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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标本作为中药信息资源的实物载体，对中药监管、科研工作的开展，中药鉴定人才的培养以及中药文化的传

承都具有重要价值。随着数字化改革的加快推进，中药标本的数字化建设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阐述浙

江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的探索与实践，详细描述了其主要组成部分中药数字化标本馆网站及标本管理系统的模块组成和

特色内容。今后浙江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将围绕药材真伪优劣，为中药专业从业人员搭建资源共享的中药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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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TCMs) specimens, as physical carrier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TCMs, have an 
important value on advance regulatory science and research, cultivate TCMs authentication talents and inherit the culture of 
TCMs.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TCMs specimens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s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reform.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of Zhejiang TCMs specimens, including the 
modul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content about the website of Zhejiang digital specimens of TCMs and the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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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高度重视。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中医药发展的目标方向、重

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同时指出存在中医药人才

建设薄弱，中医药传承不足，创新不够等[1]问题。 
中药标本是指符合标本要求，并具有典型性

状特征，由药用植物、动物以及矿物等中药材经

过鉴定后制成的一类标本，是中药科研工作的重

要基础，同时也与中医药人才建设以及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都有着紧密的联系。2021 年 2 月，浙

江省在全国率先部署了关系全局、影响深远、制

胜未来的重大集成改革——数字化改革[2]，随着数

字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将数字化的思维应用于中

药标本馆建设，搭建数字化中药标本平台，使其

成为信息资源共享的载体，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

制，促进行业间交流学习，进而提高从业人员的鉴

定能力，加快推进中医药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 
1  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建设的意义 
1.1  服务中药监管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正式实施，国家加大了对中药饮片的监督检查和

抽检力度，2019—2021 年全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

质量持续向好，平均合格率逐年上升[3-5]，但混伪

品冒充正品使用以及掺伪掺杂仍是不可忽视的问

题。如薄荷掺入留兰香，反枝苋子或繁穗苋子与

青葙子混用[3]、大叶茜草冒充茜草使用、参薯冒充

山药[4]、华南谷精草冒充谷精草、水线草冒充白花

蛇舌草、小通草中掺伪西南绣球[5]等时有发生。而

药材的真伪鉴别除了鉴定经验的积累，关键在将

样品与药材标本进行比对。可以说中药标本是中

药检验以及科研等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实物档

案[6]。由于中药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在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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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过程中查阅不同地区的中药标本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就是通过计算机技术

