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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期刊文献的专题大数据挖掘价值
———以《临床误诊误治》杂志误诊数据论文策划为例

丁　滨　　陈晓红

《临床误诊误治》杂志社，０５００８２，石家庄

摘　要　介绍误诊疾病数据库研究背景及现况，总结《临床误
诊误治杂志》数据库论文策划的体会。通过研制误诊疾病数据

库，深入挖掘误诊文献数据价值。已收录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２．７万
篇标准误诊文献，可生成２４００个疾病误诊数据分析。基于数
据库产出的误诊大数据，２０１５年以来已组织编发１２篇单病种
误诊研究的数据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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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医学大数据分析将越来越左右临床医学的

指南、共识和多中心研究，并将产出海量各种形式的数

据论文。近年，学术期刊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

２２２　将元数据导入投稿系统　数据提取完成后可
以导出的形式有：１）导出到数据库；２）导出到网站；３）导
出到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４）导出到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５）导出到Ｔｘｔ；６）
导出到ｈｔｍｌ。编辑可以根据各自期刊的情况选择相应
的导出格式，然后上传到投稿系统的发行中心中。

３　结束语

　　稿件加工完成后最麻烦、最费事的工作就是网刊
元数据的提取和上传，提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

样的问题。为了方便作者下载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

网刊元数据的提取和上传又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工作；

因此，怎样提高数据提取的效率，是数字出版编辑需要

研究的重点内容。编辑人员只需借助八爪鱼软件，根

据期刊的情况设置一定的规则，对导出的数据稍做调

整，就可以既省时又省力地完成对网刊元的提取和上

传，并且规则设定之后可以重复使用，既克服了传统手

工标记时工作量大和容易出错的问题，又极大地提高

了后期数据提取的效率。

但是，八爪鱼采集器只能根据网址采集网页上存

在的数据，对于网页上没有的信息则无法提取，无法实

现智能添加。下一步要继续研究采集器的其他功能，

并开发其深度数据挖掘的功能，以进一步提高过刊网

刊元数据的提取效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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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期刊同道关注的热点。有学者提出学术期刊应从

数字化到数据化转型，但纵观近年我国科技出版学者对

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生存与发展的研究，还在解读大数

据、探讨研究学术期刊由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型的必要性，

具体实践方面的总结较少［１４］。２０１５年以来，《临床误诊
误治》杂志依托“误诊疾病数据库检索及管理系统”，组织

策划了一批具备数据库论文主要特征的误诊数据库单病

种误诊研究选题，现做一初步总结。

１　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

１１　数据论文的概念　“大数据”引起了研究模式的
革命性变化，数据论文（ｄａｔａｐａｐｅｒ）应运而生。数据
论文的概念早已有之。早在２０００年，美国生态学会就
在投稿须知中对其进行了阐释：数据论文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论文，用于展示大型或丰富的数据集，包括描述

数据内容、数据产生背景、数据质量和结构的元数据文

件。随着数据共享理念的发展和在线共享方式的普

及，Ｃｈａｖａｎ和Ｐｅｎｅｖ于２０１１年将其概念发展为：数据
论文应该总是与其描述的公开发布的数据集链接。概

言之，数据论文是对在线数据集（ｄａｔａｓｅｔ）或一组数据
集进行描述的元数据文档，遵循一定的数据标准，计算

机可读、可检索［５］。数据论文的基本特点是重点关注

数据本身，有专业的数据存储平台，有对数据标准的规

定和说明，对数据的管理、共享、传播、重用、演绎等权

益做明确说明，等等［６］。

１２　数据出版的内涵　有学者指出，学术期刊大数据
出版可以理解为符合大数据思维模式、理念和精神的

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为和业态［４］。大数据时代学术

传播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以学术成果信息为内核挖

掘其背景信息及其相关信息，打破传统学术期刊与数

据库的数据孤岛局面，增强数字信息使用分析与二次

开发能力，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充分释放文献与数据的

功能，把有意义的每一条数据及其数据关系都转换成

一个知识群或信息链，增强优质内容的增殖与衍生能

力，创造更高的附加值［１］。

１３　数据挖掘的意义　当今时代，学术期刊办刊人必
须对数据具有基本的辨识能力，对数据进行诠释、组织

与整理，进而通过数据资源组合产生的能力。有学者

提出，纸质书报刊的数据化价值的产生，是大数据技术

应用于新闻出版业的初衷和归宿，也是新闻出版业由

数字出版向数据出版转型和过渡的关键和标志［７］。

在网络环境中，信息加工的需求为编辑提供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对本研究领域大数据相关研究信

息的把握，甚至介入信息数据的大数据研究中，掌握第

一手资料，及时进行选题策划，可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

点。早在本世纪初，时任《临床误诊误治》杂志主编的

陈晓红主任医师即敏锐感到文献数据中可能隐藏的客

观规律，遂带领医学专家、计算机专家和编辑专家团

队，在已奠定的误诊研究理论框架基础上，研发出我国

第一个临床医学专题文献数据库“误诊疾病数据库检

索与管理系统”。

２　误诊大数据对文献数据价值的挖掘

２１　误诊疾病数据库研究背景　误诊是医生经过临
床诊断后，其结论与疾病的本质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

