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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知识组织体系发展现状及研究重点*

摘要：文章基于对200多部活动的医学术语表、分类表、叙词表、本体及一体化语言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归纳总结了生物医学领域知识组织体系的发展现状。重点对主流医学知识组织体系MeSH、SNOMED CT、
UMLS的构建模式进行剖析，对有代表性的标准化医学术语集及医学领域本体项目进行梳理。最后就医学知

识组织体系的研究重点及推进我国医学领域知识组织体系建设进行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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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组织体系（Knowledge O rga nization 

Systems，KOS）是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表达和有组织

阐述的语义工具，包括传统的建立在文献单元基础上

的分类法、叙词表以及更泛指的情报检索语言，也包

括网络环境下建立在概念单元基础上的概念地图、语

义网及本体等[1]。

医学知识组织体系（Me d ic a l  K n o wle d g e 

Organization Systems，MedKOS）广泛应用于生物医

学研究及实践活动过程中，用来组织和表述各类生

物医学数据资源，这些MedKOS是我们既熟悉又处于

变革中的知识组织体系。为跟踪国际上快速发展的

MedKOS，推进我国MedKOS的建设和应用，本文对

200多部活动的医学术语表、分类表、叙词表、本体及

一体化语言系统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并就相关问

题进行梳理、归纳和论述。

2 MedKOS基本情况分析

（1）MedKOS类型：根据知识组织体系的结构、

语义强弱程度、所实现的功能等要素，目前大致将知识

组织体系分为三类：①词汇表类：强调对概念的解释，

形式简单，不涉及复杂的语义关系，如权威规范文档、词

汇表、术语表、词典、指南等；②分类体系：强调概念间

的层级聚合和类别体系，起到范畴归类作用，如分类

法、知识分类体系、类目表等；③关联组类：强调概念

间各种关系的揭示，如叙词表、语义网络、本体等[2]。

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体化语言系统整合了

上述三种类型的知识组织体系，充分结合了各种知识

组织体系的优点。目前主要一体化语言系统的实践活

动包括：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LM）建立的UMLS

（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一体化医学语

言系统）[3]；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建立的NCIm

（NCI Metathesaurus，NCI超级叙词表）[4]；中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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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建立的中文一体化医学语言

系统[5]；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发展

建立的中医药一体化语言系统[6]。

（2）MedKOS统计分析：共对203部MedKOS进行

统计，其中英文198部，中文5部，总体情况见表1，表2

列举了有代表性的MedKOS的基本特征。

念中的一个术语被推选为优选术语，如图1所示[7,22]。

MeSH的三级概念结构避免了传统叙词表二级结

构带来的关系丢失或歧义现象，如主题词与入口词之

间的关系可能是同义、近义或反义关系，这些关系无

法在二级结构中准确表达出来，只能粗略地表达为用

代关系，而MeSH的三级结构可以将这些语义关系明

确清晰地标识出来，有利于计算机的理解和处理，同

时也保留了传统叙词表二级结构的功能。

（2）MeSH的表内和表间术语映射机制：MeSH

由主题词表、副主题词表、增补概念表和树形结构表

四个部分组成。MeSH增补概念表的术语多来自文

献，是对主题词表的补充和扩展，MeSH增补概念词

不是主题词，但它至少与一个MeSH主题词建立映射

关系。另外，MeSH中的每个概念都标识有UMLS语义

网的语义类型，通过语义类型建立起与外部语义网络

高层类目间的映射关联，共享UMLS语义网的丰富语

义关系[7,23]。

3.2 SNOMED CT的构建模式

SNOMED CT（System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ClinicalTerms，国际系统医学术语集——