将中药标本进行数字化，服务于各地用户，突破

了时间、地域的局限[7]。 
1.2  创新中药鉴定传承人才培养模式 

药材的品质和疗效有着紧密的联系[8]，中药鉴

定学专家谢宗万先生根据长期经验的积累，亦总

结归纳了中药的“辨状论质”理论[9]。而传统的性

状鉴定一直以来延续“师徒制”传承，培养周期

较长；现代中医药院校虽然克服了培养周期问题，

但实物标本的短缺制约着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

际产业行业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上述矛

盾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阶段中药鉴定人才严重

短缺，已成为制约中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瓶颈。

自 2014 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中药特色技

术传承人才培训项目，2014—2019 年共遴选培养

1 228 人[10]，但仍不足以填补专业从业人员空缺。

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围绕药材标本的真伪优劣，

以标准化的图片语言来表征鉴别要点，在缓解实

物标本短缺的同时更是将鉴别要点客观化，消除

人为因素的影响，着力提升中药人才职业素养和

实践能力，不断传承中药精华。 
1.3  促进中药资源绿色可持续性发展 

中药标本包括腊叶标本、浸制标本以及药材

标本，涵盖植物、动物、矿物等，制作工艺复杂

繁琐，贮藏与养护条件苛刻，易发生变色、霉变、

虫蛀、走油以及风化等[11]，而重复制作标本会导

致人力物力资源极大的浪费[12]。同时部分野生中

药材生长环境特殊，采集较为困难，尤其是一些

濒危物种[13]，不能循环持续利用。通过数字化的

手段可以将中药标本自身部分的特性永久储存，

防止其受到环境的影响，有利于中药资源绿色可

持续性发展。 
2  浙江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建设内容 

连超杰等[14]针对全国药检系统的从业人员，

开展中药标本数字化需求调研，结果表明调查用

户在功能设置、数据内容、服务形式、关联数据

方面更注重可视化、标本图片、互联网网站以及

鉴别要点。浙江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建设依托于

浙江中药数字化标本馆网站以及标本管理系统，

将药材标本进行数字化，以标本图片为基础，可

视化地表征其真伪优劣，为中药专业从业人员搭

建资源共享的中药科研平台。系统构建见图 1。 
2.1  中药数字化标本馆网站 
2.1.1  功能模块   标本馆网站 1.0 版本已上线

(http://zjzybbg.zjyj.org.cn)，共分为中药标本馆、药

用植物馆、腊叶标本馆以及专栏文章四大主要栏

目。中药标本馆以高清图片、3D 模型、视频等方

式，呈现中药材、中药饮片、非正品和伪制品等

鉴别特征；药用植物馆涵盖华东地区药用植物，

围绕植物形态、生境分布、收载标准、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临床参考，及用作药材的名称、性状、

药用部位、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及用法用量等方

面进行介绍；腊叶标本馆介绍浙江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自行采集制作的腊叶标本，以高清图片

的形式展示，便于网上查阅；专栏文章主要收载

中药品种的鉴定心得，药材市场、产地调研报告

等，有利于经验传承，网站示意图见图 2。 
2.1.2  中药标本品种范围  浙江中药数字化标本

馆网站依托于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药材标

本馆，现馆藏药材标本 4 000 多份，腊叶标本 1 万

余份。平台自 2016 年起开始实物标本数字化工作， 
 

 
图 1  浙江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系统构建图 
Fig. 1  System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of Zheji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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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中药数字化标本馆网站结构图 
Fig. 2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website of Zhejiang digital specime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其中中药标本馆拍摄馆藏药材素材 55 066 张，制

作数字标本 2 353 份；腊叶标本馆拍摄馆藏腊叶标

本素材 12 267 张，制作数字标本 9 024 份；药用

植物馆依托于《法定药用植物志-华东篇》，涵盖华

东地区 1 230 种药用植物，涉及植物分布 175 科。

品种涵盖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一部，《浙江省中药

炮制规范》2015 年版以及《浙江省中药材标准》，

总计 1 285 种，总体覆盖率为 97.7%，见表 1。 
 

表 1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药材标本馆中药标本覆

盖情况 
Tab. 1  Cover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specimens in 
the herbarium of Zhejiang institute of food and drug control 

标准名称 
收载 

品种/种 
标本 

覆盖/种 
覆盖率/ 

% 
总体 

覆盖率/%

中国药典 616 618 99.7 

97.7 浙江省药材标准 57 66 86.4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 612 631 97.0 

 

2.1.3  特色功能 
2.1.3.1  搜索目录  网站检索分为品种搜索和目

录查询 2 种功能，分别服务于目标性检索以及普

通浏览 2 种不同的需求。其中品种搜索又分为普

通搜索和高级搜索，高级检索功能针对中药标本

馆、药用植物馆、腊叶标本馆三馆内容的不同进

行了个性化的调整：中药标本馆可根据药用部位、

笔画数以及拼音字母进行品种浏览，药用植物馆

和腊叶标本馆则根据拉丁名浏览，见表 2。 

表 2  不同模块高级搜索选项 
Tab. 2  Advanced search options for different modules 

模块分类 高级搜索选项 

中药标本馆
中药名、别名、拉丁学名、药用部位、药用部位分类、

馆藏单位、科名、种名、规格、馆代码 
药用植物馆

植物名、植物异名、拉丁学名、科名 
腊叶标本馆

 

2.1.3.2  一图识药  “一图识药”是将专业人员的

鉴别经验以数字化进行表征，在一张图上呈现。

与传统教材上文字描述和墨线图示意相比较，“一

图识药”更为鲜活生动，使得中药材鉴定更为直

观可靠。以牛黄为例，天然牛黄由于数量稀少，

价格昂贵，标本获取不易，且极易掺伪掺假。课

题组选择了典型样品进行高清拍摄(图 3)，通过牛

黄“一图识药”，可以看到典型的类球形、三角形

以及四方形的药材性状，同时其鉴别要点乌金衣

和同心层纹等也在图片中清楚地呈现，中药从业

人员可以通过浏览“一图识药”，并结合文字描述，

达到学习和辨识的目的。 
2.1.3.3  3D 模型  中药不仅有植物来源，还有相

当数量的动物、矿物类药材，其特点难以用二维平

面照片呈现。通过制作高仿真，具有自主产权的 3D
模型，以 360 度全景展示药材标本，提升其展示效

果和示教效果。以朱砂为例(图 4)，朱砂是常用的

矿物药，为硫化物类矿物辰砂族辰砂。观察制作完

成的原矿石 3D 模型，可以了解标本不同角度的形

态特征，使鉴定学习在感官上更为立体、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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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牛黄“一图识药” 
Fig. 3  Iden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ith one picture of Bovis Calculus 

