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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用植物数据库的建立与相关数据挖掘，对民族药物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在顶层设计

的基础上，对广西靖西端午节药市及周边地区实地调查时获得的药用植物标本和照片进行形态学特征、药

用价值、民族传统利用方式等信息的整理，由此设计和建立开放的民族药用植物数据库系统。 主要应用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 和 Ｊａｖａ 编程对数据进行管理、查询和统计，通过提取药用植物特征的不同权值来计算不

同科属和类别之间的相似度。 结果表明：该数据库系统能以柱状图或饼状图的形式将数据之间的关系直观

地展示出来，从而反映出各种植物特征和各种功能属性之间的联系。 同时该数据库系统还可以用于数据的

管理、检索和查询相关民族药用植物的背景资料、药用价值等信息，并能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有利于挖掘

数据和发现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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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民族药数据库的建设和发展，尤其通

过互联网在线实现共享服务，不仅有利于记录和

保护某一民族或地方性药用植物的传统知识，也
能促进民族药物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能直

接服务于民族药的保护规划和有效管理 （马克平，
２０１４； 张柳馨， ２００３； 陈林伟等， ２０１４ ）。 不同行

业对数据库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就民族药数

据库而言，更追求实用性，主要服务于医药卫生、
药用植物等专门领域，趋于解决实际问题 （陈颖

等， ２０１０； 孟庆安， ２０１１）。 我国现有许多与民族

药相 关 的 数 据 库， 包 括 中 国 中 医 药 数 据 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民

族 药 信 息 服 务 系 统 （ Ｃｈｉｎａ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

据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等，
都是数据量较大、国内学者所常用的民族药数据

库。 目前，民族药数据库普遍存在设计不合理、操
作复杂、无法挖掘数据等情况，其数据也多摘抄于

不同民族现有的医药典籍，并非来源于学者本身

的实地调查或考证，数据库本身也无法被研究者

用于野外实地调查。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民族药

物学数据库的设计思路和数据挖掘角度，探讨实

用型民族药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
民族药物学（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是一门研究

某一族群利用动植物、矿物等天然药物进行医疗

保健的相关传统知识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方法

涉及到了民族植物学、人类学、植物化学、药理学、
药剂学等不同专业（ｄｅ Ｓｍｅｔ ＆ Ｒｉｖｉｅｒ， １９８９； 淮虎

银等， ２０００）。 民族药是久经历史考验的宝贵财

富，相关研究还可能为新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线

索，大大缩短人类开发新药的周期，加之研究民族

药对传统知识的传承与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民族药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Ｆａｒｎ⁃
ｓｗｏｒｔｈ， １９９３； 裴盛基， ２０００）。

然而在民族药物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采用

民族植物学等方法对药用植物相关的传统知识和

经验进行记录、整理和编目 （淮虎银等， ２０００）。
如果在这一环节利用数据库，不仅可以更高效、安
全地对数据进行整理和保存，还能对原始数据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挖掘，以增加发现有价值线索

的可能性（图 １）。 因此，对获得的传统药用植物

信息和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十分有利于民

族药物学研究。
本研究以建立广西靖西端午节药市药用植物

数据库为例，基于在靖西药市和当地实地调查所

获得的数据，探索该模式在民族药物学研究中起

到的作用，并为其今后的研究走向信息化、高效化

提供思路。

１　 药用植物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１．１ 药用植物数据库来源———广西靖西端午节药市

广西靖西端午节药市指的是在端午节这一

天，当地草医、药农和村民将自己采集或栽培的草

药在靖西县城专门的集市上交易，形成了一个草

药交易和传统壮族医药知识相互交流的平台（杨

春燕等， ２００９； 黄玉绿等， ２０１３）。 本研究团队自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 ９ 次到靖西端午节药市及周

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对药市的交易者和当地草

医、药农等相关人士进行访谈， 完成了对药用植物

１６５５ 期 罗斌圣等： 广西靖西端午节药市民族药用植物数据库系统的设计与构建



图 １　 将数据库引入民族药物学研究
Ｆｉｇ． １　 Ｕｓ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图 ２　 药用植物数据库的设计模型
Ｆｉｇ． 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的采集、识别等工作。 同时对植物的药用部位、用
途、用量等信息进行了详细记录，运用植物分类