临床术语）是医学临床广泛应用、结构独特的大型医

学知识本体。本体是一种对共享概念体系的明确的形

式化规范描述[24]，从本体的构建思想来看，SNOMED 

CT可称之为医学领域一例成功利用知识本体的研究

成果。

（1）SNOMED CT的概念分类体系：基于医学特

定的概念分类理论，SNOMED CT构建了顶级概念分

类框架，将32万多个具有唯一含义并经过逻辑定义的

概念，分别编入19个顶级概念类（轴），通过上下位语

义关系“is_a”，形成以某一特征属性为核心的概念

等级结构。每个概念都有一个完全指定名称（FSN）

及相对应的一个首选术语和若干个同义术语，FSN

由概念名称和括号中的限定词组成，如“Pneumonia

（disorder），肺炎（疾病）”，括号中的内容为概念的

语义标签，表明其在语义上所属的类别[25,26]。

（2）S N O M E D  C T的连接概念（l i n k a g e 

concept）：连接概念用于概念间语义关系的揭示和

表达，如“概念1+连接概念+概念2”三元组表示形

式，图2中的“Finding site（发现部位）”、“Causative 

a g e n t（治病因素）”为连接概念。连接概念是

一体化语言系统4部，本体22部，叙词表36部，语义网

络1个，分类表35部，规范术语表26部，其他79部

医学综合20部，基础医学22部，临床医学96部，预防医

学22部，药学28部，其他15部

超过10万条的23部，1万—10万条的33部

带释义的85部

多语言版本的50部

定期更新的83部

类型分布

主题领域

词表体量

释义

多语种

更新频率

描述项 描述内容

表1 医学知识组织体系基本情况

3 MedKOS构建模式研究

知识组织体系的构建模式决定了知识组织体系

的使用效率和适应性，张琪玉教授认为“情报检索

语言的进步主要是结构模式的进步”[21]。当前网络环

境下，传统MedKOS的结构模式正在寻求改变，新型

MedKOS不断涌现，医学领域很多知识组织体系有其

独特的构建模式。

3.1 MeSH的构建模式

MeSH（Medical Subject Headings，医学主题词

表）是生物医学领域最著名的大型综合性叙词表，随

着信息环境的变化，MeSH的构建模式也在不断演进。

（1）MeSH的三级概念结构：传统叙词表由“叙

词—入口词”二级结构组成，新型MeSH词表由“主题

词（叙词）—概念—术语（入口词）”三级结构组成，

或称主题词类。一个主题词类可以包含多个概念、一

个概念包含多个术语。每个概念内的术语表示精确的

同义关系，主题词类中多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可能为同

义、广义、狭义和相关关系。每个主题词类中的一个

概念被推选为优选概念，并被指定为主题词，每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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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典型MedKOS特征一览表[7-20]

