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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在中药品质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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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数据库在中药鉴定中的应用及计算机图像技术在 中药品质管理 中的应用
,

表 明以计

算机代替人脑进行中药品质管理 可以使手续简化
、

管理正规
,

是今后 的发展趋势
。

美 . 词 计算机 中药 品质管理

我国中药品种繁多
,

应用历史悠久
,

产区

广泛
,

在过去长期使用的人为管理中
,

常会遇

到同名异物
、

同物异名的现象
,

给中药管理工

作带来诸多不便
。

8 0 年代 以来
,

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
,

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计算 机可

作为一个有效 的工具用于 中药的品质管理
,

计算机替代人的管理方式将成为今后的发展

趋势
。

笔者将近 10 年来计算机在中药品质管

理方面的应用作一简要综述
。

1 数据库在中药鉴定中的应用

中药的品质管理主要在于对中药进行准

确鉴别
。

传统的中药鉴定有 4 种方法
:

来源鉴

定
,

性状鉴定
,

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定
。

目前药

材的采购
、

供应
、

使用等环节
,

单纯靠人的记

忆力和经验很难达到中药材的准确识别
。

将

计算机用于中药鉴定
,

建立各种数据库
,

对 中

药进行综合分析
,

能有效地提高鉴别 的准确

度
。

1
.

1 来源鉴定
:

对 中药药名进行科学分类
,

避免一药多名
,

一名多药的现象存在是保证

临床正确使用
、

药材经营及生产的基础
。

目前

国内专家利用计算机直接进行来源鉴定还未

见报道
。

但它的前期工作— 资源普查和文

献管理的报道却有许多 l[]
,

其中以《全国中草

药名鉴 ))( 下简称 《名鉴 ))) 川 为基础的 电脑检

索《名鉴 》数据库是 目前国内外收载中草药品

种数量最多
,

名称收录最 全的数据库
。

《名

鉴 》收录 了我国中草药 13 2 6 8 种 ( 7 7 2 科 )
,

其

中植物药 1 1 4 7 1 种 ( 3 6 9 科 )
,

动物药 1 6 3 4

种 ( 4 0 3 科 )
,

矿物药 16 3 种
,

各按 自然分类系

统类科号及拉丁学名字母排序
。

种及种以下

亚种
、

变种
、

变型等均按 拉丁学名独立 为专

条
,

每条记录包括 中草药 的类科
、

拉丁学 名
、

植 (动
、

矿 )物名
、

药材名
、

文献名
、

地方名
、

功

效
、

备考 8 个基本信息著录项
。

该数据库通过

国际通用的拉丁学名
,

沟通 了古今中外对 中

草药基原的共识
,

体 现 了古 为今 用
,

中西结

合
,

中为洋用的特色
,

为继承发扬我国医药传

统
,

开发中草药宝库提供了有效工具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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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 状鉴 定
:

郭继 鳌等 sj[ 采 用 汉字 d B
-

S A E 数据库管理系统
,

对 24 0 味常用植物药

通过 23 个性状进行微机性状特征管理
。

陈顺

根等闭利用计算 机将 中药材性状 特征具 体

化
,

以 药材的形状
、

颜色
、

气味
、

断面
、

质地 5

个部分的特征为主要依据
,

与显微和理化特

征相结合
,

成功地建立了 12 5 种中药材和数

百种伪品的电脑鉴别系统
。

曾宪武等 5j[ 借助

计算机以 ” 个性状指标检索了 41 种常见花

类药材
,

并能得到和待检药材完全相同或相

似的标准药材性状特征的信息代码
。

丁秀芳

等 6[] 采用 B A sl C 语言设计数字文件
,

将 中药

材的性状
、

来源等特征
,

以帐本的形式存入各

自的
“
磁盘帐本

” ,

不但可以减少 因记忆疏忽

造成 的失误
,

而且为准确鉴别 中药提供 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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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
,

避 免了采购
、

使用中的争议
,

同时也

省去 了查对资料的麻烦
,

成 为中药工作者的

得力助手
。

1
.

3 显微鉴定
:

显微鉴定常用 于单凭性状不

易识别的生药
。

它可用于粉末生药
、

破碎生药

及中药成方制剂的鉴别
,

是药材鉴别常用的

方法
。

早期人们曾采用计算机对药材粉末进

行真伪鉴别
,

通过把真伪品的显微特征设计

转化为编码信息
,

输人 并存储在计算机数据

区作为资料库
,

通过对样品的编码信息和资

料库中的真伪信息比较判断其真伪川
。

高陆

等阁对 36 0 种 中药粉末建立 了标准特征信息

资料库微机分析系统
,

它具有单相特征检索

功能和信息反馈功能
。

郭寅龙等图利用
“
中西

文专家系统开发工具 C M
.

1 ”
在 BI M

一

P C / X T

微机上开发研 制了 24 种 中药贝母类咨询系

统
,

该系统可对 15 种显微特征进行鉴别
,

推

导出结论
。

之后
,

又有人建立 了中药金银花分

类咨询系统 l0[ 口
。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
,

这种方

法有可 能成为药用植物和药材检识的通法
,

并会更有效地发挥显微鉴别的优越性
。

1
.