 
 

  

  
 

图 4  朱砂原矿 3D 模型不同角度示意图 
Fig. 4  Sketch map of 3D model of cinnabar ore 

 

2.1.3.4  系统联建体系构建  中药资源极具地域

特点，同时中药标本的收集耗时耗力。浙江省食

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坚持“统分结合、以上带下、

一体推进”原则，汇聚全省资源，不断更新共建

数据库，进而实现资源共享。浙江中药标本数字

化平台自建设以来，共征集到浙江省内 8 家地市

药检系统提供的数字化药材标本 2 434 份，照片

7 407 张。通过资源共享可以查到本馆没有保藏的

标本信息，解决了因标本分散于不同标本馆而查

阅困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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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本管理系统 
前端展示离不开后台的系统管理，标本管理

系统为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自行设计、开

发的系统管理应用，集成中药标本的库销存管理、

网页品种管理、信息统计以及权限管理四大功能

板块。将实物标本馆与数字化平台有机结合，通

过数字化的手段重塑管理流程，优化展现形式。 
2.2.1  标本库销存管理系统  中药标本的收集制

作并使之数字化具有一定的流程，通过对其过程

系统性梳理，总结出包括样品收集、初验、入库、

鉴定、制作标本、管理入库、标本数字化、标本

借用和归还以及标本的维护保养等在内的九大需

求。标本库销存管理主要围绕需求，以数字化的

方式重塑流程，优化管理模式，替代原先多张 Excel
表格零散记录的传统方式，杜绝了部分工作程序

不规范的现象，以达到科学、高效、有序管理的

目的。 
2.2.2  网页品种管理系统  网页品种管理为围绕

浙江中药数字化标本馆网站各个功能的后台管理

系统，分别对中药标本馆、药用植物馆、腊叶标

本馆以及专栏文章四大主要栏目的内容进行维

护，具备查询、新增、预览、修改、删除等常用

功能。 
2.2.3  信息统计  信息统计为后台数据可视化的

应用，主要分为访问量统计和品种标本统计两部

分内容。访问量统计用于评估网站的使用情况，

分别聚焦不同内容板块、特色栏目以及不同药材

品种，以一定时间内点击量为评价指标，遴选出

关注度高的内容。根据统计结果，聚焦热点品种，

继续优化栏目板块，进而推进中药标本数字化平

台迭代升级。品种标本统计用于统计中药标本数

字化平台中的中药品种数量以及相应的数字标本

数量，设置结果导出功能，方便日常盘点维护。 
2.2.4  权限管理  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围绕药材

真伪优劣，为中药专业从业人员搭建资源共享载

体，标本管理系统针对不同的用户人群，进行功

能权限的分配，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通过

角色权限分配，在省市系统联建工作开展过程中，

按照协调统一的规范和模式，赋予共建单位不同

的功能权限，在技术上实现技术接口的统一，进

而汇集全省各级资源，搭建省级中药标本数字化

平台。 
3  讨论 

3.1  加强专业人才的数字化素养 
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数字化工作是一个系统性并持续迭代

的过程，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对人员素质的要

求也较为全面，需要专业技能与信息化相结合，

故在实际工作开展中，需要定期开展数字化技能

培训。 
3.2  推进建立协调统一的管理机制 

中药标本是标本馆的立身之本，标本收集是

一项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浙江数字化中药标本平

台由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牵头，立足浙江

省内特色优势中药资源，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加强

顶层设计，积极谋划，充分调动起全省各级药检

系统力量，集中优势资源，推进建立协调统一的

管理机制，以标本馆共建形式，进一步完善数字

化平台。同时应利用工作优势，在开展国家药品

抽检、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行动、专项抽验任务及

各类科研相关研究工作中，多渠道收集样品，尤

其是混淆品及非正品，进一步扩大标本收集范围。 
3.3  加强实物标本馆建设 

中药标本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中药信息的数字

化展示，集文字、中药图像、3D 模型于一体，方

便中医药从业人员交流学习。但中药标本数字化平

台并不能脱离现实完全取代传统中药标本馆[15]，实

物标本的质地以及性味等感官信息，是数字化标

本不能传递的[16]，因此数字化标本平台的建设离

不开实物标本馆，应发挥各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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