医学主题词表（MeSH）

NCI叙词表（NCIt）

医学主题词表（中文版）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UMLS语义网和导航图

国际系统医学术语集——

临床术语（SNOMED CT）

解剖学基础模型本体

（FMA）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医学专业分类表

国际疾病分类法-第10

修订版（ICD10）

NCBI分类表

（NCBI Taxonomy）

处方药物标准术语表

（RxNorm）

观测指标标识符逻辑命名

与编码系统（LOINC）

人类基因命名表（HUGO）

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UMLS）

NCI超级叙词表（NCIm）

中文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中医药一体化语言系统

版权机构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国际健康术语标准发展组织-

SNOMED标准研发组织；美国病理

医师学会

美国华盛顿大学结构信息学研究组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委会/医科

院信息所图书馆

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中心

Regenstrief研究院

HUGO基因命名协会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1年/1周

1月

1年

不定期（2007）

不定期

半年

每周修改

不定期（1999）

1年（10年修订）

1天

1天

半年

1天

半年

1月

不定期

不定期

21种语言

英文

中英文

中英文

英文

英文、西班

牙、丹麦、

瑞典语等

英法德、西

班牙语等

中文

ICDs包括

43种语言

英文

英文

英法德、

中文等

英文

包括21种

语言

英文

中英文

中英文

医学综合

肿瘤学

医学综合

中医药

医学综合

临床医学

解剖学

医学综合

临床医学

生物学

药学

检验学

遗传学

医学综合

医学综合

医学综合

中医药

叙词表

语义网络

本体

图书

分类法

知识

分类表

规范

术语表

一体化语

言系统

类型
主题
领域

语种 更新

75.8万/32.1万

23.8万/9万

11万/5.5万

0.83万/0.56万

语义类型133个

语义关系54个

118万/32.4万

14.9万/8.2万

0.5万个类名

1.15万个类名

63.4万个类名

49.7万/20.4万

36.4万/14万

14万/3.3万

1080万/266万

360万/140万

60万/30万/3万

（叙词）

60万/15万

体量
（术语/概念）*MedKOS名称

有

有

有

有

有

逻辑定义

有

类目注释

类目注释

类目注释

逻辑表示

逻辑表示

无

有

有

有

有

释义

SNOMED CT 19个顶级概念轴中的一类，包括约60

个概念，每个连接概念都进行域、范围、角色层级

结构、角色组的明确限定，以保证连接概念的正确

使用[25,27]。

（3）SNOMED CT的语义关系和概念逻辑化定

义：SNOMED CT的语义关系包括定义性、限定性、历

史性和附加性，其中最重要的定义性语义关系包括两

类:“is_a”关系和“Atrribute”关系，SNOMED CT通

过纵向的上下位关系和横向的属性关系确定两个概

念间的具体语义关系，SNOMED CT大约包括136万个

语义三元组。SNOMED CT的属性关系是通过上述连

接概念表达的，通过连接概念，将归属于同一概念轴

和不同概念轴的概念连接起来，形成具有内在语义关

联、能清晰表达临床信息、便于计算机理解的短句。

图2显示了细菌性肺炎（Bacterial pneumonia）概念的

逻辑化定义图，表明该病是一种由细菌（Bacteria）导

致的发生在肺部（Lung structure）的疾病；此外还展

示了各自所属的3个顶级概念轴路径[25,27]。

*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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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NOMED CT的数据结构：概念表、描述表、

关系表是SNOMED CT体系结构的三个重要部件。概

念表收录了19个顶级概念轴中约32万条具有唯一含

义、并经过逻辑定义的概念；描述表收录了80多万条

能够代表某个具体概念的术语及该概念的同义词；关

系表包括约136万个三元组语义关联[28,29]。

3.3 UMLS的构建模式

U M L S是生物医学领域、跨语言多表集成的知

识组织体系，整合了上百个异构异质MedKOS中的上

千万个概念名称及相关信息。UMLS由三个密切关联

的知识源构成[30,31]。

（1）超级叙词表（Metathesaurus）：超级叙词表

整合了166部生物医学领域的叙词表、分类表、本体、

疾病编码集、标准化术语表等单一知识组织体系，

2012AA版UMLS包括术语10,810,680条，概念单元

2,669,792个，涵盖21种语言[32]。

超级叙词表以概念为核心进行组织，每个概念

代表不同来源知识组织系统同义词的集合，超级叙

词表概念结构（Metathesaurus concept structure）[33]

的设计为同义概念的组织、归并搭建了基本架构，

基于概念唯一标识符（CUI）、原形术语唯一标识符

（LUI）、字符串唯一标识符（SUI）、来源术语唯一标

识符（AUI），将不同MedKOS同一概念的各种名称和

变体形式连在一起，搭建起知识组织体系间的语义关

联。超级叙词表概念结构示例见图3。

超级叙词表通过对数据文档、元数据的合理设

计和布局，将各来源词表纷繁庞杂的信息进行有序整

合，通过概念名称文档、关系属性文档、描述属性文

档等20多个文档的巧妙设计，实现了异构异质资源的

同构化表示，并充分保留和继承了各来源表的原始信

息。超级叙词表的每个来源表既是全局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组织体系，既可整合利

用，也可以被单独调用。

（2）语义网（Semantic Network）：UMLS语义网

既是UMLS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独立的顶级医

图1 MeSH的三级概念结构

图2 SNOMED CT概念逻辑化定义示例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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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语义网络。语义网由语义类型和语义关系构成，语

