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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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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卫生与人口领域信息的特征，规定了对象类及其属性和相互关系。 

本标准适用于卫生与人口相关领域信息标准的制定和信息系统的研发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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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1.3-2009 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MDR）第3部分：注册系统元模型与基本属性

（ISO/IEC 11179-3 IDT） 

GB/T 30107-2013  健康信息学 HL7 V3 参考信息模型 

WS/T 671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数据字典 

ISO/IEC 11179: Information technology—Metadataregistries (MDR) Part3: Registry metamodel and 

basic attributes 

ISO/IEC 19501-1:2002 Information technology-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part 

1:Specification 

ISO/HL7 21731:2006Health informatics-HL7 version3-Reference information model -Release 1 

HL7 Version 3 Standard: Data Types - Abstract Specification, Release 2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 30107-2013和GB/T 18391.3-20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

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30107-2013和GB/T 18391.3-2009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1  

模型  model 

域的一种表现，使用抽象方法表达相关概念。 

[GB/T 30107-2013，定义3.1.30] 

3.1.2  

概念数据模型  conceptual data model 

表达现实世界抽象见解的数据模型。 

[GB/T 18391.3-2009，定义3.2.5] 

3.1.3  

类  class 

对特定应用域中某个时间或概念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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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0107-2013，定义3.1.6] 

3.1.4  

超类  superclass 

作为对一个或多个其它类（子类）泛化的一个类。 

[GB/T 30107-2013，定义3.1.51] 

3.1.5  

子类  subclass 

作为对另一个类（超类）具体化的一个类。 

[GB/T 30107-2013，定义3.1.48] 

3.1.6  

属性  attribute 

对类的特征方面的抽象。 

[GB/T 30107-2013，定义3.1.3] 

3.1.7  

数据类型  data type 

属性中所含数据的结构格式。它可以约束属性可能采用的属性值集合。 

[GB/T 30107-2013，定义3.1.13] 

3.1.8  

泛化  generalization 

分别被称为超类和子类的两个类之间的关联，其中子类是由超类派生而来的。子类不仅继承了超

类的所有性质，包括属性、关系和状态，而且增加了一些新的性质来扩展了父类的性能。子类的视觉

看，子类就是超类的具体化。 

[GB/T 30107-2013，定义3.1.18] 

3.1.9  

具体化  specialization 

两个类（分别称为超类与子类）之间的一种关联，其中子类由类派生而来。子类继承类的属性、

关系和状态，还可以增加新的性质来扩展父类的性能。 

[GB/T 30107-2013，定义3.1.41] 

3.1.10  

编码系统  coding system 

（通常）使用短概念标识符说明概念是系统组成部分，且定义一个唯一概念代码集的概念表示体

系。 

[GB/T 30107-2013，定义3.1.10]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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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HL7 健康信息交换与传输标准（Health Level Seven） 

LOINC 逻辑观测指标标识符命名与编码系统（Logical Observation Identifier Names and Codes） 

RIM 参考信息模型（Reference Information Model） 

SNOMED CT 系统医学命名法—临床术语（System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 Clinical Term） 

UML 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4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概述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的主干类以及与下位类的关系与HL7 V3 RIM相同。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由6大类和15个子类构成，每个类及子类具有自己的描述属性。

属性、关系都与类相关。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采用UML表示。类的命名，如果在HL7 V3 RIM中有对应的类，

则采用该模型中的命名。如果HL7 V3 RIM中没有对应的类，则根据类的含义，参照本领域的命名规范

或习惯命名。 

5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图示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的内容见图 1（中文）和图 2（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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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图示（中文） 



WS/T 672—2020 

 5 

 

 

图 2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图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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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中的类及其属性 

6.1 实体  

6.1.1 实体的描述 

以某个角色身份参与健康相关活动的一个或一组自然事物或组织。 

实体是下列类的泛化： 

组织机构                     人 

物体                         地方 

6.1.2 实体的属性 

实体的属性如下： 

类代码:: CS                   限定码:: CS            标识:: SET<II> 

代码:: CS                     数量:: PQ              名称:: EN 

描述:: ED                    存在时间段:: TS        通信地址:: URL 

6.1.2.1 实体.类代码:: CS 

属性描述：由实体的实例所表示的类或类别的代码。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实体类代码和实体代码‖规定。 

示例：人、机构、物质、地点等，均属于实体。 

依据：表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代码集非常庞大。所以，类代码既可以表示所有的实体层级结构的

子类，也可以表示实体实例的高层分类符，这样就可以约束实体.代码属性的值域。 

6.1.2.2 实体.限定码:: CS 

属性描述：表示实体是某类实例还是某个具体实例。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实体限定码代码‖规定。 

示例：一个人（实例），某省居民（一类人）。 

依据：实体有时可以表示具体实例（最常见）的信息，也可以表示具有共同特征的可量化组信息

或一般信息。本代码用于区分这些不同的表示。 

6.1.2.3 实体. 标识:: SET<II> 

属性描述：实体特有的唯一标识符。 

依据：为每个实体赋予一个唯一的标识符，以实现信息沟通时对实体的正确识别。因为不同系统

维护不同的数据库，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的个体标识符。所以，实体标识符仅在声明的范围内是唯

一的。 

6.1.2.4 实体.代码:: CS 

属性描述：实体的某个实例所属的特定类别。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实体类代码和实体代码‖规定。 

示例：一个医疗建筑，某种动物，血液收集管，组织切片等等。 

依据：实体代码是实体类代码的进一步细化。实体代码的颗粒度可以非常细，每个概念指向一个

个例。实体代码的颗粒度比较细时，会形成由若干层次构成的实体代码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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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 实体.数量:: PQ 

属性描述：规定某个实体对象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物理数量，可以是一组事物的计数，也可以是

