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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博物馆数字化与科普的实践与思考

蒋成英ꎬ 胡　 盈ꎬ 潘　 瑞ꎬ 李紫微∗

(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ꎬ 重庆 ４０００６５ )

摘　 要: 近年来ꎬ随着中医药博物馆数字化的普遍应用ꎬ馆藏文物及标本的保护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ꎮ 同

时ꎬ通过多媒体手段将中药馆藏及展陈标本数字化成果应用到中医药科普实践中ꎬ激发了大众对中医药传

统文化的兴趣ꎬ更好地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普及ꎮ 该研究以重庆市中药博物馆运用数字化开展中药科普为

例ꎬ阐述了中药博物馆如何利用数字化创新中药科普工作ꎬ探讨了中药博物馆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方向和数

字化建设成果的科普应用方式以及中医药科普的后续方向ꎬ对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及扩大中药文化的普及

力与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ꎮ 该研究认为只有不断应用科技手段ꎬ逐步推动中药博物馆数字化、网络化ꎬ让中

医药文化的传播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ꎬ真正实现中药资源网络共享ꎬ才能促使中药博物馆与时俱进ꎬ充分

发挥弘扬中医药文化的科普阵地作用ꎮ
关键词: 中药博物馆ꎬ 标本ꎬ 数字化ꎬ 检索ꎬ 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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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重庆市中药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应用

为研究区域ꎬ依托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植物子

平台项目ꎬ采用文献研究、行动研究、调查研究的

方法ꎬ回顾总结了重庆中药博物馆馆藏标本数字

化的历程ꎬ拟探讨以下问题:(１)中药博物馆数字

化平台建设方向ꎻ(２)中药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成果

的科普应用方式ꎻ(３)中医药科普的后续方向ꎮ 旨

在更好地利用数字化创新中药科普工作ꎬ促进中

医药文化传播ꎬ扩大中药文化的普及及其影响力ꎮ

１　 重庆市中药博物馆概况

重庆市中药博物馆位于风景优美的重庆南山

之麓ꎬ前身为中药标本馆ꎬ始建于 １９５７ 年ꎬ面积

４ ０００ ｍ２ꎮ 博物馆包含博物馆展厅和药用动物厅 ２
个科教展厅ꎬ腊叶植物库、药材标本库、动物标本库

３ 个库区以及馆藏技术研究中心ꎮ 馆藏数量超过 ３５
万份ꎬ其中药用植物标本 ３１ 万份、药材标本 ３ 万份、
动物标本７ ０００份、矿物标本 ２００ 份ꎬ收藏模式标本

１８０ 份、各类珍稀动植物标本 ６００ 余份ꎻ已整理鉴定

原植物 １ 万余种ꎬ其中药用植物有 ６ ５００ 余种ꎬ占全

国药用植物种类总数(１２０ ０８０ 种)半数以上ꎮ 各类

标本主要采集于我国的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及西北

地区ꎬ采集时间跨度 ８０ 余年(从 １９３７ 年起)ꎬ历史

记录反映了我国西南及西部中药资源状况ꎬ不少种

类为国内乃至世界的珍稀物种ꎬ这些是研究我国北

温带植物区系的重要参考ꎮ 国内外植物学家ꎬ需要

研究该地区物种的都会到馆进行标本查阅ꎮ １９９１
年纽约世界植物标本馆万维网将本馆吸纳为网络

成员馆ꎬ并确定代号为 ＳＭꎮ

２　 数字化平台建设

２.１ 腊叶标本数字化构建

中药博物馆最为重要的是中药标本ꎬ中药标本

经几代科研工作者采集制作鉴定并得以完整的保

存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博物馆的立足之本ꎮ 将标

本更好地保存下来是博物馆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之

一ꎮ 我馆地处重庆南山风景区ꎬ全年相对湿度多在

７０％~８０％ꎬ最高甚至可以达到 ９０％ꎬ高湿度下标本

极易损坏保存困难ꎻ另馆藏标本中有 ２ 万余份采集

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年代较为久远ꎬ受限于当时的保

存技术ꎬ标本现状较为脆弱ꎻ加之我馆馆藏标本具

有地域代表性ꎬ查阅需求较多ꎬ频繁出入库导致的

环境因素改变也会增加标本损坏的风险ꎮ 综上ꎬ实
体标本的维护受客观因素的影响非常大ꎬ而对其进

行数字化构建可以有效地保护标本ꎬ延续标本价

值ꎮ 早在 １９９９ 年ꎬ本馆就尝试将馆内模式标本进行

数字化ꎬ但由于当时技术不高、网络不发达ꎬ现在已

经很难再对当初采集的数据进行应用了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随着加入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ꎬ在国家标本资源共

