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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数据库设计、系统构建流程、技术架构、功能模块等方面阐述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网络共享系
统构建，介绍该系统特色，指出其为药材道地特征相关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与可视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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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道地药材是指经过传统中医药行业长期应用而

优选出来的源自特定地域、质量稳定且品质更高、

疗效更为显著、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药材［１］。药材

疗效的优劣与其产地密切相关，唐代 《新修本草》

中有此描述：“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２］。我国

幅员辽阔，地跨多个气候区，且地势情况复杂，不

同地区土壤、温度、日照、降水量等条件相差悬

殊，形成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３］，不同生态系统孕

育出的药材性状特征、遗传特征、化学成分含量、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方面存在差别［４］。本研究通

过构建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网络共享系统，为药材

道地特征相关各子领域全面、系统的数据资源检索

以及基础研究提供信息支撑平台，以动态专题地图

模式呈现药材产区分布、空间地理信息及生态因子

特征，总结并展示道地药材产区资源分布与生态环

境，为中药道地产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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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等１６家项目合
作单位提供７１种大宗、道地性显著的药材相关文献
资料及部分实验数据，通过本草考证及文献研究确定

药材基原道地产区；全面、系统收集道地与非道地药

材的传统性状及显微鉴别、化学、遗传、药理、栽培

采收及炮制、临床应用数据 （１９９１年至今）。由中国
地图出版社提供全国范围内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

名、河流、山脉、地形地貌等基础地理要素。结合第

４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提取道地药材产地生态因
子数据。本草考证数据采集自 《神农本草经》《本草

图经》《本草从新》《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本

草品汇精要》《千金翼方》《新修本草》《本草原始》

《本草纲目》 《本草求真》 《本草述》 《本草备要》

《药物出产辨》《增订伪药条辨》１５本古籍。药材道
地特征数据库收录药材按基原植物分类统计共涉及

３７个科，前１２个科为菊科 （７种）、姜科 （６种）、
毛茛科 （６种）、伞形科 （５种）、百合科 （４种）、
豆科 （４种）、唇形科 （３种）、兰科 （２种）、蓼科
（２种）、茜草科 （２种）、五加科 （２种）、芸香科
（２种），各科涵盖药材品种分布详情，见图１。药材
道地特征数据库收录药材从来源植物的药用部位角度

统计共分为１０类，花类 （４种，包括花蕊、柱头、
花蕾、花萼等），根和根茎类 （４０种，包括根、根
茎、鳞茎等），果实类 （１０种，包括果皮、果实、果
核、等），皮类 （４种），茎类 （３种），叶类 （３
种），种子类 （３种，包括种仁），全草类 （２种），
动物类 （１种），菌类 （１种），各药用部位涵盖药材
品种分布详情，见图２。

图１　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收载药材基原植物详情

图２　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收载药材植物部位分布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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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构建方法

２２１　数据库设计　药材道地特征数据由本草考
证、性状特征、显微特征、生态特征、化学成分特

征、遗传特征、药理特征、临床应用及栽培 －采收
－炮制９个子领域的数据构成，研究方案设计具有
多样性，每个子领域数据收集依赖于相关文献、古

籍及实验数据，故数据库设计需将各子领域学科交

叉性与完整性纳入考量，尽量依从数据库范式与约

束要求原则来实施。

２２２　系统构建流程　针对９个子领域分别进行
实体 －联系图 （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ｉａｇｒａｍ，ＥＲＤ）
设计；完成主页面展示模式设计；确定主页面展示

字段及内容；确定首页按钮下展示内容；确定数据

分析方案；确定地图展示界面设计方案；明确简单

／高级／专业检索方案和字段；完成系统前台展示页
面设计开发、测试与上线。

３　系统构建

３１　网站架构

分为主体平台与地图展示平台。主体平台涵盖

文献及实验中的本草考证、药材性状特征、药材显

微特征、中药资源生态区划、产区土壤特征、化学

成分特征、遗传特征、药理特征、临床应用评价、

栽培、采收、炮制等方面数据信息。主体平台主要

包括５大模块 （道地药材展示、本草古籍、统计分

析、产地分布、药材标准）以及检索系统。地图展

示平台以产地分布模块形式嵌入系统，旨在通过构

建道地药材资源地图网络共享系统，以动态专题地

图形式展示药材产区分布、生态因子、空间地理信

息特征，总结并呈现道地药材产区资源分布、生态

环境与历史沿革，为中药道地产区相关研究提供借

鉴［５］。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网站架构，见图３。

图３　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网站架构

３２　技术架构

３２１　主体平台　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网络共享
系统功能迭代开发，前端网站和管理系统仍沿用现

有系统所实现的技术框架。采用 Ｔｏｍｃａｔ８服务器，
前端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结合 ＪＱｕｅｒｙ，后台数据传输为
Ｊｓｏｎ格式，对于程序逻辑部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选择，静态化页面使用 ＦｒｅｅＭａｒｋｅｒ模板引擎，其他

情况则采用 ＪＳＰ标准标签库 （ＪａｖａＳｅｒｖｅｒＰａｇ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ｄＴａ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ＪＳＴＬ）。系统应用后端使用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框架，依照 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ａｏ３层结
构异常处理体系设计，Ｓｅｒｖｉｃｅ管理数据库具体事务
处理，通过 ＭｙＢａｔｉｓ框架与数据库进行数据交互。
数据存储采用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主体平台系统技术架
构，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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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主体平台系统架构

３２２　地图平台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构建，采用浏览器／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Ｂ／Ｓ）服务模式，实现药材产地分
布查询。Ｂ／Ｓ结构依据不同功能分为３个不同层次：
（１）数据存储层。存储基础数据，包括药材基本信
息、空间地名、生态因子及空间图层。 （２）平台功