4 理化鉴别
:

理化鉴别常用 于 同名异物的

生药鉴定
,

特别适用于含有不 同化学成分 的

生药
,

其方法有显微化学分析
、

物理常数
、

荧

光分析
、

光谱鉴定等
。

对于性状相似及粉末特

征难于鉴别的药材
,

常需借助红外
、

紫外光谱

等现代化仪器分析 予以鉴别
,

目前四大光谱

中只有红外和紫外光谱用于 中药鉴定
。

何洪

涛等 〔“
· `2j 从紫外光谱 的尖峰

、

峰谷
、

峰位
、

谷

位等提取药材特征数据
,

将 待检 品的紫外光

谱特征数据输人计算机并与标准图谱数据比

较
,

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 中药材进行鉴别
。

郭建平等 l[ 3〕设想 从药材紫外光谱 的全息 图

中采集出更多的具有鉴别意义或表达个体差

异的信息来充实各个样 品的特征记录
,

并建

立了 13 9 种药材的紫外光谱数据库
,

实现数

据库 的微机管理
,

之后他们 又研制 了该系统

的管理软件 , 2】
。

田进国等川〕借助 3 6 0 0 型 专

用计算机和红外分光光度仪
,

研究 了 60 种植

物药和 15 种矿物药
,

共测得 7 0 0 张红外光谱
.

附 6
.

图
。

该法重现性好
,

仅凭红外光谱就可准确鉴

别 75 类药材
。

苏薇薇等仁, 5〕以 《药品 红外光谱

集 》收载的 5 8 2 种药品的红外光谱为标准模

式
,

建立 了常用药品红外光谱数据库
,

并设计

了对未知药品快速识别的程序系统
。

用红外

光谱对药 品进行鉴别是药品检验中最准确
、

最可靠的方法
,

其优点是高度的专属性
,

使这

种研究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

2 计算机图像技术在 中药品质管理 中的应

用

计算机 图像技术是近 20 年来国际上新

兴的计算机技术
,

是人工智能领域 中的一个

极为重要的方面
。

秦路平等 l6[ 〕采用计算机图

像分析技术和体视学原理测定蛇床子属 4 种

果实横截面积和油管总横截面积
,

并发现二

者的比值与挥发油含量正相关 ls[ 〕。

为探索扩

大 图像分 析技术 在生 药学领 域的应 用
,

他

们 l[ ’ 〕又 采用 了体视学方法和计算机 图像分

析技术对 中药蛇床子属 4 种植物的果实
、

花

粉粒以及维管束
、

气孔和内胚乳细胞等进行

分析
,

测 定其面积
、

周长
、

直径
、

形状因子
、

体

积等指标
,

还采用该技术对 22 种花类生药的

花粉三’ 8 〕和 15 种叶类生药气孔 〔` 9〕进行分析测

定
。

在配有 C C D 摄影机的显微镜下观察
,

用

C C D 摄影机对花粉标本和叶类药材标本 采

样
,

将采样 图像输人 A p ol fo D N 3 5 0 0 图像分

析系统
,

待图像完成格式转化后
,

用特定的图

像分析程序进行分析测定
。

董国明等卿〕将仙

茅属 7 种植物花粉置于 A p o l l o D o m a i n S e -

ir es 3 5 0 0 型 电子计算机图像分析仪上观察
,

通过对花粉定量研究
,

发现该属植物花粉体

积相差很大
,

种间两两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

可

作为鉴定和分类的依据
。

凌云等 l2[ 〕利用录像

机作为计算机外设
,

建立 了一套 中药图象和

文字数据库
。

该数据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

图像数据库
,

它是建立在 1卜传统计算机外部

设备上
,

即建立在常规的录像机
、

监视器上
,

其费用大大 低于 直接在计算机上建立 图 像

库
。

数据库收载 了 1 0 0 余味果实种子类中药

的扫描电镜 图
.

原植 物和 药材彩色 图像及有



关研究文献
。

从 以上的研究发现
,

计算机图像

技术与常规形态测量相比有如下优点
:
( 1) 测

量精确可靠
,

重复性好
。

( 2) 可 以测量不规则

几何学的形态学参数
,

并可得到立体的参数
,

使其在生药学研究 中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

同时
,

微机与扫描电镜
、

图像系统的结合为中

药鉴定学的研究建立 了一个新方法
,

为全面

控制 中药和中成药的质量
,

以及粉末
、

秘方和

验方 的解析提供 了技术基础
,

但同时我们面

临一个共 同问题是
:

在中药研究中如何对形

态描述标准化 ? 这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得

以解决
。

3 其它方面的应用

中草药化学成分的晶体结构图谱库系统

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单晶结构数据库 ) 〕
,

汇

集 了近 2 5 0 个中草药化学成分晶体结 构
,

其

功能远远超出了中药鉴定而将成为从事揭示

药物分子结构与活性关系的多学科研究中共

享的第一个图谱库
。

它以现代分析方法 (波谱

分析和 X
一

射线分析 ) 与现代计算 机手段 (微

机乃至工作站 )窥视药物结构与活性
,

并在分

子水平上深人研究其机制
,

以期创造出源于

自然又超于 自然的新药
。

由断层图像序列重建物体三维模型及其

可见表面显示是 当今国际科学计算机可视化

领域 中十分活跃的研究课题之一
。

吕扬等卿〕

开发建立了主要川产道地药及其对照品的计

算机三维重建模型图鉴系统
。

该技术突破了

传统组织学和形态学表达二维形态资料的局

限性
,

能为生药学研 究和教材提供形象
、

直

观
、

立体感强的三维动态图像资料及其形态

学参数
。

综上所述
,

电子计算机在中药 品质管理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它为综合评价

中药材优 劣
、

替代品的寻找咖〕等开辟了新手

段
,

并且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
,

大大提高 了中

药品质管理的合理
、

科学
、

有效性
。

另外计算

机 图像 分析处理和显微技术 C T
、

核磁共振

等技术 的融合将不断完善中药材鉴定
、

成分

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哪〕
。

随着计算机与中药管

理更紧密融合
,

可以展望在不久的将来
,

我们

的中医药产品必将进入国际市场并占有相当

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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