享平台数字化共享课题组的带领和帮助下ꎬ按照全

国标本平台统一要求ꎬ对标本编制条码、采集高清

影像、录入规范的标本信息ꎮ
２.１.１ 标本准备　 主要是对标本清理和完善信息ꎮ
合格且有保存价值的腊叶标本应包含标本本身、
标本馆标记、采集记录、鉴定记录几大方面ꎮ 采集

信息主要包括采集号、采集日期、采集人、采集地、
生境、海拔、习性、植物高度、叶、花、果等简单特征

以及科名、种名、用途等重要信息ꎬ采集记录的完

善是数字化工作中首要和必需的前期工作(何云

松等ꎬ２００１)ꎮ
２.１. ２ 拍摄要求 　 像素要求１ ８００万以上ꎬ成像清

晰、白平衡准确、色彩自然、亮度适合ꎮ 每份标本

需放置标准色卡和标尺ꎬ并摄入标本照片画面内ꎬ
摆放位置以尽量不遮挡标本为宜(图 １)ꎮ
２.１.３ 图像处理　 对图像进行白平衡、对比度、饱和

度、缩放等处理ꎮ 按标本信息进行科属分类存放ꎮ
２.１.４ 数据录入 　 对标本采集人、采集地、采集日

期、标本生境、标本描述、鉴定人、鉴定日期等进行

如实核对录入(图 ２)ꎮ
经过数年努力ꎬ我馆掌握了植物标本数字化

信息采集技术ꎬ持续多年对馆内腊叶标本进行全

面整理和数字化信息采集ꎮ 截至第四次中药资源

普查之前ꎬ馆藏腊叶标本共进行数字化采集 １３ 万

份ꎬ包含 １５５ 科(茄科、茜草科、忍冬科、菊科、唇形

科、爵床科、川续断科、玄参科、百合科等)ꎬ１ １００
属(悬钩子属、珍珠菜属、菝葜属、荚蒾属、蒿属、蔷
薇属、忍冬属等)ꎬ５ ７０９种(蕺菜、党参、川续断、佛
手、酸橙、佛手、大花还亮草、蓝翠雀花、南方红豆

６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图 １　 数字化标本影像信息举例
Ｆｉｇ. 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ｍ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杉等)ꎮ 建立腊叶标本数据库ꎬ让植物标本信息永

久保存ꎬ避免了因保存时间久远导致标本变色和

观察识别不理想的问题ꎮ 极大地减少了馆内标本

搬动和翻阅的消耗ꎬ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有历史和

研究价值的标本ꎮ
２.２ 药用动物标本数字化整理

对重庆市中药博物馆馆藏３ ０００份药用动物标
本分类鉴别、修复和标准化整理ꎮ 以文献资料和

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完善标本资源信息ꎮ 通过

数码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将标本数字化ꎮ 建立规

范化、便于管理、适用于科研共享应用的药用动物

标本保存库ꎬ提供内部查询和检索功能ꎮ
２.３ 中医药古籍数字化

对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内收藏的部分中医药古
籍数字化ꎬ避免了古籍在展陈中受环境的影响而

造成损坏ꎬ有利于古籍得到更好保护ꎮ
２.４ 建立重庆资源普查成果数据库

目前ꎬ我国已先后开展了 ４ 次全国性的中药资
源普查ꎮ 借鉴前期的数字化经验ꎬ运用数字化手段

对第 ４ 次普查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ꎬ得出普查物种

含真菌类、苔藓类、蕨类、裸子植物类、双子叶植物

类、单子叶植物类ꎮ 植物共涉及 ２１９ 科ꎬ１ ２１１属ꎬ
４ ０１２种ꎮ 其中ꎬ药用植物 ２ １８８种ꎬ伴生植物 ８３６
种ꎬ«中国药典»收载的重点品种 ２９４ 种ꎮ 建立重庆