其他物理数量。 

依据：描述实体的数量，与实体可能作为整体或部分参与某一活动无关。实体的数量仅用于标识

特定的实体，或者用于实体具有数量这一固有属性的情况下。 

6.1.2.6 实体.名称:: EN 

属性描述：实体的非唯一的文本识别符或名称。 

示例：人的姓名，地名，机构名称等。 

依据：大多数实体都有一个将其与其他实体区分开的常用名，但不作为唯一标识符。 

6.1.2.7 实体.描述:: ED 

属性描述：采用文本或者多媒体形式对实体的描述。 

依据：实体描述可以为实体提供一些附带的背景信息，并将其传达给相关人阅读和理解。 

6.1.2.8 实体. 存在时间段:: TS 

属性描述：实体以物理形式存在的时间区间。 

依据：客观实体有一个规定的存在时间，例如设备生产出来、投入使用、报废、回收等。这个时

间段可能表示过去、现在或将来。说明实体的有效存在时间对正确理解该实体的相关信息有一定意义。 

6.1.2.9 实体.通信地址:: URL 

属性描述：实体的通讯地址，由Internet standard RFC 2396规定，即通用资源定位URL。 

依据：同一个实体可有多个通信地址，常用的URL地址类型有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地

址、超文本参照、FTP，等等。 

6.2 组织机构 

6.2.1 组织机构的描述 

由一组人或其它机构组成的正式团体，具有相同的目的，如管理、法律、政治等目的具备为达成

这些目而实施行动的基础设施。组织是实体的具体化，例如，公司、工厂、社会机构、政府部门等。 

组织机构是实体的具体化。 

6.2.2 组织机构的属性 

组织机构的属性如下： 

类型代码:: CS                    级别代码:: CE 

地址:: AD                       行政区划代码:: CS 

6.2.2.1 组织机构.类型代码:: CS 

属性描述：组织机构所属的行业类别或种类。 

讨论：组织机构的分类指一般意义上的分类，与其功能有关，与其在特定医疗保健活动中扮演的

角色种类或承担的职责种类无关，后二者体现在角色和参与当中。机构的种类一般通过实体类代码予

以体现。本属性作为实体类代码的补充或细化，不能与实体类代码矛盾或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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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组织机构.级别代码:: CE 

属性描述：官方权威部门为组织机构确定的行政等级。 

讨论：一般情况下，只有隶属于国家的行政事业单位或机构具有级别属性，这些机构拥有相关管

理部门批准的正式编制。 

6.2.2.3 组织机构.地址:: AD 

属性描述：机构所在地的邮政地址或物理地址。 

6.2.2.4 组织机构.行政区划代码::CS 

属性描述：机构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及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编码系统规

定。 

6.3 人  

6.3.1 人的描述 

具有人类属性的生物体。可以指代单个人、一群人或一类人，取决于实体限定码和实体数量两个

属性的取值。 

人是实体的具体化。 

6.3.2 人的属性 

人的属性如下： 

地址:: AD                        婚姻状况代码::CS 

学历水平:: CS                    性别代码:: CE 

出生时间:: TS                    国籍代码:: CS 

名族代码:: CS                    户籍类型代码:: CE     

死亡时间:: TS                    尸检标识::BL 

宗教信仰代码:: CV 

6.3.2.1 人.地址:: AD 

属性描述：人的物理或邮政地址。 

依据：地址信息主要用于传输可以使用打印邮件标签的数据，人可以亲自前往和访问该地址（不

是虚拟的地址）。邮政地址不保证包含有助于发现地理位置（如GPS）或进行流行病学研究的额外信

息。 

6.3.2.2 人.婚姻状况代码:: CS 

属性描述：个人的家庭或伴侣情况，不一定具有法律意义。 

示例：已婚，分居，离异，丧偶，等等。 

依据：基于不同的理解和分类目的，婚姻状况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和表示方法，对应不同的编码系

统。 

6.3.2.3 人.学历水平代码:: CS 

属性描述：个人所接受的最高教育水平。 

示例：小学、中学毕业、大学本科、研究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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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学历水平与学位等级不一定完全对等。 

6.3.2.4 人.性别代码:: CE 

属性描述：个人的性别（也可表示其它生命体的性别）。性别是一个复杂的生理学、基因学和社

会学概念，需要多种观察才能完整描述。 

6.3.2.5 人.出生时间:: TS 

属性描述：个人出生的日期和时间，一般用公元纪年表示。 

6.3.2.6 人.国籍代码:: CS 

属性描述：从法律意义上对人所属的国家的界定。一般来说，人拥有某个国家的国籍意味着他/她

是合法的该国公民。 

6.3.2.7 人.民族代码:: CS 

属性描述：按照某些属性对人所属种类的定性。 

依据：同一种类的人具有类似的历史、血统、地理起源或传统。这种属性基于人的信仰或者其自

报的某些属性，不是基于基因分析或其它科学观察得到的民族属性。 

6.3.2.8 人.宗教信仰代码:: CV 

属性描述：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偏好。 

示例：印度教、罗马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 

6.3.2.9 人.户籍类型:: CE 

属性描述：中国居民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登记的户口类型。 

6.3.2.10 人.死亡时间:: TS 

属性描述：个体发生医学意义上的死亡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一般用公元纪年表示。 

6.3.2.11 人.尸检标识:: BL 

属性描述：标识个体死亡后是否进行了医学意义上的尸体解剖检查。 

6.4 物体 

6.4.1 物体的描述 

无生命且在位置上独立的实体。物体既不是生命体也不是地方。人造的或经过加工的产品属于物

体，尽管这些产品可能源于生命体。 

物体是实体的具体化。 

6.4.2 物体的属性 

物体的属性：形态代码:: CD 

属性描述：物体的物理状态和性质。 

示例：固体，液体，气体，片状，膏状，胶体状，等等。 

file:///C:/Users/lenovo/infrastructure/datatypes_r2/datatypes_r2.html%23dt-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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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物体的物理形态种类很多，且可经历不同形态的转变。 