能层。提供ＧＩＳ基础功能，包括浏览、鹰眼、测量、
拉框放大缩小及图层管理等，为药材展示、查询提供

ＧＩＳ服务。（３）平台展示层。基于ＧＩＳ基础功能实现
药材可视化展示、位置匹配、药材定位、地图图层展

示、生态因子查询、生态因子地图展示及时空演变展

示等功能，地图展示平台架构，见图５。

图５　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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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功能模块

３３１　道地药材　主页面以药材图片形式呈现，

包括本草考证、性状特征、显微特征、化学部分、

生态部分、药理部分、遗传特征、临床部分、其他

部分 （栽培、采收、炮制）９个子领域，每部分均

包括选定药材标准数据和相关文献详情展示。

３３２　本草古籍　默认以古籍封皮形式呈现，在

前期道地药材本草文献研究基础上补充古代本草著

作，收录道地药材道地性沿革。以历代主流本草为

主要依据，旁及专题本草或地方本草，特别是唐、

宋、明、清以及民国期间各部本草。除文字外注重

所附图谱以及各省、县地方志的查考，尤其是物产

篇及贡物篇的查阅。此部分数据涵纳大量有价值的

非结构化文本信息以及从中提取的可体现本草沿革

关键信息的结构化数据，数据共享可视化效果好，

提供用户直观的体验感。

３３３　统计分析　包括本草和化学统计两个子模

块。本草统计子模块可对用户输入的药材古代名

称、古代产地、朝代以及对应的现代产地进行自动

统计。化学统计子模块可展示所输入药材的化学成

分数据库，并对录入的化学成分含量及药材化学指

纹图谱进行分析。检索词可以是药材、产地、化合

物类型、化合物名称及其组合，检索结果以图表形

式呈现。

３３４　产地分布　将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系统

以内部接口形式嵌入到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主体库

中，以动态专题地图形式直观展示药材产区资源分

布、历史沿革以及产区生态因子等信息，主要包括

现代、古代、生态地图３个功能模块。

３３５　现代地图　可实现根据现代行政区划和药

材名称查询并展示该味药材在选中行政区划内的产

地分布情况。包括药材定位查找、药材信息展示等

功能。该模块可根据药材名称或地图上定位药材产

地显示药材详细信息，如药材别名、详情链接、相

关文献、产地名称、原文描述等，包括文字、图片

信息。

３３６　古代地图　可展示目标药材在各个历史时

期、各疆域范围内的产地分布情况［６］，包括各朝代

产地名、对应的现代地名、古代品种名称、相关古

籍文献收录信息等。该模块可按历史朝代时间轴模

式播放目标药材在不同朝代的产区分布，有利于读

者清晰地了解目标药材从古至今的产地变迁。

３３７　生态地图　道地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数

据中包括大量生态因子，根据已有地图资料展示土

壤、气候、气温、降水、水系、干湿区６个生态因

子，与行政区划级别、产地名称数据相叠加。生态

因子地图部分药材展示可实现以药材产地生态因子

数据 （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为基础，展示各

产地药材及生态因子分布图，并实现不同生态地图

之间无缝切换。

３３８　药材标准　用于查询与下载药材的国家、

团体标准等相关材料。

４　讨论

４１　建立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道地药材是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瑰宝，在中医药

领域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７－８］。自然环境为道地药

材形成提供基础，赋予道地药材特殊秉性［９］，为其

生长繁衍提供物质支持。药材疗效优劣与其产地密

切相关，不同产地生态条件不同，孕育出的药材性

状、化学成分含量及药效等方面存在差别［１０］。药材

道地特征数据涵盖中药本草考证以及药材性状／显

微特征、化学成分及含量特征、药材产地生态／土

壤特征、药材遗传学特征［１１］、相关药理作用、临床

及栽培、采收、炮制等多个研究子领域。近年来各

子领域研究产生大量科研成果数据，对这些庞大、

有意义的数据信息进行专业化处理［１２］，使之成为开

展道地药材研究与应用的重要资料。本研究通过构

建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建立道地药材数据统一检

索和综合查询系统，面向中医药科研人员、中药研

发人员、药材种植加工及流通企业、药材质量监管

机构以及临床医生等，实现道地药材数据集成服务

和信息及时发布，使海量中药科学数据潜在价值得

以充分发挥与增值，为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提

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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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特色

药材道地特征数据库网络共享系统构建顺应我

国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改变传统中药资源、产

地、鉴别、生态、遗传、化学、药理以及临床等信

息资料存储和查询模式，为中药资源道地产区地域

特色分析相关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与可视化展

示。本系统不仅可以快速进行数据扩充，还可以在

目前架构基础上开发新功能，如数据统计挖掘、知

识地图视频、展示与分析等，是开展道地药材相关

研究的有力工具，为揭示中药资源分布与生产地域

生态因子分异规律及可视化展示提供可靠的信息保

障与技术支持，为迎接道地药材大数据时代奠定基

础。值得一提的是药材产地沿革生态地图系统以产

地分布模块形式将内部接口嵌入药材道地特征数据

库主体库中，从主体库调用药材相关数据资料，以

现代中国行政区划、中国生态地图为基础，道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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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４］，为道地药材产地资源分布、地域生

态环境特色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１５－１６］。

５　结语

目前数据库收录７１味常用中药约１０万条数据，
随着相关领域知识的不断更新，可对系统进行快速

数据扩充，也可基于目前架构优化升级系统功能、

开发新功能点，如数据网络构建、知识挖掘、地图

视频展示等，以确保数据库平台功能的合理性、提

升数据库信息资源使用价值，为开展药材道地特征

相关研究提供有力工具，为各子领域相关研究以及

数据资源检索提供信息保障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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