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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扩大中药标本的展示空间，提高中药标本馆数字化管理水平，为中药检验、科研及

社会交流搭建良好平台。 通过现代网络信息及多媒体技术，把现有标本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

数据库系统及信息检索系统。 具有中兽药特色的数字化中药标本馆的建立，突破了传统中药标本

馆在时间、空间和贮藏等方面的限制，提高了标本馆的管理水平，能够更好的为中兽药检验、科研及

对外交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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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兽药行业的发展，中药

因具有绿色天然、毒副作用低、无残留、整体功效

强、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

视和认可，在畜牧业养殖中应用也越来越广泛［１］。

基于此，作为国家级兽药监察及检验部门，要进一

步加强中兽药产品的监督和检验，才能更好的为养

殖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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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标本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一种实物档案，其为中兽药检验检测、药材鉴别、科
学研究等工作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检验对照、基源

鉴定等基础信息［２］，对普及推广中医药文化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简称中监所）历来重视

中药标本的相关工作，中监所中药标本馆于 １９９３
年建成，迄今已有近 ２５ 年历史。 在专家前辈们的

不断努力和积累下，目前标本馆由 ２ 个展室组成，
按 １７ 大类进行布展，共收藏中药封藏标本 ６８４ 种

１４２０ 件，中药蜡叶标本 ２１０ 种 ２６０ 件，其中兽医专

用中药 ５３ 种。 为中监所在中兽药检验检测、科学

研究、ＣＮＡＳ 能力验证、对外交流及科普宣传等方面

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传统标本馆的局限性逐步凸显出来，为了更好的发

挥标本馆的价值，对其进行现代化建设刻不容缓，
而数字化是目前现代化建设的最佳选择。
１　 中药标本馆数字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１．１　 传统中药标本馆的局限性　 传统的中药标本

馆是以展示实物中药标本为主的固定场所，标本的

贮藏和养护一直是标本馆管理中的重要问题，随着

现代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进程逐渐加快，中医药

研究逐步深入，传统中药标本馆的局限性越来越突

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药材品种繁多，标本馆要把这些药材收集完

全是完全不现实的，馆藏标本的品种和数量都具有

局限性，且实物标本的展示效果受馆藏规模、陈列

方式等影响较大，服务对象的数量和质量也受时空

限制较为明显［３］。
实物标本经过多年的反复使用后，会出现褪

色、变色、虫蛀、泛油、霉变、潮解、风化、气味散失等

现象，导致鉴别特征难以辨别，降低标本的使用价

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传统标本馆由于不能直观的将药材的特征鉴

定信息、显微特征、炮制加工等信息表达出来，导致

传递的信息有限且比较单一，且常需要专业人员讲

解，导致标本使用率较低［４］。
实物标本的查找和借阅常耗费较多时间，需要

做好相关登记手续，影响中药标本的使用效率。
传统中药标本馆中标本的管理及制度建设不

够灵活，管理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性的探索，标本的

制作、储藏及养护技术有待提高。
１．２　 中药标本馆数字化的意义　 网络信息及多媒

体技术的发展，为传统中药标本馆的数字化提供了

工具和手段。 中药标本馆的数字化主要是依托摄

影、摄像等可视化技术，数据库技术及软件工程构

建等手段，在不损耗实物标本的前提下［５］，把中药

相关的信息如性状鉴别特征、显微鉴别、原生植物

形态、各部位功能主治、炮制加工等内容以文字、图
像等数字化的形式完整记录下来，并存储到数据库

中，同时以网络检索或本地检索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对象。 中药数字化标本馆是实体标本馆在现代科

技条件下的延伸、拓展与创新，其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突破传统中药标本馆在时间、空间、贮藏

及展示方面的限制，有效解决标本藏与用的矛

盾［６］。 第二，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的开发，便于标本

的查询、检索及统计，减轻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提
高中药标本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第三，标本馆的数

