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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系统架构、运行环境、功能模块等方面阐述道地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数据库具体构建，对系
统应用进行展示，指出该数据库能够为不同朝代道地药材产地变迁、地域生态环境特色分析提供全面、可

靠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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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道地药材是指来自特定产地、栽培规范、加工

精细、贮藏合理、品质卓越、疗效显著的中药材，

是传统中医药行业评价药材质量的一项独特判别标

准，具有强烈的地域性［１］。然而药材的道地产区在

漫长的历史形成与发展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

了逐步成熟的复杂演变过程，大部分道地药材是存

在产地变迁的［２］，探索药材道地产区的迁移对中药

道地性研究至关重要［３］。各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的药

材分布与特点是道地药材传承研究的重要内容，只

有明确各历史时期药材产地的变迁才能更加深入认

识和理解道地药材内涵［４］。本草古籍是中医药学习

本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汇载上古春秋至明

清时期中医药学发展的辉煌成就。相关学者开展药

材产地本草考证研究时需人工进行大量查找、阅读

工作，在利用传统古文献上存在很多不便。本研究

通过构建道地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共享数据库，

以动态专题地图的形式展示药材产区分布、生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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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区时空演变特征，总结并呈现药材道地产区

的历史沿革，为道地药材产地研究提供借鉴。

２　资料来源

２１　产地生态因子数据

来源于第４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字段包
括生态系统类型、居群面积、栽培面积、土壤容

量、根际细菌优势种、真菌总数、根际真菌优势

种、植被类型、酸碱度、有机碳含量、土壤质地分

类、土壤的阳离子交换能力、土壤有效水含量等

级、粘土量、含沙量、土壤类型、等温性、季节降

水量变异系数、年均温变化范围、年均降水量、年

平均气温、昼夜温差月均值、镉、铜、锌、铬、

镍、总砷、总汞、总铅、全氮、总碳、土壤微生物

碳、土壤微生物氮、全磷、全钾、全硒、全钙、全

镁、全钠、碱解氮含量、有效磷、有效锌、有效

锰、有效铁、有效铜、有效硼、有效钼、有机质、

速效钾、缓效钾、柠檬酸。

２２　古代产地数据

道地药材历代产地本草考证共涉及秦朝、汉

朝、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相关古籍 １０本，
包括 《神农本草经》、 《名医别录》、 《本草经集

注》、《千金翼方药出州土》、《新修本草》、《本草

图经》、《本草品汇精要》、《本草原始》、《本草纲

目》、《本草述》以及民国书籍 《药物出产辨》。

２３　各朝代历史地图及地貌信息

由中国地图出版社提供自夏朝至民国多个朝代的

历史图，包括中国历史上自夏朝至民国等多个朝代的

疆域、地名、河流、山脉、地形地貌等地理要素。

３　数据库构建

３１　系统架构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ＧＩＳ）平台，采用浏览器／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
Ｓｅｒｖｅｒ，Ｂ／Ｓ）服务模式，实现中药材历史分布显示
查询、基于生态因子的管理查询展示，与中药材库

数据进行接口对接，总体上分 ３层。一是数据层，

为展示平台提供基础数据，包括时空地名、朝代、

生态因子、空间图层、药材数据。二是 ＧＩＳ平台
层，提供 ＧＩＳ基础功能，具体包括图层管理、浏
览、放大缩小、拉框放大、鹰眼、测量等功能，为

中药材展现、查询提供 ＧＩＳ服务。三是平台展现
层，基于ＧＩＳ服务实现历史地图药材展示、时空演
变展示、药材定位、药材可视化展示、生态因子地

图展示、生态因子关联查询、位置匹配、药材接口

等功能，见图１。

图１　道地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系统架构

３２　运行环境

以Ｔｏｍｃａｔ８作为系统应用服务器。应用前端主
要采用ＪＱｕｅｒｙ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的组合，与后台数据传输
采用Ｊｓｏｎ格式，针对需要静态化的页面采用ＦｒｅｅＭａｒｋ
ｅｒ，其他情况使用Ｊｓｔｌ。应用后端使用ＳｐｒｉｎｇＭｖｃ框架，
按照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ａｏ３层体系设计应用，对Ｓｅｒｖ
ｉｃｅ做数据库事务处理，使用ＭｙＢａｔｉｓ与数据库进行数
据交互。数据存储采用ＭｙＳｑｌ数据库。

３３　功能模块

３３１　历史地图　展示中国历史上夏朝、商朝、
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

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国十

代、辽北宋、金南宋、元朝、明朝、清朝、民国各

历史时期的疆域、地名、河流、山脉、地形地貌等

地理要素。

３３２　生态地图　在基础地理要素基础上叠加重
要生态因子、药材 ＰＯＩ信息，形成药材生态专题地
图，选择温度、降水量、土壤、气候、水系、干湿

区６个重要生态因子，每个生态因子单独使用一张
底图用于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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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时空地名数据库　建立历史地名和现代地
名的对应关系，实现地名数据的统一管理。数据库内