学、植物资源学等方法整理和鉴定标本，并对部分

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此外，我们还对药用植物信

息进行查阅、完善和录入，其信息主要来源于《中

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云南植物志》 《中国民

族药志要》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等较为权威的书

籍，以及互联网上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维普数据

库” “万方数据库” 和 “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据

库”。 经调查与鉴定：我们一共获得了 ５６４ 种壮族

使用的药用植物信息，这 ５６４ 种药用植物隶属于

１２９ 科 ４０９ 属，并收录在本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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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数据类型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ａｔａ

图 ４　 数据库系统首页
Ｆｉｇ． ４　 Ｈｏｍｅ ｐ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开发平台

该数据库系统的建立使用了 Ｊａｖａ 语言的

ｊｄｋ１．７ 版本，开发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作系统的 Ｎｅｔ⁃

Ｂｅａｎｓ ＩＤＥ ７．０；其运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 和 ＭａｃＯＳ
Ｘ 以上的计算机系统。
１．３ 数据库模型建立

本民族药数据库的建立模型简明清晰（图 ２）：
数据主要来源于对靖西药市的实地考察，并通过

文献资料进行数据补充；再以数据为基础建立合

适的数据库，对数据进行管理、查询和分析。 所有

数据主要按照以下类别进行分类并录入在不同的

表中，分别是：植物名（含中文名、当地名、学名、科
名、属名），功能主治（壮医理论、西医理论、中医理

论），药用部位，药性，生境，分布，形态学特征，化
学成分，花期果期等。 如图 ３ 所示，各类数据类型

通过植物的学名作为纽带，相互关联，并且该数据

库系统也是通过学名来识别和调取不同表单中的

信息进行展示、统计和分析的。
数据库的功能设计主要依照模块化设计原理

来实现。 模块化设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划分成一

些较小、相互关联而功能相对独立的模块，每个

模块完成一个具体的子功能。这样可以使得整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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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精确查询和模糊查询展示图
Ｆｉｇ． ５　 Ｅｘａｃｔ ｍａｔｃｈ ｑｕｅｒｙ ａｎｄ ｆｕｚｚｙ ｍａｔｃｈ ｑｕｅｒｙ

图 ６　 药用植物信息展示及文件导出
Ｆｉｇ． 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统在设计上结构清晰，且便于每一部分实现。 为

此，我们将本系统分为以下功能模块：（１）系统查

询模块：主要为用户通过关键字、词对药用植物进

行精确或模糊查询。 （２）信息展示模块：主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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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单表统计展示图
Ｆｉｇ． 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ａｂｌｅ

图 ８　 多表统计展示图
Ｆｉｇ． 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ｔａｂｌｅｓ

显示每种药用植物的详细信息，其中包括照片、生
境、形态学特征、药性和药用功能等。 （３）统计分

析模块：本模块是利用不同算法，对不同类型的药

用植物数据进行单独或交叉分析和统计，还可以

以地域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可用于挖掘潜在有

价值信息。 （４）数据管理模块：主要是对药用植物

的数据信息进行修改、添加以及删除。
１．４ 数据库系统的实现

１．４．１ 数据库系统首页 　 该数据库系统主要采用

白色，显得温和内敛。 主界面采用了选项卡的模

式，顶部为不同功能模块的选项卡，可根据用户不

同功能需求来选择操作（图 ４）。
１．４．２ 查询模块和信息展示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

主要是帮助用户对目标植物进行检索和详细信息

的查阅。 在首页点击“查询”选项卡，即会跳转入

数据管理模块界面，在搜索栏里输入查询目标关

键字、词即可进行查询。 图 ５ 为精确查询和模糊

查询的举例。 直接在搜索栏输入药用植物的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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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数据的更新（增加）、修改和删除
Ｆｉｇ． ９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名“九节风”，搜索结果显示所得到的药用植物为

金粟兰科的草珊瑚（“九节风”即为在药市上所记

录的草珊瑚的当地名），直接通过该植物的拉丁名

进行精确搜索，也能得到相同结果。 若在搜索栏

中输入“豆”，结果则会出现名字中包括“豆”的所

有药用植物，用户可进一步进行筛选来选择目标

药用植物。
在进行目标植物查询后，可直接在查询界面

的信息显示栏直接点击目标植物，便会从查询界

面转入植物的详细信息展示界面，显示出植物的

照片及信息。 图 ６ 为穿心草 （Ｃａｎｓｃｏｒａ ｌｕｃ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的详细信息展示；点击导出，还可将该药用植物相