字化丰富了中药学习的方式和内容，提高了中药标

本资源的利用率和共享性，降低了标本馆建设及维

护的经费投入，进一步发挥了标本馆的价值［７］。 第

四，创新了中药标本管理方式，为中药检验、科研、
社会服务及社会交流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信息平台。
２　 中药标本馆数字化的基本原则

中药标本馆的数字化是一个需要科学严谨规

划的过程，不但需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还需要

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采取合理的技术路线及

人员分工协作。 标本馆数字化建设之初，就明确了

相关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２．１　 规划在先　 中药标本的数字化不是把药材拍

照并把照片及文字信息储存在网络硬盘中那么简

单，其需要对标本馆的整个功能、分类、呈现方式及

检索方法等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安排，如中药标本的

归类及选择、数字化的具体内容、标本的编码、数据

库及检索系统的建立模式等，做好顶层设计，规划

好每一个流程的工作方案，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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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提高工作效率。
２．２　 统一标准［８］ 　 标准化是数字化的基础，直接

影响标本馆数字资源的制作质量及查询服务的效

果。 标准化主要包括数据格式的标准化、拍摄药材

的标准化及标引语言的标准化。 数据格式标准化

指数据模型包含标本描述的所有属性，必须要符合

现代数字媒体的基本要求，所选择的格式能在各种

客户端和计算机中准确呈现，方便数据共享。 拍摄

药材的标准化指要确保所拍摄的是道地、真实、经
过科学鉴定的药材，否则数字化就失去了原有的意

义。 标引语言的作用是描述信息的形式及内容特

征，以满足用户的检索需求。 标引语言的标准化是

实现用户和系统，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有效沟通的

保证。 此外，对药材的图片及视频的文字描写也要

权威准确，对有争议的地方要进行备注说明。
２．３　 信息完整　 保证所选取中药标本数字化的信

息具有完整性。 首先，要确保药材的拍摄过程规

范、合理，使用专业的数字摄影、显微摄影及辅助设

备，从多个角度客观、真实、全面的展示中药标本外

观性状、粉末显微特征的各个细节，每个标本外观

上要至少从三个角度进行拍摄。 其次，图片所配文

字及其他文字描述要准确、全面。 最终确保标本信

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２．４　 可扩展性　 数字化标本馆的建设是为了更好

的服务于中兽药检验、科研等工作，近年来，中兽药

行业发展迅速，新的兽医专用中药、中药新的入药

部位开发等层出不穷，为了更好的适应行业发展需

要，所建立的数据库要满足持续扩展的需要。 通过

控制反转、横向扩展等降低模块耦合信息技术，实
现数字化架构的可扩展性。
３　 中药标本馆数字化的基本流程

中监所中药标本馆数字化建设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启动，围绕中兽药检验及科研等职能，主要从“名
称、来源、性状特征、显微粉末特征”四个方面对中