的现象，是医生在认识疾病过程中期望认识其本质而

实际与本质偏离，或仅接近本质的现象。误诊是临床

医学永恒的话题，人类对任何疾病的认知，都是从误诊

开始的。尽管临床诊断技术不断发展，但疾病总体误

诊率并未随之下降。误诊率不变的现象提示，传统诊

断学的研究方法可能无法解决避免误诊的问题；于是，

我们提出逆向思维的方法，从收集误诊病例做研究，探

讨误诊发生的规律，寻找防范的措施，研究误诊的目的

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诊［８］。

２２　误诊疾病数据库研发过程　误诊疾病数据库研
究始自１９８８年，首先通过专著《误诊学》和数十篇系
列误诊理论研究文献，创立了误诊研究应用理论，明确

了误诊定义，规范了误诊后果等级、误诊原因等，制定

了“标准误诊文献”的５项内容，即文献中有明确的疾
病诊断标准、有误诊率、误诊原因、误诊后果、误诊范围

等。２００６年起，开始收集误诊病例大数据做预测，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发表在全部中文医学期刊中的 ５００万
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和题名双重检索，命中误诊文献６．６
万篇，经专业人员阅读分析全文，共遴选２．７万篇标准
误诊文献，对符合标准的误诊文献由数据小组人员填

制“标准误诊文献卡”后，将采集的数据录入数据库。

每篇文献平均采集１２０项数据，包括疾病信息、患者信
息、作者信息、期刊信息等［６］。

本项目的理论核心为误诊理论框架体系，数据层

为多种原始数据加工清洗后的误诊文献数据、临床病

案数据和交互性平台数据，目前已经完成理论研究阶

段、数据存储分析和产品设计阶段，将散落在文献数据

库中的单篇文献中大量非结构数据，通过标化转化为

结构式数据加以统计分析。该数据库的研发、数据库

构建、数据收集和存储检索平台建设，均由山东康网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已于２０１５年取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算机软件版权登记证书（第０２９３５４４号）。
２３　误诊疾病数据库研制的意义　大数据预测功能
的发挥需要通过统计分析来实现，但统计分析并不等同

于大数据本身。通过离线计算、分布式计算等计算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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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统计分析出来的二次数据，才是大数据的精华和核心，

是在原有海量数据基础上的价值提升和再发现［６］。出版

物文献的数据化价值是指在数字化、碎片化的出版物的

基础上，对相关资源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知识标引，在于

海量数据背后的隐藏价值和潜在价值［７］。

在大数据时代，以病例研究为基础的研究将会受

到关注，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很多分析都将基于患

者诊疗全程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２］。在未来高度发

达的信息化时代，必须培育临床医生运用大数据决策

指导临床工作的习惯。误诊大数据正是将浩如烟海的

零散的误诊文献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收集设定时间

段内的误诊文献全数据，以决策树的形式，对收集到的

规范、清洗和标化数据进行纵横交错的统计分析，得出

海量数据分析结果，对疾病误诊进行有意义的预测。

３　误诊数据库论文的选题策划

　　数据库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正式录入文献数据，到
２０１４年，已经收录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发表在全部中文
医学期刊中的标准误诊文献 ２．７万篇，累计病例近
１００万，纠正误诊后的确诊疾病２４００种，越来越多的
疾病呈现了规律性结果。为了及时将这些数据结构呈

现出来，本刊编辑部着手进行误诊数据论文的选题策

划，策划过程如下。

３１　筛选病种　误诊疾病数据库纳入２４００余种确
诊疾病，在众多的疾病中必然有部分最能呈现误诊发

生规律的病种，将这些疾病及时加以整理报道，将对临

床医师减少误诊和提高诊断水平有重要意义。我们按

照误诊病例较大、误诊率较高的原则遴选２００种疾病
纳入组稿计划，同时遴选误诊病例样本虽较少，但是当

下迫切需要临床医师提高认识的新病种，以期前瞻性

地干预从而减少该疾病的误诊。

３２　统计数据　数据库的在线检索系统可有几十项
统计结果，包括疾病信息、作者信息、期刊信息等。那

么，哪些统计最能反映疾病整体误诊概况呢？我们选择

标准误诊文献的５项证据原则，即单病种误诊选出概
况、误诊率、误诊范围、确诊手段、误诊后果和误诊原因，

认为这些是对于临床医师最有参考价值的精华数据。

３３　确定体例　误诊数据库论文，不同于寻常的临床
研究论文，亦不同于寻常的文献综述，统计结果是来自海

量文献的非结构数据生成的结构性数据结构。那么在文

稿体例方面，无论是编辑，还是专家，都是首次面对；故必

须事先确定文章体例和范式，才能便于作者有的放矢地

把握写作思路，也为后期的编校工作打下基础。

３４　遴选作者　组稿专家的遴选也是一项颇为艰巨
的工作。组稿专家既要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

