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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 ICD-11中醫診斷碼概論

• 規劃推動實施ICD-11中醫診斷歷程

-人力培訓與硬體設施方面

-資訊IT配合方面

-申報轉ICD-10之配合方面

-期許未來中醫診斷代碼之運用方面

資料來源:WHO、中醫師公會全聯會、中醫藥司、大林慈濟醫院







轉換ICD-11優點:標準化中醫病歷記錄

一．建立標準化中醫語詞，並與國際接軌。

二．標準化中醫診斷證型，有利於分析中醫疾病特性、療

效驗證。

三、進行中醫人工智慧辨證、進行精準化治療。

四．建立中醫各種症狀之音聲、影像、動態、程度等等屬

性之記錄，有利於中醫臨床教育的推展、有利於虛擬

實境的建構。有助於OSCE的模擬病人及標準病例的建

立。







–王大明

「在此輸入名言語錄。」





中醫療效的驗證
以證型歸屬度改變值計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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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第一個中醫門
診系統具有:
1．自動辨證分型
予以推薦方劑
2．自動生成疾病
證型變化曲線







ICD-11中醫診斷碼概論(4/)
• 傳統醫學疾病Traditional medicine disordersTM1  (SA00-SE5Z)分為六

大類:

1.臟腑系統疾病(Organ system disorders) L2-SA0

2.其他身體系統疾病(Other body system disorders) L2-SB3

3.氣血津液病類(Qi, blood and fluid disorders) L2-SD7

4.精神情志病類(Mental and emotional disorders) L2-SD8

5.外感病(External contraction disorders) L2-SD9

6.兒童與青少年期病類(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ssociated  

disorders) L2-SE3













ICD-11中醫診斷碼概論(9/18)

外感病（TM1）（區塊L2-SD9）
1.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和皮膚學系統與受污染的空氣，不
潔的食物和水，大鼠和蟲子等介質接觸引起的流行病感染。

2.包括一系列細菌，病毒，真菌，原生動物和寄生蟲感染。
3.症候的主訴始於惡寒，發熱和身體疼痛等症狀，取決於感
染源和部位;更明顯的症狀，如高燒，嘔吐，腹瀉。

溫病（TM1）（區塊L3-SE0）
• 傳染性症候其特徵為具有明顯的熱或火臨床表現，如發熱、

尿色深、舌紅、脈數等。其可解釋為具有火或熱或暑熱特徵
的傳染因子的外部感染。



ICD-11中醫診斷碼概論(10/18)
• 肺系病類（TM1）（區塊L3-SA6）

一系列傳統醫學症候，這些症候都可歸因於肺
系統功能失調。該系統由肺和大腸器官、皮膚、
毛髮、鼻子，及相關的經絡系統組成。

例:SA60 普通感冒（TM1）
一種症候，特徵為發燒、寒顫、全身疼
痛、鼻塞、打噴嚏、喉嚨刺激或咳嗽。
可解釋為風邪進入肺部系統或侵入體表防
禦系統。

排除:時行感冒（TM1）



ICD-11中醫診斷碼概論(11/18)

SD90 時行感冒（TM1）

• 一種症候，其特徵為突然發燒，喉嚨腫脹，頭

痛或身體疼痛。其可解釋為感染原進入肺系統。

排除：普通感冒（TM1）



ICD-11中醫診斷碼概論(12/18)

• 咳嗽（TM1）（區塊L4-SA7）
一種症候，特徵為咳嗽。其可解釋為進入肺系統
的外部和內部因素，空污刺激肺部，肺中痰或液體
的積聚，或與肺系統氣逆相關的氣和陰不足。

例: SA70  咳逆（TM1）
一種症候，特徵為咳嗽伴隨氣管內氣逆流，也稱
為氣逆咳嗽。可解釋為肺氣上逆。

排除：喘氣（TM1）









ICD-11中醫診斷碼概論(15/18)

• U07.1   COVID-19  新冠肺炎

•中央健保署於110年4月22日新增ICD-10-CM代碼

U07.1「確認COVID-19病毒感染」。

• ICD-11中醫診斷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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