期和时间 ADE04.30.008.00 50

鼻部 CT平扫+三维重建检查日期和时间 ADE04.30.007.00 50

鼻部 CT平扫+三维重建检查结果代码 ADE04.30.006.00 50

鼻出血 ADE05.10.012.00 83

鼻窦鼻腔结果测量 20条表 ADE05.10.004.00 79

鼻激发试验 ADE05.10.007.00 80

鼻甲肥大程度（查体） ADE04.10.044.00 31

鼻内镜评分 ADE05.10.005.00 79

鼻内镜下鼻甲肥大程度 ADE04.30.003.00 32

鼻内镜下鼻黏膜的色泽 ADE04.30.001.00 32

鼻内镜下鼻黏膜的湿润度 ADE04.30.002.00 32

鼻内镜下鼻腔分泌物特点 ADE04.30.004.00 33

鼻内镜下鼻腔新生物情况 ADE04.30.005.00 33

鼻腔盐水冲洗 ADE06.00.023.00 64

鼻腔最大气流量测定 ADE04.30.014.00 52

鼻鼽 ADE05.01.008.00 41

鼻声反射 ADE04.30.013.00 52

鼻息肉 ADE06.00.003.00 54

鼻咽MRI检查结果代码 ADE04.30.011.00 51

鼻用肥大细胞膜稳定剂 ADE06.00.020.00 62

鼻用减充血剂 ADE06.00.021.00 62

鼻用抗胆碱能药物 ADE06.00.022.00 63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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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用抗组胺药物 ADE06.00.015.00 60

鼻用糖皮质激素 ADE06.00.014.00 59

鼻中隔矫正术 ADE06.00.029.00 73

鼻阻力检测 ADE04.30.012.00 51

变应性结膜炎 ADE06.00.008.00 55

变应原激发试验 ADE04.50.007.00 48

表里 ADE05.01.014.00 42

病案号 DE01.00.004.00 12

补中益气汤加减 ADE06.00.027.00 66

C

常年性 ADE05.01.004.00 38

持续性 ADE05.01.002.00 37

出生日期 DE02.01.005.01 7

出血量 DE06.00.097.00 76

出院日期时间 DE06.00.017.00 13

传染病史 DE02.10.008.00 14

吹鼻法 ADE06.00.027.00 67

D

到达手术室时意识情况 ADE10.07.002 69

到达手术室时自主呼吸情况 ADE10.07.003 69

滴鼻法 ADE06.00.027.00 67

电话号码 DE02.01.010.00 8

E

耳部皮肤情况 ADE04.10.039.00 29

耳穴贴压 ADE06.00.027.00 68

F

发病日期时间 DE04.01.018.00 12

肥大细胞或嗜碱性粒细胞 ADE04.50.004.00 34

肺经伏热 ADE05.01.012.00 42

肺气虚寒证 ADE05.01.009.00 41

分泌性中耳炎 ADE06.00.004.00 54

腑病 ADE05.01.019.00 44

腹部检查结果 DE04.10.046.0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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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承担费用(元) DE07.00.001.00 10

工作单位名称 DE02.01.004.00 7

鼓室积液情况 ADE04.10.040.00 29

国籍 DE02.01.015.00 8

过敏史描述 DE02.10.022.00 17

过敏性鼻炎 ADE05.01.001.00 37

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ADE06.00.001.00 55

过敏源 DE05.01.022.00 17

H

寒热 ADE05.01.015.00 43

呼吸频率 DE04.10.082.00 26

化学感受事件相关电位 ADE04.30.017.00 52

患病机制 ADE04.01.002.00 18

患病诱因 ADE04.01.001.00 18

环境控制 ADE06.00.013.00 59

患者姿势 ADE04.10.037.00 28

婚姻史 DE02.10.098.00 16

婚姻状况代码 DE02.01.018.00 8

J

季节性 ADE05.01.005.00 38

既往史 DE02.10.099.00 17

既往手术名称 DE04.02.001 17

急诊抢救记录 DE06.00.181.00 13

脊柱检查结果 DE04.10.093.00 26

家族病史 DE02.10.039.00 16

检查日期 DE04.50.140.00 28

健康教育 ADE06.00.027.00 66

间歇性 ADE05.01.003.00 38

戒酒年龄 DE03.00.031.00 15

接诊医生签名 DE02.01.039.00 12

津液病 ADE05.01.022.00 45

颈部检查结果 DE04.10.225.00 28

经蝶窦翼管神经切断术 ADE06.00.031.00 7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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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鼻道翼管神经切断术 ADE06.00.032.00 74