6.5 地方 

6.5.1 地方的描述 

一个局限的物理地点，包括一切内涵的结构。地方可以是天然的或者人造的，其地理位置固定或

不固定。地方可以是工作场所、家或办公室，可以包含亚（子）地方，例如楼层、房间、床，等等。 

地方是实体的具体化。 

6.5.2 地方的属性 

物体的属性如下： 

移动地点:: BL              地址:: AD                地点方位:: ED  

地点位置:: ED  

6.5.2.1 地方.移动地点:: BL 

属性描述：标识一个地方（例如医疗设备）是否具备从一个位置自由移动至另一个位置的能力。 

示例：用于医疗救治的飞机、救护车、轮船等都属于移动医疗设施。 

6.5.2.2 地方.地址:: AD 

属性描述：某地方的物理位置，必须是可以在地图上进行物理定位的地址。 

6.5.2.3 地方.地点方位:: ED 

属性描述：以文本形式提供的有关某个地方的信息，能够指引人或其它实体到达该地方。 

讨论：当地址信息不完整、又没有GPS或不能直接使用GPS的时候，该属性提供发现某个地方的方

位。 

6.5.2.4 地方.地点位置:: ED 

属性描述：在地图上定位一个地方的一组编码。 

6.6 角色 

6.6.1 角色的描述 

实体（人、机构等）所具备的资质或能力，该资质由具备角色设定权力的实体赋予。角色类型决

定了实体在特定医疗保健活动中发挥的作用。 

角色不同于参与，后者除了与实体的资质有关外，还与所参与的特定活动的类型有关。 

角色是下列类的泛化: 

从业者 

6.6.2 角色的属性 

角色的属性如下： 

类代码:: CS                名称:: BAG<EN>                 标识:: SET<II> 

代码:: CS                  否定标识:: BL                   地址:: BAG <AD> 

通讯地址:: BAG <TEL>      有效时间:: SET<TS>              证书::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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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 角色.类代码:: CS 

属性描述：某个角色实例所属的角色的大类。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角色类代码‖规定。 

6.6.2.2 角色.名称:: COLL<EN> 

属性描述：某个角色非唯一的文本识别符或名称。 

示例：某行业的从业人员，医生、护士等。 

讨论：角色名称不同于实体名称，角色名称是实体扮演某个特定角色时的称谓。使用该称谓不是

为了区分实体，而是区分实体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具备的资质。 

6.6.2.3 角色.标识:: SET<II> 

属性描述：实体所扮演的角色的唯一标识符。 

约束：个体以某种角色（如医生）参与医疗保健活动，则可以使用某个特定标识系统产生的标识

符来标识该角色，如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6.6.2.4 角色.代码:: CS 

属性描述：某角色实例所属的角色的特定类别。在概念上是角色类代码的特化。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角色代码‖规定。 

讨论：角色代码不修饰或限定角色类代码，但是比角色类代码更加具体，规定了角色类代码定义

的特定角色类型的一个子类，可通过丰富的词汇更加详细地表达或限定角色类代码的内容。 

6.6.2.5 角色.否定标识:: BL 

属性描述：标识扮演某角色的实体不具备该属性应有的资质。 

示例：此人不是我们的员工、此人不是医生、该漱口液的成分里不含酒精等等。 

6.6.2.6 角色.地址:: BAG<AD> 

属性描述：实体作为某个角色时的邮政地址。 

6.6.2.7 角色.通讯地址:: BAG<TEL> 

属性描述：实体作为某个角色时的电子通信地址。 

6.6.2.8 角色.有效时间:: SET<TS> 

属性描述：特定角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所以有必要定义一个时间段。假设该时间界限

已知或可规定，则该时间段表示在此期间某角色有效。 

6.6.2.9 角色.证书:: ED 

属性描述：说明角色的证书文本或多媒体描述。 

依据：角色证书由领域内具备相应资质的实体颁发，证明某人或者某机构的确扮演某角色。证书

可以使用多种形式表示，包括纸质证书、电子证书、数字证书等。 

6.7 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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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从业者的描述 

由于获取工资而与组织（雇主、范围限定者）建立关联的人所扮演的角色。 

从业者是角色的具体化。 

6.7.2 从业者的属性 

从业者的描述属性如下： 

职业代码:: CE                      工资种类代码: :CS 

工资金额:: MO                     家庭年人均收入类别:: CV 

危险因素暴露:: ED                 职业防护:: ED 

6.7.2.1 从业者.职业代码:: CE 

属性描述：基于行业共识或者行政标准划分的工作类型。个体通过从事该职业获取薪酬，作为主

要生活来源。 

依据：该分类与从事工作的种类有关，与工作头衔、薪酬种类等无关。为了满足不同的分类目的，

允许有多种职业分类代码系统。例如用于人口普查的人口统计学职业分类、用于社会经济调查的职业

分类、用于传染性疾病防控的职业分类，等等。 

6.7.2.2 从业者.工资种类代码:: CS 

属性描述：表示雇主计算员工薪水的方法。以月为单位计算表现为月薪，以年为单位则为年薪，

还可以以小时、天、周、2 周、半个月等为计算单位。 

6.7.2.3 从业者.工资金额:: MO 

属性描述：从业者的劳动报酬或薪水，以特定货币种类表示。工资金额可以表现为月薪、年薪，

或者以小时、天、周、半个月计算，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约束。 

6.7.2.4 从业者.家庭年人均收入类别:: CV 

属性描述：从业者家庭成员年收入总和，按家庭总人数平均计算得到人均年收入。将家庭人均年

收入划分为等级，表示为收入等级或分类。 

6.7.2.5 从业者.危险因素暴露:: ED 

属性描述：标识从业者是否因为从事某项工作而接触或暴露于健康危害因素之中。 

示例：石棉、感染源等。 

6.7.2.6 从业者.职业防护:: ED 

属性描述：从事某种暴露于健康危险因素的工作时所使用的防护设施或采取的防护措施。 

示例：安全帽、护眼镜、铅衣等。 

6.8 角色关联 

6.8.1 角色关联的描述 

反映两个角色之间的依存关系，例如部分-整体关系，领导（上司）-下属关系等。角色关联不同

于实体（人）之间的关联，后者一般通过参与某项活动予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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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角色终止时，基于角色的角色关联亦终止。 

6.8.2 角色关联的属性 

角色关联的属性如下： 

类型代码:: CS有效时间:: IVL<TS> 

6.8.2.1 角色关联.类型代码::CS 

属性描述：角色之间关联关系的类型，描述角色关联关系时，通常需要说明角色关联的有效时段。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角色关联类型代码‖规定。 

