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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标准化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
术语中国专家共识

中国卒中学会医疗质量管理与促进分会，《中英文标准化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
术语中国专家共识》编写组

【摘要】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疾病负担沉重，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是亟待解决的疾病问

题之一，但目前我国尚未对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统一术语。《中英文标准化动脉粥样硬化性脑

血管病术语中国专家共识》参考国内国际临床指南、本领域国际权威共识等内容，基于动脉粥样硬

化性脑血管病的诊断、治疗、分型、并发症等10个类别扩增中英文术语，将为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

病术语的制定提供标准化的建议和指导，以推动我国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信息形成统一共识，

促进其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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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s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because of its heavy burden and serious harm to people’s health. Howe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hasn’t unified terminology for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he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Standardized Bilingual Terminology for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draws up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linical 
guidelines, and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consensus statements in the field to expand bilingual 
terminology based on ten key categories such as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classification, and 
complications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nsensus 
will provide standardized recommendations and guid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erminology, thereb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consensus on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formation in China and being gear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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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是在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

尿病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动脉壁形成纤维脂质

斑块所致的疾病[1]，主要影响大中型动脉，而

不包括小动脉硬化（发生在微小动脉，表现为

血管壁增厚、硬化，与慢性高血压相关）。当其

发生在脑动脉系统时，主要导致缺血性卒中等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缺血性卒中占卒中

的87%[2]，是导致我国居民出现功能残疾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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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主要原因之一[3]。中国每年约有200万新发

卒中患者，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在疾病发生

后因残疾无法独立生活。截至2012年，我国卒

中标化患病率已经达到约1.82%，罹患人群超

1000万人[4-5]。尽管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

的术语分类和内容繁多，但目前在国内和国际

上尚未有统一的术语指南。来自世界不同地区

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使用术语时缺乏一

致性，导致临床实践和文献检索中出现分歧和

困惑，还可能影响医学交流和合作，给临床诊

断和治疗带来不利影响。因此，首个《中英文

标准化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术语中国专

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在中国卒中学会医疗

质量管理与促进分会的支持与组织下由该领

域专家制定而成。本共识于2023年6月启动制定，

经过6轮审核，于2024年6月完成。本共识的制

定旨在推动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术语的中

英文标准化、规范化和全球化，从而更好地实

现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信息的互通与互操

作性，这将提高国内外医疗机构在动脉粥样硬

化性脑血管病诊疗中的沟通效率，为人工智能

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奠定基础，进一步推动临

床实践和研究的进步。

1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术语构建

在Ontology Development 101[6]方法论

的基础上，本共识结合专家意见完成了动脉粥

样硬化性脑血管病术语体系的构建，具体构建

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①收集并明确临床需

求。厘清临床所提出的需求，确定所建立的本

体在何种程度上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并明确

本体的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其有效性和必要性。 

②背景调研和知识获取。调研内容包括本体建

模、医学本体构建、跨语言资源等相关内容，建

立的本体论应涵盖疾病的主要方面，特别是临

床表现。③现有本体及资源复用。选择卒中本体

（stroke ontology，STO）[7]进行复用，STO是

针对卒中的最新本体，考虑到动脉粥样硬化性

脑血管病是卒中范畴的一个子集，STO的复用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传承和扩展，为国际合

作提供便利。④确定范围。STO与构建本体范

畴并不相同，因此，整体框架需要修订，包括分

支裁剪、概念删除、概念添加和临床医师评估。

⑤确定策略。经过大量讨论、论证，最终设计

包括危险因素、并发症、合并症、动脉粥样硬化

性脑血管病分型、治疗、康复、预防、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及诊断在内的十大顶级分类。⑥概念

提取。背景调研发现目前缺乏完善的康复术语、

本体或词表，鉴于康复对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

管病的重要性，分别查阅国内外康复相关指南

和文献，并提取概要和详细目录，审核后进行

保留。⑦概念扩展。由于临床诊断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临床特征，因此临床表现的概念需要扩