灸法 ADE06.00.027.00 67

就诊后处置 ADE03.01.004 14

就诊日期时间 DE06.00.062.00 13

K

抗 IgE治疗 ADE06.00.024.00 64

口服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ADE06.00.017.00 61

口服肥大细胞膜稳定剂 ADE06.00.019.00 62

口服抗组胺药物 ADE06.00.016.00 61

口服糖皮质激素 ADE06.00.018.00 61

L

联系人电话号码 DE02.01.010.00 8

联系人姓名 DE02.01.039.00 9

联系人与患者的关系代码 DE02.10.024.00 9

临床表现 ADE04.01.003.00 18

六经辨证 ADE05.01.023.00 46

M

麻醉恢复情况 ADE10.03.004 71

麻醉结束后转入 ICU情况 ADE10.03.005 71

麻醉结束日期与时间 ADE10.04.002 77

麻醉结束时呼吸情况 DE04.10.082.00 70

麻醉结束时脉搏情况 ADE10.03.043 71

麻醉结束时收缩压情况 ADE10.03.041 70

麻醉结束时舒张压情况 ADE10.03.042 71

麻醉结束时体温情况 ADE10.03.044 72

麻醉开始日期和时间 ADE10.04.001 69

脉率 DE04.10.118.00 26

脉诊 ADE04.10.035.00 26

慢性鼻窦炎 ADE06.00.002.00 54

门诊费用分类代码 DE07.00.002.00 10

门诊费用分类名称 DE07.00.003.00 11

门诊费用金额(元) DE07.00.004.00 11

门（急）诊号 DE01.00.010.00 12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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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特征 ADE04.10.038.00 28

面部形态 ADE04.10.036.00 28

民族 DE02.01.025.00 8

N

内耳功能情况 ADE04.10.041.00 30

P

皮肤变应原试验 ADE04.50.008.00 48

皮肤和黏膜检查结果 DE04.10.126.00 27

脾气虚弱证 ADE05.01.010.00 42

皮下免疫治疗 ADE06.00.025.00 65

Q

其他辨证分型 ADE05.01.013.00 42

其他诊断疾病编码 DE05.01.024.00 39

其他诊断名称 DE05.01.025.00 40

其他中药处方 ADE06.00.027.00 67

气血同病 ADE05.01.021.00 45

前鼻镜下鼻黏膜的色泽 ADE04.10.042.00 30

前鼻镜下鼻黏膜的湿润度 ADE04.10.043.00 30

前期变应原试验 ADE04.500.001.00 19

抢救结束日期时间 DE06.00.218.00 13

抢救开始日期时间 DE06.00.221.00 13

轻度 ADE05.01.006.00 39

R

日吸烟量 DE03.00.053.00 15

日饮酒量 DE03.00.054.00 15

入院科别 DE08.10.026.00 14

入院日期时间 DE06.00.092.00 13

S

塞鼻法 ADE10.01.009.04 67

三焦辨证 ADE05.01.025.00 47

筛前神经切断术 ADE06.00.034.00 75

上皮细胞 ADE04.50.001.00 33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ADE06.00.007.00 55

舌下免疫治疗 ADE06.00.026.00 65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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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件号码 DE02.01.030.00 9