药标本信息进行以“图片化、文字化”为中心的数字

化处理。
在数字化之初，首先对现有馆藏标本进行了整

理、分类及统计，并按照入药部位的不同对中药标

本进行了合理的分区摆放，建立了馆藏中药标本目

录，以便于标准化管理中药标本。 其次，对标本以

“标本类别－品种编号－存放位置”信息进行唯一性

编码，如黄芪编码“０１－０２－０２０５”，０１ 表示入药部位

为根，０２ 表示为膜荚黄芪品种，０２０５ 表示标本的存

放位置为 ２ 号柜 ５ 层，通过该编码信息可以一目了

然的了解该标本的基本信息及存放位置，同时更便

于把实物标本和数字化信息进行一一对接。
３．１　 数字化标本的选择 　 首先，中监所作为中兽

药行业的国家级检验机构，在标本的选择上要突出

中兽药特点，为此，选取了兽医专用及常用兽用中

药共计 ３０ 种作为数字化初步研究的对象，选取了

杨树花、岩陀、钩吻等 １０ 种兽医专用中药，黄连、黄
芪、黄柏、板蓝根等 ２０ 种常用中药。 其次，保证所

选取中药标本的质量和代表性，其中，代表性是指

药材标本的鉴别特征要明显，鉴别要点要全面，即
在一个标本上要集中尽可能多的鉴别要点。
３．２　 数字化采集处理

３．２．１　 影像摄制 　 首先，使用像素在 １０００ 万以上

的尼康单反相机对所选取的中药标本的外观性状

特征进行多角度的拍摄，拍摄时还要突出药材的鉴

别要点，如色泽、纹理等特征要拍摄清晰、完整，同
时尽量不要对标本造成损害。 其次，使用奥林巴斯

ＣＨ３０ 专业显微镜及拍摄设备对药材粉末特征进行

拍摄。 所拍摄的照片要按统一标准命名和保存。
３．２．２　 图形文字处理　 对拍摄的性状及显微图片

要进行统一处理，使用图片编辑软件对照片的亮

度、对比度、方向、大小等进行调整和保存，以保证

图像尽可能清晰，便于观察。 参照 ２０１５ 年版《中国

药典》一部、２０１５ 年版《中国兽药典》二部及《中国

植物志》等，对每种标本对应图片配以专业、准确、
权威的文字说明，包括名称、科属、来源、性状特征

及显微特征描述、功能主治等。
３．３　 数据库及信息检索系统的建立

３．３．１　 系统功能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药标本

库数字系统主要功能为标本管理与用户管理，标本

管理分为标本查询、标本管理和标本增加，用户管

理主要分为密码修改和信息修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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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系统功能图

Ｆｉｇ 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系统主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２　 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 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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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数据库设计　 根据系统功能和中药标本标

记属性，对数据库进行了设计，其中最为关键的就

是中药标本信息表，如下：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ＡＢＬＥ ｂ`ｉａｏｂｅｎ｀ （
　 ｉ`ｄ｀ ｉｎｔ（１０） ＵＮＳＩＧＮＥＤ ＮＯＴ ＮＵＬＬ，
　 ｎ`ａｍｅ｀ ｖａｒｃｈａｒ（６４） ＮＯＴ ＮＵＬＬ，
　 ｌ`ｅｉｂｉｅ１｀ ｔｅｘｔ，
　 ｐ`ｉｎｚｈｏｎｇ｀ ｔｅｘｔ，
　 ｗ`ｅｉｚｈｉ｀ ｔｅｘｔ，
　 ｌ`ｅｉｂｉｅ２｀ ｖａｒｃｈａｒ（６４）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ＮＵＬＬ，
　 ｌ`ａｉｙｕａｎ｀ ｔｅｘ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ＥＴ ｌａｔｉｎ１，
　 ｘ`ｉｎｇｚｈｕａｎｇ｀ ｔｅｘｔ，
　 ｘ`ｉ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ｐｉｃ｀ ｖａｒｃｈａｒ（６４）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ＮＵＬＬ，

　 ｘ`ｉａｎｗｅｉ｀ ｔｅｘｔ，
　 ｘ`ｉａｎｗｅｉｐｉｃ｀ ｖａｒｃｈａｒ（６４）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ＮＵＬＬ，
　 ｎ`ｕｍ｀ ｉｎｔ（１０）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ＮＵＬＬ，
　 ｂ`ｅｉｚｈｕ｀ ｔｅｘｔ，
　 ａ`ｄｄｔｉｍｅ｀ ｉｎｔ（１０） ＵＮＳＩＧＮＥＤ ＮＯＴ ＮＵＬ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ｎｏＤＢ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ＣＨＡＲＳＥＴ＝ｕｔｆ８；

