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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  要2 阐述药学院校建设 / 中药标本数据库0 的优势及意义, 介绍开发 / 中药标本数据库0 的具体过程, 指出药学特

色馆藏资源的建设在实现资源共享、宣传中医药知识、弘扬中医药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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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stract2 The paper clarified the advantage and significance in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Herb medicine specimen database

in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libraries. It put forward the special processes. It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phar-

macy special collection resources, sharing resources, publiciz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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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标本是药学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生动直观的教

材, 一套系统完整的中药标本是几代人艰辛劳动的结晶,

如何使中药标本这一宝贵资源得以更好地开发利用意义重

大。药学高等院校图书馆本着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宗

旨, 为进一步完善特色馆藏资源建设, 以学校中药标本馆

馆藏为基础, 开发中药标本数据库, 利用现代化计算机技

术使中药标本资源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建设, 并通过数据

库信息检索平台, 使中药标本这一特色资源为本校、本省

乃至全国传统医药教育、科研提供远程检索、查询和利用

服务, 实现中药标本特色资源的共享, 是保存和整理中医

药学和民族医药学宝贵遗产的创新性工作[ 1]。

1  药学高等院校建设中药标本数据库的优势

111  资源优势
高等药学院校中药标本馆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以我

校中药标本馆为例, 其始建于 1950年, 收藏自 1902 年至今

的中药标本, 是目前我国中药标本保藏量最大、历史最久、

门类齐全的标本馆。其以东北药用植物和道地药材标本为

主, 现藏有各类中药标本 616 万余份, 其中, 药用植物标

本6 万余份, 中药材标本 412 千余份, 中药浸置标本2 000

余份, 以及部分药用动物和药用矿物标本。此外还建立了

现代化的标本馆的切片室和显微拍照系统, 实现了4 200余

份标本的数据采集。我校图书馆收藏有 5中国植物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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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药用植物鉴定6 等工具书、药材图谱达2 000余册, 此外

还收藏有大量的中成药品种和中药分类区系方面的文献资

料 1万多册, 为 / 中药标本数据库0 的开发与建设提供了

良好的资源及文献基础。

112  技术优势
随着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图书馆在特

色数据库建设方面均做了有益的尝试, 拥有一定的实践经

验, 我馆现已开发自建特色数据库 5 个。中药标本数据库

以我校所拥有的丰富标本资源为基础, 将各种原植物形态

特征转化成数字化信息, 采用 CALIS 统一建库 110 版特色

库系统, 建立中药标本数据库, 实现了中药标本资源的

/ 收藏数字化、操作电脑化、传递网络化、资源共享化0 等

特点。此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多库融合共

享平台、数据库关联检索、数据挖掘等技术在数据库建设

上的应用, 外加良好的运作管理机制, 一定会不断完善中

药标本数据库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113  人才优势
近几年来, 药学院校图书馆均建立了学科馆员队伍,

这些青年馆员学历层次高, 既具有深厚的图书情报及药学

专业知识, 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以我

馆为例, 学科馆员队伍以图书情报、药学、中药学等专业

毕业研究生为主, 外语、教育、计算机等专业毕业研究生

为辅组成, 各学科馆员走出图书馆, 积极主动地与对口学

科师生、主管教学科研的院系领导、学术带头人建立经常

性的联系, 定期参加学院会议、业务培训, 阅读专业刊物,

以汲取药学专业知识, 增长业务能力。实践证明, 学科馆

员在专业特色数据库开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拓宽了

现代信息环境下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及服务的视野和

领域。

2  药学高校建设中药标本数据库的必要性及意义

211  建设中药标本数据库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 以网络技术为代

表的现代化信息技术为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概念, 增添了

新的内容, 也提供了新的教育形式与手段。在药学高等院

校中, 中药标本馆作为学校的教学基地, 承担着教学、科

研、对外交流等主要任务, 因此中药标本馆的数字化、网

络化建设是紧迫和十分必要的。

中药标本数据库的建设以实现 / 建立有序的信息空间、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资源共享0 为目标, 将各种标本形

态特征转化成数字化信息, 依托数据库和多媒体展示手段,

可以扩大标本的展示空间, 使中药标本从静态到动态转变,

并实现检索的多样化。另外, 数据库的网络化建设, 使其

能不受时间和场馆的限制, 随时随地被本地和远程用户存

取, 通过网络向人们提供多层次多方位的服务, 最大化的

实现中药资源的共享。其在满足中药学术、科研需求、拓

展服务功能等方面体现其知识价值的同时, 必将取得更好

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212  建设中药标本数据库的意义
21 211 能够较好地解决标本藏与用的矛盾