身高 DE04.10.167.00 27

神经系统检查结果 DE04.10.149.00 27

肾阳不足证 ADE05.01.011.00 42

失访原因代码 DE05.10.171.00 81

嗜酸粒细胞性食管炎 ADE06.00.010.00 57

嗜酸性粒细胞 ADE04.50.003.00 34

首次发作时间 ADE04.01.004.00 19

手术结束日期时间 DE06.00.218.00 76

手术开始日期时间 DE06.00.221.00 77

手术切口愈合等级代码 DE05.10.147.00 81

手术史 DE02.10.061.00 17

手术体位代码 DE06.00.260.00 68

手术治疗禁忌证 ADE10.07.001 69

收缩压 DE04.10.174.00 27

输血反应标志 DE06.00.264.00 18

输血品种代码 DE08.50.040.00 18

输血史标识代码 DE06.00.106.00 17

舒张压 DE04.10.176.00 27

睡眠障碍 ADE06.00.011.00 58

四肢检查结果 DE04.10.179.00 27

随访 CT检查结果 ADE05.10.011.00 82

随访鼻部 CT检查日期和时间 ADE05.10.010.00 82

随访鼻部 X线检查结果 ADE05.10.009.00 82

随访鼻部 X线检查日期和时间 ADE05.10.008.00 82

随访方式代码 DE06.00.108.00 81

随访日期 DE06.00.109.00 81

随访医师姓名 DE02.01.039.00 80

随访周期建议代码 DE06.00.112.00 81

T

特应性皮炎 ADE06.00.009.00 56

体温 DE04.10.186.00 27

体针 ADE06.00.027.00 67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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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 DE04.10.188.00 27

听病变声音 ADE04.10.014.00 22

听呼吸 ADE04.10.013.00 22

听语声 ADE04.10.011.00 21

听语言 ADE04.10.012.00 21

停止吸烟时长 DE03.00.065.00 15

头部及其器官检查结果 DE04.10.261.00 28

W

望色 ADE04.10.002.00 20

望舌苔·苔色 ADE04.10.010.00 21

望舌苔·苔质 ADE04.10.009.00 21

望舌质·舌色 ADE04.10.005.00 20

望舌质·舌神 ADE04.10.004.00 20

望舌质·舌态 ADE04.10.007.00 21

望舌质·舌下络脉 ADE04.10.008.00 21

望舌质·舌形 ADE04.10.006.00 20

望神 ADE04.10.001.00 19

望形体 ADE04.10.003.00 20

卫气营血辨证 ADE05.01.024.00 47

问大便 ADE04.10.028.00 24

问带下 ADE04.10.031.00 25

问耳 ADE04.10.021.00 23

温肺止流丹加减 ADE06.00.027.00 66

问汗 ADE04.10.017.00 22

问寒热 ADE04.10.016.00 22

问口渴与饮水 ADE04.10.024.00 24

问口味 ADE04.10.027.00 24

问目 ADE04.10.022.00 23

问男子 ADE04.10.032.00 25

问情绪 ADE04.10.034.00 25

问食欲与食量 ADE04.10.026.00 24

问睡眠 ADE04.10.023.00 23

问疼痛部位 ADE04.10.019.00 23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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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疼痛性质 ADE04.10.018.00 23

问头身胸腹不适 ADE04.10.020.00 23

问小便 ADE04.10.029.00 24

问小儿 ADE04.10.033.00 25

问月经 ADE04.10.030.00 25

X

吸烟时长 DE03.00.072.00 15

吸烟状况代码 DE03.00.073.00 15

下鼻甲成形术 ADE06.00.028.00 72

下次随访日期 DE06.00.109.00 81

现住址-省（自治区、直辖市） DE02.01.009.0 17

现住址-市（地区、州） DE02.01.009.02 7

现住址-县（区） DE02.01.009.03 7

心电图 ADE09.10.001 53

辛夷清肺饮加减 ADE06.00.027.00 67

性别代码 DE02.01.040.00 9

姓名 DE02.01.039.00 9

胸部检查结果 DE04.10.263.00 28

嗅电图 ADE04.30.016.00 52

嗅法 ADE06.00.027.00 67

嗅觉障碍 ADE06.00.006.00 55

嗅气味 ADE04.10.015.00 22

虚实 ADE05.01.016.00 43

悬雍垂情况 ADE04.10.046.00 31

血病 ADE05.01.020.00 45

血常规结果 ADE04.50.005.00 47

血清特异性 IgE检测 ADE04.50.010.00 49

血清总 IgE检测 ADE04.50.009.00 49

血生化结果 ADE04.50.006.00 48

穴位贴敷 ADE06.00.027.00 68

穴位注射 ADE06.00.027.00 68

Y

咽后壁情况 ADE04.10.045.00 31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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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评分 ADE05.10.006.00 80