6.8.2.2 角色关联.有效时间:: IVL<TS> 

属性描述：说明角色间连接有效时间的一个间隔，在此期间角色之间的某种关联关系是有效的。

通常与角色关联关系类型同时使用。 

6.9 参与 

6.9.1 参与的描述 

参与是某角色和某活动之间的一种关联。一个角色可以参与多个活动，而一个活动可以有多个参

与角色。参与受限于活动的范围。 

6.9.2 参与的属性： 

参与的属性如下： 

类型代码:: CS              顺序号:: INT                    否定标识:: BL 

时间段:: IVL<TS>          语气代码:: CD                   签名代码:: CD 

签名文本:: ED 

6.9.2.1 参与.类型代码:: CS 

属性描述：实体以某种角色参与相关活动时的职责类型。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参与类型代码‖规定。 

讨论： 实体参与特定活动即表现为参与类型的一个实例。例如，外科医生作为实施者参与一台手

术。角色（例如医生）作为中间因素，影响实体与参与类型之间的关联关系。角色代表实体的资质，参

与则反映该资质的具体实施或体现。角色和参与类型有关，但也可以存在巨大差距。例如，实习医生在

住院医生的指导下实施手术。 

同一个活动中可以有多个相同类型的参与。例如，麻醉师、主刀医生等都是一台手术的实施者（参

与类型之一）。 

6.9.2.2 参与. 顺序号:: INT 

属性描述：规定同一个活动当中某个参与的发生相对于其他参与发生的顺序，用一个整数表示。 

6.9.2.3 参与.否定标识:: BL 

属性描述：标识某参与是否不曾发生、未发生或不应该发生。本属性有两个基本用途：一是标识某

个特定的角色未曾或不该参与某一项活动；二是将某参与从某活动中去除。 

示例：某医生未参与手术，某病人未签署知情同意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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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4 参与.时间段:: IVL<TS> 

属性描述：表示某种参与发生在某活动中的某一个时间段。当参与者在活动中的介入不涉及活动全

程时，需要说明参与时间。 

讨论：参与时间一般意味着活动包含了某些子活动，这些子活动不值得记录在活动中，但已经被隐

含在参与类型里了。 

示例：参与类型为数据录入时的参与时间段；主刀医生的参与时间段（手术结束，可能与签名有关）；

某医生负责某病人的某个时间段的治疗；等等。 

6.9.2.5 参与.语气代码:: CD 

属性描述：实体以某种角色参与某活动的形式。对于活动的主导者来说，参与语气表示活动所表达

的信息最初是口头的、书面的或电子的。 

示例：亲临现场、通过电话、书面交流等。 

6.9.2.6 参与.签名代码:: CD 

属性描述：表示参与某活动需要通过签名予以确认，或参与某活动是否需要签名。 

示例：手术实施者/责任人或其它参与者必须在手术记录上签名；参与者愿意签名，等等。 

6.9.2.7 参与.签名文本:: ED 

属性描述：签名的文本或多媒体描述。签名表示参与者认可并接受其在某项活动中承担相应的责任。

具体如何参与、承担什么责任取决于参与类型。 

6.10 活动 

6.10.1 活动的描述 

指已发生、可能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或请求/要求发生的一个行为，是一个有意向的行为。

活动实例是关于一个有意向行为的记录。人口与健康领域常见的行动种类包括：临床观察、健康状况评

估、治疗服务、检查检验等。 

活动是以下对象类的泛化： 

就医       观察          暴露                     公共卫生案例操作           

供应       资金交易      费用补偿协议             发票项目           

6.10.2 活动的属性 

活动的属性如下： 

类代码:: CS               语气代码:: CS                 标识:: SET<II> 

代码:: CS                 否定标识:: BL                 描述文本:: ED 

状态代码:: CS             有效时间:: SET<TS>           活动时间:: SET<TS> 

重复次数:: IVL<INT>       级别代码:: CE                原因代码:: LST<CD> 

6.10.2.1 活动.类代码:: CS 

属性描述：某个活动实例所属的活动的主要类别。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活动类代码‖定义。活动代码定义了活动类的特定

子类，目的是便于使用丰富的术语如LOINC，SNOMED CT等表达这些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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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每一个活动的实例都应该具有一个类代码。如果活动类没有进一步具体化，一般使用最常

见的活动类代码表示活动的实例。 

6.10.2.2 活动.语气代码:: CS 

属性描述：陈述活动的用意。 

示例：客观事实、指令、可能性、目标等。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活动语气代码‖定义。 

描述业务活动从计划到实施的进程，需要将所需的每个语气当中的活动实例化，并采用活动关系

（活动关系类代码ActRelationship.typeCode定义）将其关联起来。只要活动被实例化，就要设定语气

代码，而且指定的语气在该活动的生命周期中保持不变。 

活动语气码以受控的形式修饰活动类代码的含义。例如，如果语气是事实，那么，活动对象表示

一个已知的事实；如果语气表达的是计划，那么活动对象表达的是应该做某事的一个愿望。 

6.10.2.3 活动.标识:: SET<II> 

属性描述：某项活动特有的、在特定范围内具有唯一性的标识符。活动实例的标识符是一对一的，

不表示类别。即活动标识符针对活动的每个实例，而不是某类活动。 

依据：只要为一个活动赋予唯一的标识符，即可实现在信息沟通时对活动的准确识别。因为不同

系统维护不同的数据库，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的活动标识符。所以，活动标识符仅在声明的范围内

是唯一的。 

6.10.2.4 活动.代码:: CS 

属性描述：某个活动所属的活动类中的特定实例。活动代码是活动类代码的具体化，定义了特定

活动类的子类，可使用丰富的术语系统如LOINC，SNOMED等表示类代码所限定的活动代码。 

依据：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活动代码‖定义。 

讨论：活动代码不是活动的必须属性，有时还可以通过使用活动类代码和活动的其它属性来说明

某个活动。活动还可通过定义一个活动与另一个活动的关系来规定。有时，甚至不用参照活动的定义，

活动可能已经由其它属性、活动关系和参与类描述得很清楚了。 

活动类代码和活动代码的结构应相互协调。活动代码不改变活动类代码的含义，活动类代码和活

动代码不相互修饰。 

6.10.2.5 活动.否定标识:: BL 

属性描述：表示在事件语气的描述里，某活动的陈述是否为否定。当活动已成事实时，该属性指

活动未发生；当活动为计划时，该属性指活动不希望发生。 

约束：本属性否定活动代码（Act.code）、活动生效时间（Act.effectiveTime）、观察值

（Observation.value）等属性所描述的活动，但不否定文档特征属性如活动标识符（Act.id）、活动语

气代码（Act.moodCode）、活动私密性代码（Act.confidentialityCode）等描述的活动，特别是有文书

人员参与的活动。同时，多数活动关系ActRelationships也不包括在否定当中。 

6.10.2.6 活动.描述文本:: ED 

属性描述：用可呈递的文本或者多媒体形式描述的、有关某活动的完整信息，以人类可阅读的形

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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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活动描述的内容与计算机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无关。但是，对于涉及阅读和实施的人来说，

