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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在中药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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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是中药现代化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
。

现代多学科的不断相互交叉渗透
,

特别是

本世纪出现的计算机技术和近年发展的各种多媒体

技术等
,

给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带来了良好的

机遇
。

利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和图像分析处理技术结

合摄影
、

跟踪扫描
、

显微成像等先进手段
,

从动物 的

整体行为到细胞水平进行药理实验的实时监测处理

和图像分析正成为国际药学界的主导方向
。

各种

H P L C
、

核磁共振仪等化学分析分离技术 已广泛采

用了计算机技术
。

近年来发展的计算机药物辅助设

计系统
、

学习记忆
、

自主活动等行为学计算机监控系

统也开始用于药学研究中
〔 ,一 3〕 。

计算机技术在推进中药研究手段现代化进程中

的重要性也开始受到我国科学家的重视
。

计算机中

医专家诊断系统
、

药房管理系统
、

中医药文献数据库

等正投入使用
。

药理研究方面
,

动物生理信号采集分

析仪器
、

微循环测试仪器
、

安神益智药物研究等
,

均

已利用到了计算机 自动控制和图像分析处理技术
。

通过将红外感应
、

压力传感
、

多媒体视频
、

计算机 自

动控制和图像分析处理等多种新技术联合用于中药

药理研究中
,

从而获得了实验过程中更新
、

更多和更

敏感的信息资源
,

利用计算机将这些信息资源进行

综合分析
、

优化重组
,

从而建立了适合中药药理研究

的自动化程度高
、

获取信息量大
、

规范客观的现代研

究方法和手段
。

实验证明计算机图像分析系统能够

获得现有测试手段无法获取的评价指标
〔 ` ,

s〕 ,

而这些

指标将可能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医药界有关

中医
“

证
”

动物模型
、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的方法

学问题
。

同时
,

计算机集信号采集
、

监测
、

统计分析
、

绘图制表
、

各种输出输入一体化
,

加上同时检测的样

本数多
,

这样可大大减少人工处理
,

提高实验结果的

精度和准确度
〔4

,

的
。

其研究结果将易于为国际科学界

所接受
,

更有利于中药竞争国际市场
,

大大加快中药

的现代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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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计
,

随着以计算机为载体的各种自动控

制
、

图像分析处理
、

视听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
,

中药研究手段将会产生质的飞跃
。

这将表现在如下

几方面
:

1
.

中药药理研究中将借助计算机 自动控制
、

图

像分析处理
、

多媒体和电子工程等多种新技术
、

新方

法
,

中药药理研究手段和方法将趋于规范化
、

标准

化 ;各种新的和敏感指标的提取分析对于长期受研

究方法限制而处于困惑的中医
“

证
”

动物模型
、

中药

药效研究将带来方法学上的革命
。

2
.

计算机和视讯技术的结合将使实验研究结

果的远程实时网络输出成为可能
,

完善的声音
、

图像

信号将提供实施远程中药 G L P 质量保证系统
。

3
.

计算机中药辅助设计分析系统将极大地丰

富中药微量筛选
、

分离的各种化学分析技术和方法
,

各种复杂的有效成分将借助计算机技术得以确认
,

并进行模拟设计
、

衍化和重组
。

4
.

从栽培到工业化生产全过程中药材质量的

控制
,

计算机图像分析处理和显微技术 C T
、

核磁共

振等技术的融合将不断完善生药标本保存
、

中药材

鉴定
、

成分分析的方法和技术
。

5
.

在现有各种中医药文献数据库的基础上
,

利

用 K D D (数据库 中的知识再发现 K n o
w l e d g e

D i
s -

c Q v e r y i
n D a t e b a s e ) 技术

,

将不断完善和建立中药

(复方 )临床疗效
一

中医
“

证
” 一

物质基础数据库
,

中药

药效物质基础
一

植物科属亲缘关系数据库等各种中

医药研究数据库 ;通过计算机的分析筛选
,

有可能构

筑新的更有效的中药方剂 ;各种中医药术语标准翻

译库
、

中外文译释库将逐步建成并进入国际互联网

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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