义类型是语义网络中的节点，语义关系是节点之间的

链接，如“后天畸形（语义类型1）+affects（语义关系）

+细胞功能（语义类型2）”。语义类型有133个，涵盖了

许多领域宽泛词汇的范畴；语义关系有54个，包括1

个等级关系链（isa）和53个非等级的相关关系链[11]。

基于UMLS语义网，为知识组织体系中的概念标识语

义类型，可使其继承语义网的丰富语义关系。UMLS

语义网具有全局统控作用，它可使完全相异的知识组

织体系使用一个共同的语义网络，是一种基于全局本

体统控、各来源表语义互联的模式，图4显示了概念

“Pneumonia, Bacterial（细菌性肺炎）”在超级叙词

表多个知识组织系统中的语义互联情况[12]。

（3）专家词典（SPECIALIST Lexicon）和工具：

是超级叙词表建立和维护所需的生物医学词汇库和

一组工具集，主要用于超级叙词表同义概念的自动归

并，减少人工构建词表的复杂程度。

4 面向卫生信息标准的MedKOS

卫生信息标准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保证不同健康

系统交换数据时对术语理解的一致性，这需要各种

标准化知识组织体系的基础支撑作用。在统计分析的

203个MedKOS中，已有60多个成为国际、区域、国家

或行业的标准，涉及临床、基础医学、健康指标、电子

处方、实验室检查、医疗设备、医疗保险、收费系统等

方面。目前，卫生信息标准化术语集正在走向多语种

多知识组织体系的交叉映射和集成融合。

图3 超级叙词表概念结构示例图

图4 UMLS语义网概念导航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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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临床标准化MedKOS

（1）ICDs（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国际疾病分类法）：ICDs是目前国际上共