计算机系统必须为读者展示活动文本，因为人是活动的责任者。至少应该有活动的文本信息，供用户

查看。 

自由文本有助于人理解活动的内容和背景，但是，所有与自动处理相关的信息应该使用适宜的属

性在相关对象之间进行传输。 

用户应该能够在没有编码信息的情况下通过文本信息准确、完整地理解活动。 

6.10.2.7 活动.状态代码:: CS 

属性描述：活动的状态。 

约束：具体由国家卫生与人口数据字典中的词表―活动状态代码‖定义。 

如果活动属于观察，其状态包括新发起的、完成的、取消的，等等。 

活动状态是活动本身所处的状态，不是所观察的对象或活动施加的对象的状态。例如疾病状态、

青霉素变态反应激活状态、等等都属于后者。反应观察对象状态的信息，通过观察值的属性定义。 

6.10.2.8 活动.有效时间:: SET<TS> 

属性描述：指一项活动在临床上的相关时间，除外管理活动。本属性不同于活动时间。对于观察

来说，观察活动的时间可能比所获得的观察结果的时间晚很多。例如，血气分析，标本采集一段时间

后才有结果。 

讨论：对于手术、运输等物理操作性活动来说，有效时间是与活动意愿相关的时间（例如运输活

动的有效时间是货物从A地前往B地所占用的时间），但活动本身往往包括实施该意愿所必须的、与该

活动的目的无关的工作时间（例如承担运输任务的司机前往载货地A的时间以及离开卸货地B的时间），

这些时间都指活动时间。对于临床观察来说，有效时间是患者维持该观察结果的时间。对于手术来说，

有效时间是该患者的手术从切开到缝合一系列活动的时间。 

6.10.2.9 活动.活动时间:: SET<TS> 

属性描述：表达观察、操作及其他活动发生（或假设发生，计划发生等，取决于活动语气）的时

间。这里的活动包含活动及其所有组成部分（如手术准备，消毒等）。 

约束：活动时间主要用于管理而不是临床。与临床相关的时间应采用活动有效时间描述。 

当观察体征时，活动时间描述的是观察实施的时间，而有效时间是体征出现的时间。同一个活动

的活动时间和活动有效时间完全不同。 

活动时间指活动发生的时间而不是记录的时间。 

6.10.2.10 活动.重复次数:: IVL<INT> 

属性描述:一个整数区间，表示活动重复的最大和最小次数。 

示例：口腔科医生叮嘱拔牙患者术后每小时更换纱布1-3次直至出血完全停止，重复次数为1-3。  

约束：重复次数进一步受时间约束。重复必须在活动有效时间结束时终止。 

活动重复发生的次数与重复发生的事件序列的区别，需要使用活动关系的属性-活动关系序列值定

义。 

6.10.2.11 活动.级别代码:: CE 



WS/T 672—2020 

 17 

属性描述：在特定专业领域内，按照某种规则对活动，例如医学操作，所进行的分类，且这种分

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等级含义。活动级别与活动类的分类概念不同，二者分别从两个维度对活动进行

分类。 

6.10.2.12 活动.原因代码:: LST<CD> 

属性描述：活动的动机、原因或理由。 

讨论：大多数活动原因可以通过活动关系类型表达，即将一个新的活动与之前另一个活动通过原

因关系（has reason）予以表达，说明之前的活动是本活动的原因。 

有时，如根据法律或应患者要求开展某项活动，则需要用本属性来表达这种原因。但是，如果这

些法律或者合同、要求能够用一个活动来表达时，还是首选活动关系属性来表达活动的原因，而不是

本属性。 

6.11 活动关系 

6.11.1 活动关系的描述 

活动关系用来构建复杂的观察、活动体系，表达各种活动实例之间的逻辑关联。任何一种活动关

系都是一个从源（source）活动到目标（target）活动的关联。比如，源活动是目标活动的组成部分、

目标活动是源活动的原因、指征、延续、结果，等等。 

6.11.2 活动关系的属性 

活动关系的属性如下： 

类型代码:: CS                  顺序号:: INT 

优先号:: REAL                 不确定代码:: CE 

6.11.2.1 活动关系.类型代码:: CS 

属性描述：指定活动关系实例的意义和目的的代码。每一个值都意味着特定的约束，即什么样的

行为对象可以是相关的，以何种方式关联。 

约束：具体由WS/T 671中的词表―活动关系类型代码‖活动关系类型代码定义。临床工作流也属于

本属性描述的范畴。 

6.11.2.2 活动关系.顺序号:: INT 

属性描述：指定的一个整数，表示与源活动具有类似活动关系的若干个关系的相对顺序或时间顺

序。属于工作流控制属性组的一部分。当需要表达活动关系的某种偏好而不是顺序时，应使用活动关

系优先号。 

6.11.2.3 活动关系.优先号:: REAL 

属性描述：指定的一个整数，表示当同一个活动（源活动）和多个其它活动（目标活动）以类似

活动关系关联时，优先考虑该关系。优先号取值较小者应得到优先考虑。 

6.11.2.4 活动关系.不确定代码:: CE 

属性描述：指定的一个代码，表示源活动和目标活动之间的特定关系是否已证实是不确定的。 

示例：一个病人有可能在以前做过胆囊切除手术，但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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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就医 