资源普查成果数据库ꎬ全面了解重庆市植物物种数

量、栽培数量、中药材分布区域(图 ３)等信息ꎮ

３　 数字化应用及意义

３.１ 检索应用

加入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ꎬ通过腊叶标本数

字化构建并 在 数 字 植 物 标 本 馆 网 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 )上传馆内 １０ 万份具有代表性的

植物标本的数字化信息ꎬ将馆内代表西南地区、青
藏高原、西北地区的特色植物标本在平台上进行

共享ꎬ让馆藏标本更好地发挥应用价值ꎮ
３.２ 科普应用

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ꎬ丰富博物馆的科普展

示空间和形式ꎬ让市民更形象地了解和学习中药

材的相关知识ꎮ
３.２.１ 互动 Ｆｌａｓｈ 展示 　 冬虫夏草是我国特产的珍

稀名贵中药材ꎬ被国家列为珍稀野生资源ꎮ 随着

人类对其珍贵药用价值的认识ꎬ市场需求量不断

增大ꎬ掠夺式采挖已对其生长环境造成了破坏ꎬ野
生资源日益枯竭ꎬ而价格的不断攀升也导致市场

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ꎮ
结合计算机多媒体技术ꎬ虚拟冬虫夏草特殊

的生态环境ꎬ模拟其严格的寄生性ꎬ互动展示从形

成到采挖ꎬ从鉴别到食用的全过程ꎮ 体验者通过

人机互动机制设置各种关键因素来观察冬虫夏草

的形成过程ꎬ并通过互动来鉴别冬虫夏草的真伪ꎬ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冬虫夏草神奇的一生ꎬ在互动

体验中普及相关科学知识ꎬ进而增强对珍稀资源

保护的意识ꎮ
３.２.２ 全息投影技术植物动态展示　 全息成像系统

是一种将三维影像悬浮于空中的无屏成像技术ꎬ其
基本原理为在拍摄过程中利用干涉原理记录物体

光波信息ꎬ成像过程中利用衍射原理再现物体光波

信息ꎬ从而能够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李丽等ꎬ
２０２１)ꎮ 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博物馆ꎮ 观看者无

需借助任何偏光眼镜ꎬ在完全没有束缚裸眼的情况

下就可以尽情观看 ３Ｄ 立体悬浮影像ꎮ
利用全息投影技术ꎬ将药用植物黄连由种子

到生长为全株的整个生长过程立体真实地展示出

来ꎬ生动丰富ꎬ 改变了以往认识药材及原植物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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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数字化标本采集信息举例
Ｆｉｇ. 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３　 中药材分布区域举例
Ｆｉｇ. 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对着书本上的一幅照片ꎬ或是老师手里的一株草

来学习ꎮ 通过全息投影技术ꎬ植物半年甚至是一

年的生命周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能完整鲜活地

呈现ꎬ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ꎬ激发孩子们对药用

植物的学习兴趣ꎮ
３.２.３ 打造中药科普互动平台 　 中药科普互动平

台的建设是中药类科普宣传的基础ꎬ是正确传播

中药科普的重要途径ꎬ如何建设适应百姓需求的

互动平台ꎬ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健康养

生理念ꎮ

以前对于博物馆基地等建设ꎬ往往只考虑硬

件环境建设ꎬ而忽视应用软件和科研资源的开发

应用ꎻ注重基础设施的投入ꎬ而忽略信息化平台搭

建在科普中发挥的作用ꎮ 现在我们采用以科研与

管理应用为核心、软硬件并重、建设与应用并重的

建设模式ꎬ推进以服务百姓生活、服务百姓健康为

目标的互动平台ꎮ
中药互动平台建设项目是一个大型综合性的

信息化项目ꎬ其建设目标是将各个创新研发项目

的子系统集合在一个平台上ꎬ使其能为全市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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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班族、中老年人、专家学者、政府及企事业