同使用的关于临床病案记录中疾病术语的标准分

类编码体系。ICDs有43种语言版本，由世界卫生组

织（WHO）负责编订、推广和应用。ICDs早在1900

年出版第一版，约每10年修订一次，1994年开始启用

ICD-10。在我国，ICD-10的中文版本早已被列为国家

标准，于2001年开始实施，成为疾病与健康相关问题

统计分类的重要标准和基础工作。ICD-11的修订工作

已于2010年启动[34,35]。

（2）LOINC（Logical Observation Identifiers 

Names and Codes，观测指标标识符逻辑命名与

编码系统）：LOINC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中心

Regenstrief研究院开发维护，是一套用于标识实验室

检验项目和临床观测指标的标准化术语编码集，观

测指标涉及血液学、微生物学、化学、生命体征、放

射诊断报告、肿瘤登记指标、调查问卷等多类观测指

标。LOINC中还包含近10种临床上已被广泛使用的标

准化评价指标，如Braden（Braden压疮危险因素评估

量表）、FLACC（FLACC疼痛量表）、OASIS（护理效

果评估量表）等。目前LOINC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

用，作为临床实验室结果电子信息交换的标准，包括

近10种语言版本[19,36]。

（3）“NNN”护理分类系统[37]：“NNN”代表目

前在国际护理专业上已经普遍采纳的三个标准化

分类系统：NANDA（NANDA nursing diagnoses，

NANDA护理诊断表）[38]、NIC（Nursing Interventions 

Classification，护理措施分类表）[39]、NOC（Nursing 

Outcomes Classification，护理结局分类表）[40]。三个系

统相互关联，目前已有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版本。

4.2 标准术语集的映射和集成融合

（1）标准术语集的交叉映射：不同术语集间的映

射是医学资源集成融合的重要基础任务，如美国国家

健康和人类服务部（HHS）在全美范围内实施健康信

息技术互操作目标，强调标准化术语和代码要与病

人、医疗保健提供者、实验室和诊断设施等数据资源

紧密关联，以提高医疗保健的质量和效率。LOINC观

测指标编码体系与CPT（通用医疗操作术语集）[41]账

单编码体系间的映射项目就是该目标的一个实例[42]。

（2）标准术语集的集成融合：目前已有越来越多

的标准化术语集实现了不同层面的集成和融合，如美

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建立的RxNorm（处方药物标准术

语集）[18,43]，是美国联邦政府指定的进行临床电子数

据交换采用的处方药物标准命名表。它采用UMLS的

方法和技术，整合了包括Alchemy金标准、FDA国家

药品代码目录（NDC）、VHA国家药品文件-参考术语

（NDF-RT）在内的11个词表中的标准药物术语，对药

物通用名和商品名采用标准规范的描述方式，命名中

包括药物的成分、剂量和剂型。

（3）标准化知识表示系统：这类系统为不同来源

医学术语建立了标准化的知识表示架构，如前面提到

过的UMLS项目，它不仅提供各种临床数据的集成融

合，也提供临床数据与文献数据、基因数据等在更大

领域范围内的一致性和兼容性，可帮助解决医学信息

交换中的许多问题。

5 基于本体架构的MedKOS

本体的开发和利用是实现语义网、支撑全球网络

化知识交流的核心要素，也是MedKOS建设与发展的

主流趋势。本体构建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复杂工程，基

于传统Med KOS构建本体已成为业界的共识。通过

X M L、R DF、OW L等描述语言进行本体转换的例子

举不胜举，较典型的有基于XML的MeSH叙词表的表

示，基于OWL的NCI叙词表的描述等等。在转换基础

上通过添加领域知识，添加概念、类和实例，最终形

成具有丰富语义关系的本体。此外，本体构建方法和

工具、本体描述语言、本体映射、本体集成等都是研

究的热点。目前已产生大量生物医学本体，下面是几

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5.1 生物医学领域本体建设

（1）FMA（Foundational Model of Anatomy 

Ontology，解剖学基础模型本体）：FMA由美国华盛

顿大学结构信息学研究组（SIG）编制和维护。FMA是

解剖学领域的一部参考本体，以符号形式表达解剖学

信息，由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解剖学类目、解剖

学结构抽象表达、解剖学变化抽象表达，以及对类和

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定义进行解释的Meta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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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知识）[14]。FME是一个用于浏览和组织FMA的软

件工具[44]。

（2）HPO（Human Phenotype Ontology，人类表

型本体）：HPO是一个描述人类疾病表型异常的受控

词表，如“atrial septal defect（心房间隔缺损）”，术语

采用逻辑定义的方式描述。HPO初期基于OMIM（在

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建立，现在增加了医学文

献中的信息，由柏林Charité医院和英国剑桥大学联盟

建立[45]。

（3）GO（Gene Ontology，基因本体）：GO由基因

本体联盟建立和维护。GO的主要目标是对跨物种和

跨数据库的基因表达和基因产物属性进行结构化及

定义精确的描述。GO建立了三个独立的结构化的受

控词表，分别为生物学过程、细胞成分和分子功能词

表，用于描述生物体的基因产物[46]。

5.2 生物医学本体集成系统

（1）NCBO BioPortal（National Center for 

Biomedical Ontology BioPortal，美国国家生物医学

本体中心BioPortal）：BioPortal是一个包括8个来

源的300多个生物医学本体，如图5所示，包括OBO 

Foundry、UMLS等8个。它是一个开放的生物医学本

体仓库及集成系统，通过Web浏览器和服务器提供对

OBO格式、OWL、RDF、RRF格式、Protégé框架开发

的本体的访问。图5大致可以看出BioPortal的主要功

能，包括浏览、搜索、可视化显示、建立不同本体术语

间的映射、添加注释到本体；另外它通过Annotator和

Resource Index工具集成了诸如PubMed、PubChem、

OMIM等不同领域的20多个异构生物医学数据资源。

Annotator是一个利用本体对自由文本进行标注的工

具，Resource Index可通过本体关联生物医学数据资

源[47]。

 （2）OBO Foundry（Open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Ontologies，开放生物医学本体）：OBO 