展。选择人类表型本体[8]、系统化医学命名法-

临床术语[9]、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10]作为目标资

源，将其分支概念术语扩展到当前术语。⑧术

语验证。由国内顶级医院卒中专科临床医师对

术语进行审查与评估。

2 中英文标准化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术语

本共识制定的中英文标准化动脉粥样硬

化性脑血管病术语基于危险因素、并发症、合

并症、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分型、治疗、康

复、预防、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诊断这10个

概念分类，参考国际权威医学词表、本体、术

语体系及国内外临床指南等资源，最终形成 

11个层级，1719个概念，其中中文术语4589

个，英文术语6621个。本共识提供了一套清晰

的跨语言概念和术语，具有明确的层次结构，

有助于科研人员快速检索相关医学文献，帮

助数据科学家高效识别电子健康记录中的

相关内容，并为学术参考提供清晰的领域框

架。表1展现了术语中的前两级内容，由于篇

幅原因，三级至十一级并未展示，详细信息请

参见链接：https://bioportal.bioontology. 

org/ontologies/ACVD_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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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术语分类的前两级内容

Table 1 The top two levels of terminology classification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危险因素 risk factor

可改变的危险因素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 nonmodifiable risk factors

并发症 complication

出血转化 hemorrhagic transformation

出血性卒中 hemorrhagic stroke

脑水肿 cerebral edema

脑疝 cerebral hernia

消化道出血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肺炎 pneumonia

泌尿系感染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吞咽障碍 dysphagia

褥疮 decubitus

深静脉血栓形成 deep vein thrombosis

肺栓塞 pulmonary embolism

心脏骤停 cardiac arrest

心肌梗死 myocardial infarction

癫痫发作 epileptic seizure

合并症 comorbidity

卒中前合并症 prestroke comorbidity

共病措施 comorbidity measures

卒中后合并症 post stroke comorbidity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分型 classification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OAST分型 trial of org 10 172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

中国缺血性卒中亚型 Chinese ischemic stroke subclassification

缺血性卒中分型系统亚型 subtypes of ischemic stroke classification system

缺血性卒中病因分类系统 causative classification system

治疗 treatment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的治疗 treatment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一般疗法 general treatment

康复 rehabilitation

康复管理 management of rehabilitation 

康复类型 types of rehabilitation

康复评价 assessment of rehabilitation 

康复设备 equipment of rehabilitation 

预防 prevention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的一级预防 primary prevention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发病机制 pathogenesis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的发病机制 pathogenesis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的病理生理学 pathophysiology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976 Chin J Stroke, Aug 2024, Vol 19, No.8 开放获取（Open Access）

续表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临床表现 clinical manifestation

小脑梗死综合征 cerebellar infarction syndrome

椎基底动脉梗死综合征 vertebrobasilar infarction syndrome

腔隙性脑梗死症状 lacunar infarction syndrome

脉络膜前动脉梗死综合征 anterior choroidal artery infarction syndrome

大脑前动脉梗死综合征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infarction syndrome

基底动脉梗死综合征 basilar artery infarction syndrome

大脑半球梗死综合征 hemispheric infarction syndrome

大脑后动脉梗死综合征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infarction syndrome

大脑中动脉梗死综合征 middle cereberal artery infarction syndrome

颈内动脉梗死综合征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nfarction syndrome

分水岭梗死综合征 watershed infarction syndrome

脑干梗死综合征 brainstem infarction syndrome

丘脑梗死综合征 thalamic infarction syndrome

诊断 diagnosis

诊断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的生物标志物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鉴别诊断 differential diagnosis

神经解剖   neuroanatomy

神经传导通路 nerve pathway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评价 evaluation of atherosclerot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3 结语

针对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的术语分

类和内容繁多，但在国内和国际上尚未形成统

一的术语指南这一问题，中国卒中学会医疗质

量管理与促进分会组织该领域专家制定了首

个《中英文标准化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术

语中国专家共识》。本共识通过一套清晰的跨

语言概念和术语，以及明确的层次结构，为动

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术语的制定提供标准

化的建议和指导，有助于推动该疾病术语的规

范化和全球化，进一步明确该疾病的范围边界，

推动临床实践和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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