一般健康状况标志 DE05.10.031.00 18

遗传性疾病史 DE02.10.043.00 16

翼管神经分支切断术 ADE06.00.033.00 75

翼管神经切断术 ADE06.00.030.00 73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代码 DE07.00.007.00 11

医疗机构名称 DE08.10.013.00 13

饮酒史 DE03.00.075.00 16

饮酒时长 DE03.00.077.00 16

饮食习惯代码 DE03.00.081.00 16

阴阳 ADE05.01.017.00 44

院内抢救 ADE03.01.001 14

Z

脏病 ADE05.01.018.00 44

真武汤加减 ADE06.00.027.00 66

症状的变化 ADE02.10.005.00 19

治疗后鼻部症状总评分 ADE05.10.003.00 79

治疗后鼻结膜炎生存质量量表 ADE05.10.002.00 78

治疗前鼻部症状总评分 ADE04.10.009.06 36

治疗前鼻窦鼻腔结果测量 20条量表 ADE04.10.009.07 36

治疗前鼻结膜炎生存质量量表 ADE04.10.009.01 35

治疗前鼻内镜评分 ADE04.10.009.08 36

治疗前视觉模拟评分法 ADE06.06.001 35

支气管哮喘 ADE06.00.012.00 59

职业类别代码 DE02.01.052.00 9

中-重度 ADE05.01.007.00 39

中性粒细胞 ADE04.50.002.00 34

主观嗅觉检测 ADE04.30.015.00 52

主要诊断疾病编码 DE05.01.024.00 39

主要诊断名称 DE05.01.025.00 40

住院次数 DE02.10.090.00 12

住院费用分类代码 DE07.00.008.00 11

住院费用分类名称 DE07.00.009.00 11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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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号 DE01.00.014.00 12

住院总费用 DE07.00.010.00 1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ADE06.00.005.00 55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北
京
信
息
化
协
会



T/BIA XXXX—202X

101

附录 A（资料性）评分表

表 1 视觉模拟评分(VAS)

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对鼻部整体症状和各具体症状 （鼻塞、鼻痒、喷嚏、流
涕和嗅功能）分别评估（总分 0-10 分，0 分=无困扰， 10 分=能想到最严重的困扰）。

鼻部整体症状视觉模拟量表（VAS）：

您的鼻部整体症状给您带来多大的困扰？请在下面横线上相应位置画竖线标记。谢谢合作！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困扰 能想到的最严重困扰

鼻塞视觉模拟量表（VAS）：

您的鼻塞情况给您带来多大的困扰？请在下面横线上相应位置画竖线标记。谢谢您的合作！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困扰 能想到的最严重困扰

鼻痒视觉模拟量表（VAS）：

您的鼻痒情况给您带来多大的困扰？请在下面横线上相应位置画竖线标记。谢谢您的合作！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困扰 能想到的最严重困扰

喷嚏视觉模拟量表（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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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喷嚏症状给您带来多大的困扰？请在下面横线上相应位置画竖线标记。谢谢您的合作！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困扰 能想到的最严重困扰

流涕视觉模拟量表（VAS）：

您的流涕给您带来多大的困扰？请在下面横线上相应位置画竖线标记。谢谢您的合作！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困扰 能想到的最严重困扰

嗅功能视觉模拟量表（VAS）：

您的嗅功能障碍给您带来多大的困扰？请在下面横线上相应位置画竖线标记。谢谢您的合

作！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困扰 能想到的最严重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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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鼻结膜炎生命质量调查问卷(RQLQ)

一般活动的鼻结膜炎生命质量调查问卷(RQLQ)：从七个维度评价 AR患者生活质量的自测问卷，共

28个问题，总分 168分。

一般活动的鼻结膜炎生命质量调查问卷(RQLQ)