容包括自夏朝至民国等多个朝代及现代地名数据及其

对应关系，用于查询定位、符号配置和地图显示。

３３４　药材信息查询和定位　通过关键字、药材
类别和药材产地列表查询实现药材信息查询，在地

图上准确定位，根据药材产量确定药材符号数量，

以地图符号形式展示药材产地位置，对药材产地行

政区划单元分级显示。

３３５　药材产地时空演变　通过时间轴方式展示
不同历史时期全国或放大区域的一种或多种药材的

产地分布，支持手动和自动两种切换时间轴方式，

可同时展示不同时期药材分布对比情况。

３３６　药材生态因子可视化显示　在地图上通过
点、线、面等多种专题地图符号对一个或多个生态

因子信息 （如降水量、温度等）进行动态展示，同

时在网页上以文字或表格形式展示所有或部分生态

因子信息。

３３７　位置匹配　根据药材数据库的药材产地经
纬度坐标，实现药材数据与地理底图相匹配，展示

不同历史时期药材产地定位信息。

４　应用展示

４１　概述

以现代中国行政区划地图、自夏朝至民国多个

朝代历史图、中国生态地图为基础，结合不同时期

药材本草考证专题数据及生态因子数据，完成道地

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共享数据库系统开发，数据

库主要包括历史地图、生态地图、时空地名数据库

３大模块。

４２　历史地图

切片按照比例尺分为 ６级，内容主要包括不
同行政等级行政区或疆域、地名、河流、山脉、

地形地貌等地理要素，时间上包括２１个朝代。具
体功能：一是基本功能，手动或自动切换不同朝

代历史地图，展示该朝代历史药材分布情况。二

是地图基础操作，浏览、放大缩小、拉框放大、

鹰眼、图例、测量等。三是药材查找定位，根据

药材名称或历史朝代在地图上定位药材产地，药

材图标高亮显示。同一点可能存在多条药材信息，

通过药材图标疏密程度展示药材数量信息。四是

药材信息展示，点击地图中药材可以显示药材详

细信息，如药材别名、朝代名称、详情链接、古

代品种名称、相关文献、对应现代地名、古籍文

字描述等，包括文字、图片信息。历史地图模块，

见图２。

４３　生态地图

该数据中包括大量生态因子类型，根据已有地

图资料，展示气温、降水、中国土壤区划、气候、

水系、干湿区６个生态因子，与不同级别行政区划
数据、地名数据相叠加，地图切片分级数按照比例

尺分为６级。生态因子地图药材展示，结合药材主
要生态因子展示各地区生态因子、药材分布图，实

现不同生态地图切换，可按照药材、地名进行条件

查询。具体生态地图列表包括：中国１月、４月、７
月、１０月平均气温及全年降水量、冬季降水量、夏
季降水量、中国土壤区划、气候分布、水系分布和

干湿区分布。生态地图模块，见图３。

４４　时空地名数据库

按照不同行政区划级别，根据古今地名定位点

相对距离分别确定古代地名与现代地名的对应关

系，建立时空地名数据库，通过关联产地字段，实

现道地药材产地的准确定位。以北宋为例，分别从

路 （道）、府 （州、军司驻所）、县３个行政等级进
行古今地名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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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道地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共享数据库－历史地图模块

图３　道地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共享数据库－生态地图模块

５　讨论

５１　道地药材产地沿革研究的重要意义

道地药材是传统中医药的精髓［５］。作为优秀中

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源泉，在漫长的历史

变迁中，大部分药材道地产区存在迁移的现象，其

形成受到诸多因素影响［６］。故在开展药材道地性研

究时应对相关历史产地变迁进行深入探索，明确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产区的变迁沿革［７］，以便更加全

面、深入地开展道地药材研究。我国中药资源普查

自唐朝编纂 《新修本草》［８］时期就已开始，政府组

织药材普查整理。宋代编著 《图经本草》［９］时期再

次开展全国范围的药材资源调查，建国后又相继开

展４次资源普查，从中调研药材道地产区的变迁、
发现新的中药优质分布地域［１０］。

５２　共享数据库研发价值

本研究建立道地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共享数

据库，采用古代医书本草考证方式获取数据资料，

以夏朝至民国多个朝代的历史图、中国生态地图为

基础，药材产地生态因子数据来源于第４次全国中
药资源普查数据，为不同朝代道地药材产地变迁、

地域生态环境特色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提供

专业、系统、共享的数字化资源。不仅具有药材产

地生态、本草古籍采集数据，还包含大量动态地图

图片和虚拟环物等，均可通过数据接口与其他异构

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构建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

与手段，为用户提供直观的查询体验，既为本草古籍

资源本身的再研究、再利用提供各种可能，又为中药

材产地生态环境相关研究做出贡献。数据库构建顺应

我国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改变传统中药资源产地

沿革资料存储和查询模式，为中药资源道地产区考

证、地域特色分析等相关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与

可视化展示。古代地图模块可以根据朝代和药材名称

查询展示该味药材在选中朝代疆域范围内的产地分布

情况、轮播不同历史朝代药材产地变化，还可以显示

不同区域的温度与降水量等生态信息。

６　结语

目前数据库收录７１味常用中药的产地沿革与
生态因子信息，今后可不断增加更多药材相关信息

入库。随着时间的推移、查询需求的不断变化及领

（下转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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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关知识的不断更新，本系统不仅可以快速进行

数据扩充，同时还可以在目前架构基础上优化升级

系统功能或开发新的功能，例如数据统计挖掘、知

识地图视频、展示与分析等，以保证数据库信息资

源的使用价值和平台功能的合理性，从而为开展道

地药材相关研究提供有力工具，为总结中药资源产

地沿革与地域生态因子的可视化展示提供可靠的信

息保障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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