Foundry官方网站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生物信息学

开放资源项目组（BBOP）建立和维护。OBO Foundry

是一个基于生物医学数据本体的联合实验项目，目的

是建立一套适合生物医学领域、可互操作的参考本体

的构建规则，实现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领域间的语

义整合。OBO Foundry中比较重要的生物医学本体有

FMA、HPO、GO、CL（细胞类型本体）、IDO（传染病

本体），以及NCBITaxon（NCBI生物分类法）等几十种

资源[48]。OBO-Edit是一个开源的跨平台的本体编辑

器软件，主要用于浏览和编辑OBO文件[49]。

此 外还 有国际合作 项目O B I（生物医学 调

查本体）[5 0 ]、欧 盟的开放临 床 术 语通 用框 架

OpenGALEN[51]，以及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生物医学信

息学部设计的Lexical Grid（词汇网格）[52]等项目。

图5 NCBO BioPortal浏览界面[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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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6.1 MedKOS研究重点

通过对医学领域知识组织体系发展现状的系统梳

理及对有代表性的MedKOS的分析，当前医学领域知

识组织体系的发展和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在未来MedKOS建设与

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着引领与示范作用，UMLS的构

建及在医疗信息系统、病案系统、自然语言处理、文本

自动标注、智能检索及搜索引擎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推进了医学领域知识组织体系的集成整合发展进程。

目前，多种知识组织体系关联集成模式也是知识组织

技术的发展方向。

（2）领域本体已成为当前MedKOS发展的主流

活动，生物医学本体的开发一直走在领域本体建设的

前列，目前已取得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研究重点集中

在传统知识组织体系向本体转化、本体构建方法与工具

集的建立、本体表示语言、本体映射等方面，并且向更

大规模的集成和融合发展。一些医学知识本体的特有

结构模式如SNOMED CT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本体由于概念及语义关系揭示的明确化、模型化和机

器可理解等特点，成为语义网环境下不可或缺的知识组

织工具，呈现开放、关联、集成、国际化的发展态势。

（3）医学知识组织体系之间的映射，是实现不

同MedKOS集成、融合，进而实现分散异构数据资源

互操作的方法，也是今后MedKOS建设与发展的重要

基础任务。医学领域大型知识组织体系间的映射研究

以国际疾病分类法（ICDs）为代表。ICDs的映射涉及

ICD家族不同版本间的映射，如ICD-9到ICD-10的映射

转换；以及ICDs与外部知识组织体系之间的映射，如

ICD-10-CM与SNOMED CT的映射等多种知识组织

体系，此外还包括多种语言版本ICD的映射，如中文等

40多种语言。

（4）当前医学术语标准化活动更加关注卫生信息

标准化建设，特别注重临床疾病、药物、实验室等多种

标准化术语集的融合使用，强调临床数据与文献数据、

基因数据等在更大领域范围内的一致性和兼容性，以

促进医学领域各种复杂数据资源的知识整合与知识共

享，这也是未来医学术语标准化建设的重要命题。

（5）知识组织体系正处于快速变革的重要机遇

期，我们既熟悉又陌生。以MeSH为代表的传统知识

组织体系结构模式的不断变革带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Med KOS的创新发展、持续性和动态性、大众参与

性，都将促进知识组织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6.2 推进我国MedKOS建设

研究分析显示，我国医学领域知识组织体系建设

与国外有很大差距，要使国外先进经验变成符合我国

国情的有益经验，要从认真学习做起。

引进、消化、吸收国际上广泛使用的MedKOS，

进行翻译和本地化改造，符合国际上的通用做法，如

权威知识组织体系的多语言版本，美国、澳大利亚对

ICD-10的本地化改造等等。在这些方面我国虽也进

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ICD10中文版的发布、MeSH

中文版的发布等，但这些还远远不能满足医学研究

和医学实践的需要，MedKOS的本地化改造也与国外

有很大差距。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面向外文

科技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示范”项目，为

推进我国MedKOS的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

们要认真分析研究国际上著名的医学知识组织体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将医学知识组织体系建设融入医

学科研和医学实践的整个活动之中，切实推进我国

MedKOS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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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y studying more than 200 active medical glossaries, taxonomies, thesauri, ontologies, and unified language system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biomedic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was summarized. Further, the paper deeply div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models of some popular medic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such as MeSH, SNOMED CT, UMLS and analyzed the key projects in standardized medical terminologies and medical ontologies. Finally, it 
briefly discussed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medic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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