且年富力强，还需要对误诊研究特别支持和理解，且其

学科团队必须有一定科研实力。笔者在本刊编委队伍

的基础上加以拓展。笔者走访了１０余座城市２０多所
医院，同时在各专科学术会议和专科讨论微信群中发

现作者，向每一位专家介绍误诊疾病数据库项目，文稿

的写作要求等等。最终，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确定２６个
专科的知名学者担任组稿人，共有２６８位临床医师参
与了误诊数据库单病种误诊研究的文稿撰写工作，目

前已完成２０２个单病种误诊研究文稿的组稿工作，为
误诊大数据选题储备了充足的稿源。

３５　选题编发　当第１批约稿如此而至，我们从中看
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内容，感到欣喜；故在组织全体编辑

人员对文稿进行规范化编校处理的同时，根据期刊重

点专栏选题计划酌情安排刊期。２０１４年第４期至２０１６
年第７期已刊登或纳入编校计划共１２篇单病种误诊数
据研究［９２０］，这标志着国内第１批应用临床大数据研究
产出的论著，首次全视野地展示了我国１０年单病种误
诊概况，从量与量的变化中挖掘其内在的规律。

例如组织国内首批急诊胸痛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急诊科和国家卫计委北京医院急诊科来完成急性心

肌梗死和主动脉夹层，分别对１．３万余例急性心肌梗
死和６０００例主动脉夹层误诊病例的误诊率、不同级
别医院误诊率、误诊范围、误诊后果、误诊原因等进行

深入分析。这２类疾病是急性致命性胸痛，呈现了疾
病首诊主要症状，最重要的鉴别诊断疾病谱等，呈现了

大数据分析的趋势特征。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急性杀鼠剂中毒误诊专题”，邀请中
国毒理学会中毒救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邱泽武教授领

导的国内最大的中毒急救中心解放军３０７医院全军中毒
救治中心的精锐团队来完成，这是国内首批完整体现杀

鼠剂中毒误诊概况和流行病学变化的研究论著。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刊发的应激性心肌病误诊数据分
析，我们邀约国内知名的急诊医学专家孟庆义教授组

稿，他是最早在文献和自媒体中呼吁临床医师亟待加

强对应激性心肌病这一新病种认识的临床专家，在该

文中，通过对全误诊文献数据的分析，帮助急诊和心内

科医师从急性胸痛患者中及时甄别该病种，拓宽诊断

思维，从而发挥前瞻性减少误诊的作用，而这正是我们

从事误诊研究的终极目的。

４　误诊大数据选题策划的启示

４１　临床医学数据研究型论文的尝试　随着信息时
代的到来，数据挖掘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实践。

数据挖掘可以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提供预测和预警，在

公共卫生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对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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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题数据库信息的挖掘，增加知识更新速度，帮助

知识传播，为临床医师决策提供有力的辅助工具。误

诊疾病数据库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所有数据进行系统

归类分析后，在数与数量的关系中发现规律性数据，为

临床研究提供有意义的证据支持。误诊数据库产出的

海量数据，经过分类统计并深入分析，已经具备了学者

们提出的数据论文中数据库论文的主要特质［６］，且其

数据特质、关联表现形式、数据仓储平台的链接等数据

表现形式，技术上已经成熟，这是对我国目前的临床医

学数据型论文体例的一种尝试。

４２　医学期刊大数据出版选题的尝试　传统出版只
是转化为数据化出版的数据资源而已，其更大的价值

在于，将传统的出版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以网络为平

台，实现数据的量化，为资源共享、价值挖掘提供以服

务为导向的数据化平台［２１］。大数据时代对医学期刊

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由检索和复习相关文献可知，生

物医学期刊目前以大数据为主题的报道更多地是人类

基因库、公共卫生领域、慢性病管理、传染病预防领域

的趋势、发展等述评性文献，少部分报道中涉及临床医

学数据库的相关内容［２２］。这些临床数据库多为某个学

术组织或大医生牵头组织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所搭建，具

有数据来自临床病例的优势；但受体量和收集时间的限

制，是否符合大数据的“全数据”特征有待商榷。

５　结束语

　　出版科学类期刊近年对期刊数据化转型的报道，
大多集中在业务流程优化、产品业态和服务模式的设

想与展望，对于如何从广袤的大数据研究成果中挖掘

选题，尚无更多可借鉴的经验。鉴于此，笔者通过误诊

数据库研究选题的策划，无论是医学期刊数据化转型

的实践，还是临床医学数据型论文的选题策划，都是较

为初步的尝试。谨以粗浅体会抛砖引玉，期待走在数

据转型前沿的期刊同道分享更多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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