３．３．３　 系统实现　 鉴于系统在今后的使用、维护和

升级上的方便，在程序架构上，系统采用 Ｂ ／ Ｓ 模式

的基于网络的 Ｗｅｂ 应用程序架构。 服务器采用稳

定、高效、开源的 Ａｐａｃｈｅ 作为 Ｗｅｂ 服务器，使用开

源高效的 Ｍｙｓｑｌ 作为后台数据库， 使用 ＰＨＰ、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ＨＴＭＬ 等开发系统应用。

系统实现如下图所示：

图 ３　 系统实现效果图

Ｆｉｇ 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４　 思考与展望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外植物标本馆的规模

化、网络化就已经相对成熟，如美国在 １９９２ 年就建

成了美国博物馆信息交换联盟（ＣＩＭＩ） ［９］。 国内数

字化标本的建设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

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联合数十家单位于 ２００７
年建成了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也是中国迄

今最大的数字化植物标本馆［１０］。 相比而言，中药

标本馆的数字化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只有为数不

多的几所高效，如上海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

学等建立了数字化中药标本馆，但均未实现数据共

享及网络检索［４］。
中药标本作为中药检验的基础，在中兽药检验

检测、ＣＮＡＳ 组织的“中药材真伪鉴别”能力验证、
相关科研工作及对外交流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

作用。 随着我国集约化规模化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中兽药因其绿色天然、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在畜

牧养殖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这一方面给中兽药行

业的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另一方面也给兽药检验部

门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某些企业为牟取不法利

益，生产时药材投料以劣充好，以伪乱真等情况时

有发生。 因此，做好中药标本的管理工作，对提高

中兽药检验检测能力，更好的规范中兽药行业发展

都极为重要。
研究初步建成了数字化的中药标本馆，构建了

可扩充的标本数据库系统和支持模糊及精确查询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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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检索系统，突破了传统标本馆的时空限制，
使中药标本的展示更加立体、饱满，为中兽药检验

等工作提供了窗口化检索工具和技术支持，为检验

人员创造了一种更加丰富真实的学习环境，为中监

所搭建了一个更加直观的对外交流展示平台，对提

高检验人员的技能与效能、优化中药资源配置、提
高中药标本管理水平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中药标本馆的数字化建设是一项枯燥而繁琐

的工作，中监所的数字化建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

段，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增加数字化中药标本的种类和数量。 中

监所标本馆库藏中药标本资源比较丰富，目前仅选

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品种进行数字化处理，在未

来的工作中，还需要不断扩充和更新中药标本数据

库中标本的种类和数量，最终做到数字化的标本信

息要基本能够覆盖中兽药检验及科研所常见的中

药种类，以更好的服务于工作。
第二，丰富数字化中药标本信息的具体内容和

展示方式。 目前，主要从名称、来源、性状特征、显
微粉末特征四个方面对标本进行以“图片化、文字

化”为中心的数字化处理，为了提高学习的全面性

和趣味性，一是增加中药植物形态、药用部位、化学

成分等信息内容；二是采用视频、音频甚至动画等

多媒体方式对标本信息进行多方位展示。
第三，增加中药正品、混淆品和伪品鉴定栏目。

目前药材市场鱼目混珠，对中药检验鉴定人员的专

业和经验都提出较高要求。 搜集常用中药的混淆

品、伪品，并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将相关数字化信

息展示于标本数据库中具体品种项下，方便与正品

比对，便于工作人员进行鉴别，从而提高工作成效。
第四，提高标本数字化资源的共享性。 目前，

中监所中药标本数据库仅支持局域网查询，为了提

高数据的共享性，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一是发

布系统服务器，建立数字化标本馆网站，实现中药

标本数据信息由本地查询走向网络检索；二是探讨

中监所数字化中药标本馆与兄弟单位及中医药院

校相关标本馆的网络交流与合作，便于中药资源的

数据共享。

数字化建设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要

紧跟网络信息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步伐，不断发展

和完善标本馆的数字化建设，从而更好的为中兽药

检验、科研等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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