6.12.1 就医的描述 

为进行医疗保健相关服务而在患者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健康评估、

门诊患者到多个科室就诊、上门健康支持（包括理疗）、住院患者住院、急诊室就诊、现场就诊（如

交通事故）、诊所就诊、专业治疗、电话咨询。 

就医是活动的具体化。 

6.12.2 就医的属性 

就医的属性如下： 

来源代码:: CV                    住院时长:: PQ 

去向:: CV                        特殊安排代码:: LST<CD> 

6.12.2.1 就医.来源代码:: CV 

属性描述：患者本次入院之前的所在地或诊治机构。 

6.12.2.2 就医.住院时长:: PQ 

属性描述：就医对象居住在医疗保健机构的总时长。居住指医院为病人提供了食宿服务，可以指

期望居住或者曾经居住。 

讨论：住院时长有时不能简单地通过入院日期和出院日期计算出来，需要遵守统一的统计口径。

详见有关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定义。 

6.12.2.3 就医.去向代码:: CV 

属性描述：患者就医结束或出院时的安置方式或结局的种类。 

示例：回家、转往其它医院或康复机构、死亡等。 

约束：当就医尚未结束或者尚未出院时，本属性表示预期的出院去向。 

6.12.2.4 就医.特殊安排代码:: LST<CD> 

属性描述：为某患者就医而提供的特殊安排，一般与住院或就医的食宿安排无关。 

示例：为患者就医提供的轮椅、担架、翻译、服务人员、导盲犬等。 

约束：当就医活动处于意向语气时，本属性指为即将到来的患者所进行的特殊服务或额外安排。 

6.13 观察 

6.13.1 观察的描述 

观察指与健康相关的临床观察和测量，包括主观的（症状、表现等）和客观的（体重、心率、血

压、血糖等）观察。观察为临床观察和测量提供完整、清晰的语义，不仅涉及到测量值的表示，也规

定其临床属性，如测量的体位、部分等。诊断、观察结果、症候等也都属于观察。 

观察是活动的具体化。 

6.13.2 观察的属性 

观察的属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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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ANY                否定标识:: BL            结果解释代码:: SET<CE> 

方法代码:: SET<CE>      目标部位代码:: SET<CD> 

6.13.2.1 观察.值:: ANY 

属性描述：由观察行为指定或确定的信息。 

讨论：观察结果值的数据类型各种各样，因观察的类型而异，一般可在观察的定义中描述，或者

通过活动代码与值的数据类型进行配对，通过这种简单关系进行描述。 

观察结果数据类型有PQ、RTO、REAL、Ordinals、CD、CE、ED、ST等等。 

6.13.2.2 观察.否定标识:: BL 

属性描述：当观察事件发生时，未获得能够以结果属性的任何取值来表达的发现。 

讨论：在表达观察结果的术语系统本身不能表达否定结果的情况下，如ICD-9，使用该属性。 

6.13.2.3 观察.结果解释代码:: SET<CE> 

属性描述：观察结果的定性解释，用代码表示。这些代码有时也称为异常标志。是否正常的判断

只是结果解释的一种情况，往往不够恰当和全面。例如，―可疑‖不表示正常或异常。对于病理检查的

结果，―正常‖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示例：正常、异常、低于正常值、抵抗、等等。 

6.13.2.4 观察.方法代码:: SET<CE> 

属性描述：用来确定观察结果的方法或技术。 

讨论：所有观察的方法已经部分通过活动代码Act.code属性规范，不必使用方法代码。 

方法代码可用于进一步表达活动代码中隐含的额外信息，但是，不能依靠本属性取代活动代码中

包含的方法信息。 

方法代码不能用以标识观察所使用的特定设备或试剂。有些方法与特定设备或仪器、试剂有关，

类似信息应该通过与观察活动相关的参与属性来定义。 

一般情况下，观察的种类就隐含了一部分方法信息，不需要专门的方法代码来说明观察的技术或

途径。例如，如果观察项目使用LOINC编码，绝大部分已经说明了方法。 

6.13.2.5 观察.目标部位代码:: SET<CD> 

属性描述：观察所聚焦（关注）的身体解剖部位或系统。 

讨论：大多数观察的目标部位在观察的定义或活动代码或观察值中已经说明了。例如，心脏杂音，

目标部位为心脏。因此，本属性仅用于观察目标部位需要进一步说明或定义的情况下，例如区分左侧、

右侧。 

如果要单独定义目标部位编码，不能与观察项目定义或活动代码中隐含的目标部位相矛盾。 

6.14 暴露 Exposure 

6.14.1 暴露的描述 

暴露指暴露源与暴露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将物理、化学或生物因子从暴露源输入暴露对

象的机会。 

暴露是活动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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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 暴露的属性 

暴露的属性如下： 

途径代码:: CD  

6.14.2.1 暴露.途径代码:: CD  

属性描述：说明暴露机会而不是暴露结果，不是所有暴露都会发生实际的危害或保护效果。暴露

不同于用药，后者具有明确的实施者。暴露途径代码的表示与用药途径代码相同，指将某种物质导入

暴露对象的生理路径。 

6.15 公共卫生案例 

6.15.1 公共卫生案例的描述 

公共卫生事件一般涉及须报告的传染性疾病案例，可以是涉及单个患者的事件，也可以是涉及人

群的多个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是活动的具体化。 

6.15.2 公共卫生案例的属性 

公共卫生案例的属性如下： 

检测方法代码:: CD                    感染途径代码:: CD 

6.15.2.1 公共卫生案例.检测方法代码:: CD 

属性描述：公共卫生部门得知某公共卫生事件（多数指传染性疾病）的方法，用代码表示。 

示例：医疗机构报告、实验室报告、流行病学调查等。 

6.15.2.2 公共卫生案例.感染途径代码:: CD 

属性描述：公共卫生事件中，涉案个体获得疾病的机制和途径，用代码表示。 

示例：性传播、空气传播、垂直传播，等等。 

6.16 操作 Procedure 

6.16.1 操作的描述 

直接和主要结果（后置条件）是改变主体身体状况的一类活动，包括有人体表皮损伤的手术以及

推拿、按摩、针灸等保守操作。 

操作是下列类的泛化： 

用药  

6.16.2 操作的属性 

操作的属性如下： 

方法代码:: SET<CE>        路径代码:: CE       目标部位代码:: SET<CE> 

6.16.2.1 操作.方法代码:: SET<CE> 

属性描述：实施某操作的途径或技术，用代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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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每种操作都会有取得相同效果的若干方法，例如胆囊切除术，可以开腹实施，也可以在腹