活动

在过去的 7 天里，对于每一项活动，您在多大程度上受您的鼻/眼症状所困扰？

没

有

困

扰

几

乎

没

有

困

扰

有

些

困

扰

中

等

程

度

困

扰

十

分

困

扰

很

困

扰

极

度

困

扰

1.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活动（您的工作或您

在家中必须经常做的事）

0 1 2 3 4 5 6

2.社交活动（例如：与家人和朋友的活动，

与孩子或宠物玩耍）

0 1 2 3 4 5 6

3．户外活动（例如：园艺、晨练、户外

静坐、运动、外出散步等）

0 1 2 3 4 5 6

睡眠

在过去的 7天，您在多大程度上因您的鼻/眼症状而被以下睡眠问题所困扰？

没
有
困
扰

几
乎
没
有
困
扰

有
些
困
扰

中
等
程
度
困
扰

十
分
困
扰

很
困
扰

极
度
困
扰

4.入睡困难 0 1 2 3 4 5 6

5.夜间醒来 0 1 2 3 4 5 6

6.夜间睡眠欠佳 0 1 2 3 4 5 6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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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鼻/眼症状

在过去的7天里，您在多大程度上因您的鼻/眼症状而被下列问题所困扰？

没
有
困
扰

几
乎
没
有
困
扰

有
些
困
扰

中
等
程
度
困
扰

十
分
困
扰

很
困
扰

极
度
困
扰

7.精力不足

8. 口渴 0 1 2 3 4 5 6

9.工作能力下降 0 1 2 3 4 5 6

10.疲倦 0 1 2 3 4 5 6

11.注意力难以集中 0 1 2 3 4 5 6

12.头痛 0 1 2 3 4 5 6

13.疲惫不堪 0 1 2 3 4 5 6

实际问题

在过去的 7天里，您在多大程度上因您的鼻/眼症状而被下列问题所困扰？

没

有

困

扰

几

乎

没

有

困

扰

有

些

困

扰

中

等

程

度

困

扰

十

分

困

扰

很

困

扰

极

度

困

扰

14.因为不得不带纸巾或手帕感到不便 0 1 2 3 4 5 6

15.必须要揉擦鼻/眼 0 1 2 3 4 5 6

16.必须要反复地擤鼻涕 0 1 2 3 4 5 6

鼻部症状

在过去的7天里，您在多大程度上被下列问题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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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困

扰

几

乎

没

有

困

扰

困

扰

有

些

困

扰

中

等

程

度

困

扰

困

扰

十

分

困

扰

很

困

扰

极

度

困

扰

17.鼻不通气/鼻塞 0 1 2 3 4 5 6

18.流鼻水 0 1 2 3 4 5 6

19.打喷嚏 0 1 2 3 4 5 6

20.鼻涕倒流 0 1 2 3 4 5 6

眼部症状

在过去的 7天里，您在多大程度上被下列每个症状所困扰？

没

有

困

扰

几

乎

没

有

困

扰

有

些

困

扰

中

等

程

度

困

扰

十

分

困

扰

很

困

扰

极

度

困

扰

21.眼痒 0 1 2 3 4 5 6

22.流泪 0 1 2 3 4 5 6

23.眼痛 0 1 2 3 4 5 6

24.眼肿 0 1 2 3 4 5 6

情感

在过去的 7 天里，您有多少时间由于您的鼻/眼症状而被以下情感问题所困扰？

没

有

困

扰

几

乎

没

有

困

扰

有

些

困

扰

中

等

程

度

困

扰

十

分

困

扰

很

困

扰

极

度

困

扰

25.沮丧 0 1 2 3 4 5 6

26.内心不耐烦或不安宁 0 1 2 3 4 5 6

27.易恼怒 0 1 2 3 4 5 6

28.因症状而难堪 0 1 2 3 4 5 6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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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鼻部症状总评分