关信息以 ｈｔｍｌ 的格式导出，方便复制和粘贴。
１．４．３ 统计分析模块和地域统计模块 　 该模块的

功能在于帮助用户进行统计与分析药市中药用植

物的相关信息。 在首页点击“统计”选项卡，即会

跳转入数据统计分析界面。 大部分现有的数据库

都是单纯地对植物数据进行罗列，而本数据库系

统中加入了一些统计和交叉分析功能，以便用户

能进一步挖掘数据。 而且，选择信息展示栏的“图
片”选项，统计数据还可以柱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

现出来。 该数据库系统主要采用了 ２ 种统计策

略：单表统计分析和多表交叉统计分析。
单表统计策略指的是针对药用植物某一类信

息进行统计分析。 在统计分析界面中选择左边一

栏的任意一种的目的信息即可对该类信息进行统

计分析。 图 ７ 为单表统计的植物分科统计和药用

部位统计示例，数据库能将靖西药市中所有药用

植物所出现的植物分科与药用部位分布情况进行

罗列，并能够通过图片形式呈现统计结果。 同样

地，用户还能以药性、功能主治、毒性、不同形态学

特征等作为筛选的条件。
多表统计策略主要指的是对两类或者两类以

上的数据进行交叉统计，通过提取药用植物特征

的不同权值来计算不同科属和类别之间的相似

度。 这样的统计分析方式相较单表统计更为高

级、开放和丰富多样。 图 ８ 为药用植物的药性与

药用部位的交叉分析图示，通过选择“药用部位”
和药性“寒”这两个属性来筛选目标植物，数据库

会将不同药用部位的“寒”性药用植物罗列出来，
并进行统计，还能以柱形图的形式将其所占比例

展现出来。 同样地，用户还能选择其他不同的属

性得到目标结果。
此外，该模块还包括了地域分布统计。 在首

页点击“中国分布”选项卡，数据库系统界面会出

现相应的中国地图。 点击任意一个省，即可查得

数据库中收录且分布在该省的药用植物，并且罗

列出这些植物的科属分布与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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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数据管理模块 　 在首页点击“数据库”选项

卡，即会转入数据管理模块界面，界面左边一栏为

项目选择栏，分别为“删除” （负责数据的删除）、
“插入”（负责新数据的录入）、“变更” （负责数据

的修改），右边一栏为操作栏，每选择一项在操作

栏中都会出现相应的操作界面，如图 ９ 中三幅图

分别为数据的添加、修改和删除。
１．４．５ 数据库的功能扩展　 靖西端午节药市交易的

药用植物中有不少种类是珍稀濒危甚至是国家级

和省（区）保护物种，但在该数据库中并未涉及，这
在今后工作中可以进行补充，让该数据库在珍稀植

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方面能有所帮助。 在数据库

的共享方面，当前的界面是针对 ＰＣ 软件设计的，目
的在于科研工作者可以方便携带到野外，利于在实

地工作中进行操作和使用。 然而，我们在设计数据

库的时候专门提供和封装了对应操作的接口 ＡＰＩ，
只需要搭建一个简单的 ＷＥＢ 页面，就可以直接调

用封装好的接口实现对数据库的管理和操作。 因

此，在线共享是可以并容易实现的扩展功能，未来

我们也将针对这点进行改善。 此外，我们还计划制

作移动终端的 ＡＰＰ，希望可以在手机上对数据进行

操作，并利用互联网和 ＰＣ 终端进行数据同步，更加

方便科研工作者对数据的管理和分析。 在当今这

个大数据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类似的数据

库系统作为重要的科研工具将快速发展，不仅更加

方便科研工作者数据的采集和编目工作，也将成为

民族药物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２　 结论

本研究以建立相关数据库系统的模式来帮助

民族药物学研究。 以本团队多次赴广西靖西县端

午节药市考察所得的药用植物数据为基础，构建

了药用植物信息数据库系统，有效地解决了传统

民族药物学研究中通过调查所得药用植物信息都

是纸质文献、查询不方便等一系列问题，使用户更

高效、快捷地查询和记忆。 查询和分析统计功能

不仅可以让用户按需检索数据，还能进行更深入

的数据挖掘，同时为药用植物数据信息的二次开

发提供了基础。 本研究的设计思路，对其他类型

的生物数据库开发也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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