腔镜下完成。为所有的方法定义一个词汇域非常困难，但是，可以为每个操作概念定义一个编码系统，

规定一组可采用的方法。 

用药（Substance Administrations）作为一种操作，其途径代码常常传达了方法信息。只有当途径代

码需要进一步说明时才使用方法代码。例如，如果途径代码是经口，就不需要方法代码了。但是，如果

途径代码是血管内或肌肉内，则可能需要进一步说明，如注射或滴注。用药途径、用药部位和用药方法

三个数据元密切相关，同时出现时，所表达的含义必须一致。 

6.16.2.2 操作.路径代码:: CE 

属性描述：某操作到达目标部位的解剖位置或系统。 

示例：肾切除术可以经腹或经腹膜后。肺动脉导管的手术目标地为肺动脉，但操作途径往往是颈

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 

讨论：在用药中，操作途径指药物进入人体的详细解剖学部位。 

6.16.2.3 操作.目标部位代码:: SET<CE> 

属性描述：实施某操作或手术的具体解剖部位或系统。 

示例：肾切除术的目标部位是右侧或左侧肾脏。肺动脉导管术的目标部位是肺动脉。对于非侵入

性操作，例如针灸，其目标部位是希望影响的脏器或生理系统，如肝脏。 

6.17 用药 

6.17.1 用药的描述 

将药物导入或应用到用药对象的行为。药物的作用通常是建立在生化基础之上的，然而这并不是

必须的。例如，放射疗法很大程度上可以使用同一种方式进行描述，特别是如果该疗法是诸如放射性

同位素之类的系统疗法。本类也包括将化学治疗应用于某个方面，如化学药物治疗方案、药物处方、

预防接种记录等。 

用药是活动的具体化。 

6.17.2 用药的属性 

用药的属性如下： 

途径代码:: CD             次剂量值:: IVL<PQ>          速度值:: PQ   

总剂量值:: RTO            最大剂量值:: RTO 

6.17.2.1 用药.途径代码:: CD 

属性描述：将具有诊疗作用的物质导入机体的生理路径或通路，用代码表示。 

约束：用药部位、方法、途径和所用装置是密切关联的。当同时出现时，必须保证以上四项协调

一致。当用药途径需要进一步说明时，可能需要用药部位和用药方法。例如，用药途径是静脉内或肌

肉内，就需要详细说明具体位置和路径，如右前臂或左三角肌，方法是缓慢注射或Z字型注射，等等。 

6.17.2.2 用药.次剂量值:: IVL<PQ> 

属性描述：每次用药事件中给予药品消耗者的药品的量。 

约束：不能定量测量但可计数的单位，如片、胶囊等，不能用物理量PQ数据类型中的计量单位衡

量，除非作为注释，表示为{xxx}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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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可以用药品活性成分的物理量 (例如,200 毫克)表示，也可以用用药单位的计数量表示 (例如

片、胶囊、个，等等)，取决于药品作为哪种形式参与活动。当用药计量可变的情况下，如"1 – 3毫克"，

应该使用不确定的物理量数据类型 (URG<PQ>)。 

6.17.2.3 用药. 速率值:: PQ 

属性描述：将药物导入机体的速度，以一段时间内消耗的物理量表示，适宜于连续可分的剂型（如

液体、气体）。 

示例：100毫升/小时, 1克/天, 40毫摩尔/小时。 

6.17.2.4 用药.总剂量值:: RTO 

属性描述：在一定时间段内使用药物的总量，用于需要规范药物使用总量而不需要限定每次用药

计量的情况。最常见的用法是―日计量‖，如3个单位/天，具体的用药规律未知或没有意义，但是每日

计量很重要的情况。例如红霉素250毫克，每日三次，那么，每天的总剂量即为750毫克。 

约束：如果次剂量和一定时间段内的总剂量都要定义，则二者必须保持一致。 

6.17.2.5 用药.最大剂量值:: RTO 

属性描述：一段时间内，对一个用药对象用药的最大总剂量。主要用于允许剂量为一个范围的情

况。时间区间的测量单位不同，可对应多个最大剂量值。 

示例: 500毫克/天；1200毫克/周。 

格式：分子是相当的剂量值单位，分母是时间。 

6.18 供应 Supply 

6.18.1 供应的描述 

一个实体向另一个实体提供材料的一个行动。 

供应是活动的具体化。 

6.18.2 供应的属性 

供应的属性如下： 

数量值:: PQ              时间长度:: IVL<TS> 

6.18.2.1 供应.数量值:: PQ 

属性描述：指供应或即将供应的实体的数量，实体的参与角色为产品。 

讨论：该属性也可表达期望使用时间，或者二者都用。如果二者都用，规定的数量是在期望使用

时间内消耗的数量。 

不能定量测量但是可数的单元，如片、胶囊，不能使用PQ数据类型中的单位，除非使用注解，以

{xxx}的形式表示。是否可数取决于产品实体的信息。 

6.18.2.2 供应.时间长度:: IVL<TS> 

属性描述：供应物品期望使用的时间段。某些情况下，该属性也可代替供应数量，通过持续时间

的长度而不是提供的物理数量来表示供应量。如果可能，应尽量使用供应数量值，因为该属性的定义

更加确切，而供应期望使用时间长度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多数情况下只能估计。 

示例：90天的药品供应（基于要求的剂量），10小时的喷气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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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资金交易 

6.19.1 资金交易的描述 

表示两个账户之间货币流动的一个活动。资金交易总是在两个账户（借方和贷方）之间发生，也

可能存在一个或两个账户隐含在包含模型或从包含模型中集成而来的情况。如服务成本、服务付费、

发票支付等。 

资金交易是活动的具体化。 

6.19.2 资金交易的属性 

资金交易的属性如下： 

支付者代码:: CE             金额值:: MO             结算方式代码:: CE 

6.19.2.1 资金交易.支付者代码:: CE 

属性描述：基于法律法规或合法支付协议的医疗费用支付种类，用代码表示。 

6.19.2.2 资金交易.金额值:: MO 

属性描述：一次交易事件发生资金转移的货币总量。 

示例：一次住院缴纳的总费用，为某项医疗服务而支付的费用等。 

6.19.2.3 资金交易.结算方式代码:: CE 

属性描述：资金交易所采用的结算方式。 

示例：现金、信用卡支付、转账等。 

6.20 费用补偿协议 

6.20.1 费用补偿协议的描述 

费用补偿协议指以货币形式表示其值的一个合同，如保险合同、购买协议。 

费用支付协议是活动的具体化。 

6.20.2 费用补偿协议的属性 

费用补偿协议的属性：支付条款代码:: CE  

属性描述：一项合同（协议）或债务的付款时机或条件。 

示例：30天内付清，收到发票后支付，完成服务后支付等。 

6.21 票据 

6.21.1 票据的描述 

表示应支付费用及其理由的一个活动，经常与资金交易绑定在一起，表示要求支付、同意支付或

实际已支付的总额。 

票据交易是活动的具体化。 

6.21.2 票据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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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的属性如下： 