鼻部症状总分表（TNSS）：分别记录鼻部喷嚏、流涕、鼻塞、鼻痒情况，进行鼻部症状评分。

0分 1分
轻度

2分
中度

3分
重度

4分
极重度

得分

喷嚏*（个/日） 无 1-5 6-10 11-20 ≥21

流涕#（次/日） 无 1-5 6-10 11-20 ≥21

鼻塞

无

有意识吸

气时感觉

鼻塞，无

张口呼吸

间歇性或

交互性鼻

塞，需要

张口呼吸

严重鼻

塞，需要

持续张口

呼吸

完全阻

塞，几乎

全天张口

呼吸

鼻痒

无

间断 蚁行感，

但能忍受

严重蚁行

感，仍能

忍受

非常严重

蚁行感，

难忍

总分

注：*1次连续喷嚏个数；#每日擤鼻次

表 4 鼻窦炎鼻腔结果测量 20条量表（SNOT-20）

下面您将看到一系列鼻窦炎导致的症状以及社会或情绪方面的影响，我们想深入了解这些问题，请
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回答无所谓对与错，只有您才能为我们提供这种信息．您所有的
回答，必须与自己的鼻窦炎有一定联系．请根据您最近 2周经历的情况，对下列问题做出选择．谢谢您
的参与．如有疑虑，请直接询问我们研究人员或医务人员。

一、根据您问题发生的严重程度和无轻中重最

频率大小．请在每个问题后面的数字上，对准

困扰程度打钩．因为鼻窦炎，您…→

无任

何困

扰

轻度

的困

扰

中度

的困

扰

重度

的困

扰

最重

要五

项

1.需要擤鼻涕 0 1 2 3

2.打喷嚏 0 1 2 3

3.流清鼻涕 0 1 2 3

4.咳嗽 0 1 2 3

5.鼻涕倒流（咽喉） 0 1 2 3

6.流脓鼻涕 0 1 2 3

7．耳闷胀 0 1 2 3

8.头昏 0 1 2 3

分值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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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耳痛 0 1 2 3

10.头面部疼痛或压迫感 0 1 2 3

11.难以入睡 0 1 2 3

12.半夜容易苏醒 0 1 2 3

13.夜间睡眠质量不好 0 1 2 3

14.睡醒后觉得累 0 1 2 3

15疲倦 0 1 2 3

16.工作效率下降 0 1 2 3

17.注意力不集中 0 1 2 3

18.沮丧、焦躁、易怒 0 1 2 3

19.忧虑 0 1 2 3

20.感觉不安或难堪 0 1 2 3

表 5 鼻内镜评分（Lund-Kennedy）

鼻腔情况及鼻腔体征评分：分别记录鼻腔黏膜、分泌物及鼻中隔情况，并进行鼻腔体征评分。评分
标准如下：下鼻甲与鼻底、鼻中隔紧靠，见不到中鼻甲，或中鼻甲粘膜息肉样变、息肉形成，记 3分；
下鼻甲与鼻中隔（或鼻底）紧靠，下鼻甲与鼻底（或鼻中隔）之间尚有小缝隙，记 2分；下鼻甲轻度肿
胀，中隔、中甲尚可见，记 1分；下鼻甲无肿胀，鼻道通畅，记 0分。

⑤鼻内镜 Lund-Kennedy评分：作为鼻部评估的客观指标，每侧 0～10，总分 0～20。

特征 息肉 水肿 鼻漏 瘢痕 结痂 得分

侧别
左

右

鼻腔黏膜： 鲜红 □ 粉红 □ 暗红 □ 苍白 □ 水肿 □ 浅蓝 □

减充血剂反应： 无□ 中等□ 好□

鼻腔分泌物：粘性 □ 稀水样 □ 脓性 □

鼻中隔偏曲： 无 □ 左偏 □ 右偏 □ 双向偏曲 □

鼻腔体征评分： 3分□ 2分□ 1分□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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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评分标准：①息肉：0＝无息肉，1＝息肉仅在中鼻道，2＝息肉超出中鼻道；②水肿：0

＝无，1＝轻度，2＝严重；③鼻漏：0＝无，1＝清亮、稀薄鼻漏，2＝粘稠、脓性鼻漏；④

瘢痕：0＝无，1＝轻，2＝重；⑤结痂：0＝无，1＝轻，2＝重；⑥每侧 0～10，总分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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