单位等提供专业化的信息服务ꎮ 学生朋友通过演

示动画ꎬ了解中药的原理ꎬ认识我国国粹ꎻ上班族

通过详细的资料匹配明白该如何养生ꎻ中年人通

过互动平台查看药材的真伪并对价格行情有一个

参考ꎻ专家学者可以通过互动操作对标本及药材

等进行鉴定和交流ꎻ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可以通过

互动平台ꎬ查询重庆市相关药材信息及资源分布

等ꎬ为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参考ꎮ
３.３ 数字化应用的意义

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瑰宝之

一ꎬ内涵十分丰富(林沁臻ꎬ２００５)ꎮ 中医药的悠久

历史、客观疗效对提升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书河等ꎬ２０１４)ꎮ 随着全国

对中医药的重视ꎬ各地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设和兴

起ꎬ如何更好地科普中医药知识ꎬ激发大众对中医

药传统文化探索的需求值得广泛探讨ꎮ
谈到中药科普首先要做到科学讲解、真实宣

传、语言通俗ꎮ 以科学的态度向大众介绍中医药

的科学理论以及中医药治病和养生知识ꎮ 宣传不

盲目夸大或曲解ꎬ不断章取义ꎬ不让大众误解中医

药ꎮ 中医理论深奥、语言晦涩难懂ꎮ 科普工作者

要用通俗准确的语言去解释ꎬ做到深入浅出ꎬ通俗

易懂ꎬ以确保传播准确到位ꎮ
传统的中药博物馆主要以展品的展示和文字

介绍为主ꎮ 参观者对中医药文化不了解ꎬ参观就

只是走马观花ꎮ 重视参观者的体验感才能激发大

众对中医药传统文化探索的兴趣ꎮ 随着科技的发

展和数字化在博物馆中的应用ꎬ做好博物馆自身

数字化建设的同时ꎬ将新媒介、新形式、新渠道引

入到科普工作中ꎬ结合学校、社会对中医药认知的

需求ꎬ利用好数字化成果ꎬ用更为形象的媒介、更
为便捷的方式展示和推广中医药知识ꎬ有效地让

参观者了解体验并与中医药产业各环节进行互

动ꎮ 建设数字化中药产业导览(王梦洲和苏岩ꎬ
２０２１)ꎬ通过屏幕ꎬ就能获得本地中药材产业立体

化电子地图ꎬ按照自己的需求ꎬ就能快速看到自己

想要了解的各环节ꎬ同时更好地了解中药材相关

知识ꎮ 场馆内增加智能语音讲解、完善展品二维

码ꎬ让参观者对自己感兴趣的版块进行深入了解ꎮ
利用 ３Ｄ 技术ꎬ让观众身临其境ꎬ进入不同药用植

物生境体验ꎬ在虚拟空间学习太极拳、八段锦等ꎬ
体验中医健身养身文化等ꎮ 从而提高体验感和娱

乐性ꎬ提升科普服务质量ꎮ

４　 问题与思考

随着中医药法的出台ꎬ国家对中医药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ꎬ推动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

也是成为中医药工作者面临的重要挑战ꎮ 只有不

断应用科技手段ꎬ逐步推动中药博物馆数字化、网
络化ꎬ才能让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不受空间和时间

的限制ꎬ真正实现中药资源网络共享ꎬ才能促使中

药博物馆与时俱进ꎬ充分发挥弘扬中医药文化的

科普阵地作用ꎮ 前期数字化博物馆已经打破了以

往实体博物馆的空间和时间限制ꎬ较大程度地延

展了实体标本的价值ꎮ 在后续的科普工作中ꎬ要
继续思考如何提高中医药科普的展示传播水平、
加大宣传力度ꎬ根据不同人群、不同需求、不同场

地等运用不同的数字化方式和手段ꎬ与微信、抖
音、公众号等自媒体线上线下结合进行科普创新ꎮ
打造群众熟知的宣传平台和 ＩＰꎬ将科普和娱乐更

多的融合ꎬ扩大中药文化的普及力与影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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