项目代码:: CD                单位数量:: RTO             单位价格:: RTO 

总金额:: MO                  金额调整值:: REAL 

6.21.2.1 票据.项目代码:: CD 

属性描述：一次资金交易中所包含的项目或对象的代码。 

示例：一例出院结算中包含的总费用、检查费、治疗费、药品费、床位费等。 

6.21.2.2 票据.单位数量:: RTO 

属性描述：一个账单或一次收（缴）费当中包含的某种产品或某项服务的数量。 

示例：4小时，5毫克，等等，一般需要同时标注测量单位名称。 

约束：如果收费的单位数量少于一个包装所包含的数量，采用比率的形式表示。最好通过票据项

目代码为产品设置大小适宜的包装，避免此类情况。 

有时还可能需要通过实体和角色两个对象类的联合定义解决产品包装描述的问题。 

6.21.2.3 票据.单位价格:: RTO 

属性描述：账单或收费中每个计量单位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示例：2元/毫克、250元/天，等等。分子采用货币单位，分母采用物理量，且应该与单位数量的

定义相同。 

6.21.2.4 票据.总金额:: MO 

属性描述：账单或收费中一张票据的合计金额，包括所有分项目的收费金额。 

约束：对于单项票据，此为单位数据与单位价格以及必要的加权值的乘积；对于一组收费的联合

票据，此为每个分项目总额的合计。 

包含的计费单位数量及单位价格应该与相应的属性定义保持一致。 

6.21.2.5 票据.金额调整值:: REAL 

属性描述：对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进行计费时，所使用的一个加权值或调整系数。在计算各项目

合计金额时乘以该加权值，以达到提高或降低收费额度的目的。 

讨论：调整金额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买卖双方达成了协议，对本次交易的费用进行一定程度

的调整，比如卖方提供一个折扣率；二是根据服务的难易程度或产品的某些特征，对原有价格进行调

整，以更好地体现本交易中服务或产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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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HL7 V3 数据类型 

表A.1给出了HL7 V3（2002年12月）版本中部分数据类型的定义。 

表 A.1 HL7 V3 数据类型概要 

名称 符号 描述 

数据值 DataValue ANY 
抽象的数据类型，定义了所有数据值的基本特征。每个具体的数据类型

都是该数据类型的特化。 

布尔型 Boolean BL 表示二值逻辑值，例如真、假，或者其它值为空时。 

封装数据

EncapsulatedData 
ED 主要用于人类解释或 HL7 范围之外进行进一步的计算机处理的数据。 

字符串 CharacterString ST 表示文本数据，主要用于计算机处理（例如排序，查询，索引等）。 

概念描述

ConceptDescriptor 
CD 

通常表示通过代码系统中定义的代码来表示的任何概念，可包含作为编

码基础的原始文本及一个或多个编码系统之间的对照和转换。 

代码型简单值

CodedSimpleValue 
CS 

最简单的代码型数据形式，只提供代码，编码系统和编码系统版本由

CS 值出现的语境决定。CS 用于 HL7 定义的数值集合的代码型属性。 

等效代码型数据 Coded 

with equivalents 
CE 

包含一个编码值（CV）及可选的、来自于标识同一概念的其他编码系统

的编码型数据。当存在可供选择的代码时使用本数据类型。 

实例标识符

InstanceIdentifier 
II 

对一个事物或对象进行唯一标识的标识符。例如，HL7 RIM 对象类的对

象标识符，病历号，订单号，服务类项目标识符，车辆识别号（VIN）

等。实例标识符是按照 ISO 对象标识符进行定义的。 

通信地址

TelecommunicationAddre

ss 

TEL 

电话或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或其他通过通讯设备完成的资源定位

符。地址是由时间和使用代码限定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缩写为 URL），有助于根据给定时间和目的确定应

该使用哪个地址。 

邮政地址 PostalAddress AD 
可邮寄至家庭或办公室的地址，包含若干部分，如国家、城市、街道、

邮政编码等。 

实体名称 EntityName EN 
一个人、组织、地方或事物的名称。实体名称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字符串，

也可以由若干个实体名称部分组成。 

整数 IntegerNumber INT 
整数（-1,0,1,2,100,3998129 等）是表达计数和枚举结果的精确数字。

整数数字是离散的，其集合无穷但可数，其范围无限。 

实数 RealNumber REAL 
分数或小数。用实数测量、估计或计算的任何数量均为实数。常用的表

示法是小数，其中有意义的小数位数称为精确度。 

比率 Ratio RTO 

分子数与分母数的商。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数不会自动约掉。RTO 数据类

型支持滴定量（例如―据：128型）和其他实验室使用的表示为比率的

数量。不应根据 RTO 数据的结构化形式简单地判断数据是否属于该类

型，REAL（实数）比 RATIO（比率）更为常用。 

物理量

PhysicalQuantity 
PQ 可度量的数据，用于表达测量结果。 

货币量 MonetaryAmount MO 
表示某种货币的数量。一种货币量在不同货币单位之间的汇率是可变

的，这是物理量与货币量之间的最大区别。 

时间点 PointInTime TS 说明自然时间轴上的点的数量，通常按照日历表示方法表示。 

区间集合 Interval IVL 一组有序基准数据类型组成的序列值。 

包 Bag BAG 值的一个无序集合，其中每个值在该包中都可以包含多个。 

序列 Sequence LIST 表示已定义的序列中包含其他离散值的数据类型。 

集合 Set SET 包含没有确定顺序的其他不同值的数据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