由于中药标本的特殊性, 在收藏的过程中, 随着时间

的推移, 实物标本很容易发生虫蛀、霉变、泛油、变色、

气味散失、溶化、潮解、风化等现象, 特别是一些名贵中

药标本, 更是不提供随时学习、参观的需求, 只能常年收

藏在库房, 大量中药标本得不到充分展示, 参观学习者很

难对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研究。由于时间的限

制, 参观学习者也不能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地参观和利用标

本。而日常教学、科研经常会用到标本, 两者之间的矛盾

突出。标本数字化后, 日常科研教学可以直接从数据库中

查看标本的各项信息, 无须查看实物, 不再受展品条件、

场馆的限制。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把标本、文献资料、图像

等完美地结合起来, 多角度反映馆藏中药标本的特性、特

征、特点 , 满足人们对中药标本的多种不同需要, 较好地

解决了藏与用的矛盾[ 2]。

21 212 更好地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

高校建立中药标本馆的首要目的是为教学、科研服务。

以往, 受时间、场地及中药标本馆管理制度的限制, 各类

中药标本的利用率并不十分高。中药标本馆数字化后, 不

仅扩大了标本的展示空间, 而且信息容量也得到扩充, 展

示方式由平面、静态、呆板、单一变为立体、动态、形象、

交互, 提高标本管理水平, 教师可在任意教室里随时调用

所需标本进行教学,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意上网查

询, 科研人员也能便捷地获取所需标本的所有信息, 适应

精品课多层次多方位的要求, 这无疑有助于教学、科研质

量的提高。

21 213 实现资源共享, 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各地、各个学校中药标本馆的馆藏各不相同, 各有特

色, 一个学校的中药标本馆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包罗万象

地收集到所有中药标本。将所有的中药标本数字化, 建立

一个功能齐全、先进的操作平台, 使远距离、分散的中药

标本资源集中共享, 使单元、区域教育变成全面的远程教

育。利用高科技的网络信息技术互通有无, 节省各学校的

人力、物力、财力, 充分发挥中药标本馆教育资源的潜在

优势。数字化后的中药标本馆生动形象地表现各类中药标

本的全面信息, 对弘扬中医药文化, 向全世界宣传、普及

中医药知识, 提高中国国民文化素质, 培养创新人才均具

有重大意义。

3  中药标本数据库开发与建设的具体过程

311  中药标本的选择
本数据库建设以我校中药标本馆自 1902 年至今的 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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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馆藏标本为基础, 对我校中药标本馆现有10 000种中

药材标本按科、目、属整理分类, 进行数据库元数据的选

择排序。元数据的选择要注重标本保存的完好性, 药材的

常用性、珍贵性、道地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为保证数据

库建设的统一性、标准性, 该项工作由我校中药学院药用

植物权威学者承担。

312  影像摄制及图像的处理
将实物标本进行影像处理, 利用数码照相或数字摄影

技术将中药实物标本转换成数字影像, 尽可能多角度拍摄,

同时避免损坏标本。再用 Photoshop 等图像处理软件的重新

曝光和图像旋转功能将拍好的图像进行亮度和方向调整,

以保证浏览时图像清晰以方便观察。与国内已建或在建中

药标本数据库, 多以画图形式展现中药标本不同的是, 本

数据库建设所取标本图片均为标本的实体拍摄, 提供中药

材、原植物、蜡叶标本、浸制标本、饮片标本等图像信息,

多角度全方位直观地展现标本的形态特征, 亦是本项目建

设的亮点。

313  标本基础描述性文字的收集、整理
检索 5中国药典6、5中国植物志6 等权威工具书, 为

中药标本配以详尽的文字说明, 包括学名、拉丁名、别名、

原产地、资源分布、药材基原、用药部位、采收加工、性

味、功能、主治、常用处方 (药典处方、经典处方)、炮制

方法、药材鉴别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理化鉴别)、主要

活性成分、药理作用、真伪鉴别等, 使药材的相关信息更

全面, 并得以图文并茂的展示。

314  建立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建库采用 CALIS 统一建库 210 版特色库系统进

行开发建设, 数据库遵循数据建设规范和标引细则, 统一

按照 5CALIS 专题特色数据库描述元数据规范6 中所规定

的书目信息、网络资源信息、图像信息和视频信息等元数

据规范进行标引。将中药标本的文字、图片、影像资料等

信息以规范的模式录入数据库, 并对上述的信息进行合理

和高效的管理, 包括存储、修改、更新、建立索引、提供

查询等, 建立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检索系统。其中查询功能

包括对文本信息检索, 以及对二维图像信息、视频信息的

检索。通过网站可检索常用中药的原植物、生药材、真伪

鉴别图片并可免费下载, 可根据植物名称或科属进行精确

或模糊查找, 检索结果中不仅有精美的图片, 还有药材基

本信息的详细介绍等[ 3]。

315  建立网络交流平台, 实现资源的交流与共享
中药标本数据库网络检索平台, 除提供中药标本图片、

文本信息的检索服务外, 还可实现科普教育、网络远程协

同研究、网络远程专业教学等多媒体信息发布, 与专家学

者、管理员进行即时交流, 提供药用植物学及生药学等学

科的学习资料, 发布更多的中药相关信息, 真正实现平台

资源的有效交流与共享[ 4]。

综上所述, 中药标本数据库是一个集硬件和软件开放

式的集成平台, 本着 / 集中建设、统一检索、资源共享、

服务全国0 的目标, 将中药标本特色资源进行数字化建设,

以特色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要求, 建立集中式的中药标本

信息检索系统, 面向全国用户提供特色资源检索服务, 最

大化的实现中药资源的共享。同时以数据库为基础的网络

交流平台建设也将成为宣传中医药知识, 弘扬中医药文化

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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