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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1.山西常用药用植物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2.山西常用药用植物图像的采集和特征描述，包括整株植物的图片和茎、叶、

花、果实、种子的特写，如果入药部位为地下部分的还要有地下部分的特写。

3.山西常用药用植物微性状图像的采集和特征描述，主要针对比较细小的植

物，尤其是植物细小的果实和种子中肉眼难以看到的特征进行观察与描述，比如

扁茎黄芪与黄芪的种子性状基本相似，肉眼很难看出其区别，但通过微性状可看

出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外种皮细胞的结构。

4.山西常用药用植物显微图像的采集和特征描述，主要针对常用药用植物的

药用部位以及通过性状观察难以区分的药材。

5.山西常用药用植物药用部位图像的采集和特征描述，包括个子货、饮片及

其常见伪劣品。

6.山西常用药用植物资源数字化资料的录入。

（二）研究方法

1.采用的方法

（1）图片拍摄：采用尼康 D750 数码单反相机（全画幅、24-120mm、f/4G）、

尼康 AF-S 105mm f/2.8G IF-ED VR 微距镜头和蔡司 stemi 508 体视镜，结合 Adobe

Photoshop CC 2017 软件，运用景深合成技术得到客观清晰的植物光学形态特征



图片和微形态特征图片。

（2）成分分析：多指标含量测定分析方法。

（3） 应用效果:问卷调查法

通过学习通设计问卷,将问卷的内容,在学习通中以群发的方式分享给调查

对象。

2.技术路线

（1）整体研究路线

（2）创建图文消息路线

前期处理 图像挑选、压缩，文字内容的取舍、内容格式的统一与匹配等，

使之形成电子资源

素材编辑 采用多图文消息格式发布

资料收集、图像、

和视频信息采集

植物的形态以及茎、叶、花、果实等器官的特写图像

药材性状、显微、微性状图片

信息录入 在对所有信息进行整理后，将其录入平台系统

平台设计 整个平台分为前台和后台两大模块，在功能上，后台管理员拥

有数据录入、存储、修改、添加、查询、检索和系统维护模块

等功能；前台用户拥有信息浏览、查询、发表及查看评论等功

能。

数据发布 将编辑好的图文消息进行群发，方便用户接受最新消息

创建第一条图文消息

填写标题（主要内容）

编辑正文（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图片、文字、音频、视频

发布样式编辑（添加封面、摘要）

添加子图文

保存并群发消息



（3）图片拍摄之景深合成路线

二、结论与对策

1.结论

该课题于 2017 年 7 月立项，经过三年多的研究和实践， 创建了“山西常用

药用植物资源”数据库和公众号。录入了山西常用药用植物约 100 种（对应 9

类约 131 种中药，包含了学名、入药部位、形态特征、采收加工、药材性状、药

材微性状、药材显微特征、常用理化鉴别特征、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

用量、使用注意、现代研究等文字、图片和视频信息。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植物的形态特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体现

针对大多数公众号或数据库中植物图片不全面、缺乏相应的特征描述导致对

该植物认识不足的现象，课题组采集了 100 余种山西常用药用植物整株植物的图

片和茎、叶、花、果实、种子的特写并附相关文字描述，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植物

形态特征，避免错用误用，从而确保用药的安全和有效；针对植物的花存在时间

短，而叶在植物的生长周期中存在时间较长，也是最普遍最适合图像采集的一个

特征，有研究表明“对于植物来说，虽然叶片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每一种植

物叶片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在传统植物识别中叶片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常

用的形态特征”，基于此课题组采集了大量叶的形态特征图片，为植物识别和研

究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由表及里全面展示了药材和饮片的性状特征

结合多年教学实践，感知大部分同学在识别中药材及饮片的过程中缺乏深入

的观察研究，对相似药材难以区分，不会判断真伪和优劣，课题组采用了跟着药

相机选择点对焦对植物或药材不同部位进行聚焦拍摄系列图

片或体视镜微调焦距拍摄系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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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描述拍药材特征的方式，由表及里对每一味药材的性状特征进行了全方位的拍

摄，比如白果仁加工时应稍蒸或略煮，这样加工的白果仁横断面外层黄色，胶质

样，内层淡黄色或淡绿色，粉性，中间有空隙（图 1），但市场上好多白果仁加

工时蒸煮时间过程导致整个断面都成胶质样而不符合药典要求，如果不对药材进

行全方位的观察只看表明特征就很难判定其优劣。另外针对一些特别细小的药材

如果不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很难判断其真伪优劣，课题组借助微性状鉴别法拍摄

中药材表面( 包括断面) 肉眼不易察觉的细微性状特征，并采用景深合成技术得

出清晰的图像，进而基于这些微观特征对中药材品种与质量情况进行鉴别分析，

基于此获得了“一种用于中药鉴定的显微镜”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 项，比如远志

加工不当特别容易产生黄曲霉，借助微性状特征可以判定其有无感染黄曲霉（见

图 2）；比如沙苑子和黄芪子特别容易混淆借助微性状特征可以明显的看到黄芪

子表面都有斑点（图 3），从而和沙苑子明显区分。

图 1白果 图 2 感染了黄曲霉的远志 图 3 黄芪子与沙苑子

（3）真伪优劣对比深化了对鉴别要点的认识

劣药或假药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导致人体得病，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课题组

收集并拍摄了大量真伪和优劣对比图片，进而强化人们对药材和饮片鉴别要点的

掌握。比如玫瑰花和月季花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混淆，通过图片对比研究可看

出玫瑰花花托半球形，残留花梗有毛，而月季花花托长圆形，残留花梗无毛（图

4）；桃仁特别容易走油，走油的桃仁疗效下降（图 5），通过优劣图片对比研

究可加强对药材品质鉴别的研究。

图 4 左玫瑰花右月季花 图 5左桃仁右走油桃仁



（4）由宏观到微观解决了性状鉴定难以解决的难题

针对一些性状相似而又不易区分的药材、外形特征不明显的药材、破碎药材，

课题组借助数码显微镜采集了大量清晰、特征明显的显微特征图片以供参考。比

如三种来源的黑柴胡药材性状特征很相似，根据其性状特征结合油管的多少、分

布方式、形成层环的特征以及木质部束的排列方式等显微特征以资区别。

中药种类繁多，品种复杂。中成药而言，包括“丸、散、膏、丹、片”等多

种剂型，仅靠性状鉴定方法不能识别出其中的方药组成和药材的真伪，该公众号

采集了大量药材的粉末显微特征图片，可为中药材粉末和和含有中药原粉的中成

药制剂的真伪鉴定提供借鉴。

（五）理化鉴别切合了中医临床用药原则

中药作用的特点是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调节人体机能,虽然其具体机制尚

不明确,但单一成分的含量测定很难完全反映中医中药所体现的整体疗效,依托

项目实施，主要针对密蒙花、决明子目前质控方法较为简单，指标少，不能较好

的反映药材品质的现状展开研究。密蒙花是眼科常用中药材，随着医疗保健用途

的扩大，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市售密蒙花种植产地广泛，商品质量参差不齐。采

用 HPLC 法，建立了快速，高效，多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综合的评价了密

蒙花的质量。中药决明子作为药食两用的物质之一，用途广泛，其在国内外均有

广泛种植，但是由于各地种植加工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该药材的质量存在一定的

差异。通过研究建立了决明子特征图谱，初步形成多指标成分综合评价体系。这

些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决明子、密蒙花的质量控制标准提供科学依据，也为药商采

购相关药材提供参考，为建立主产区提供一定的借鉴，从而为保证临床疗效奠定

基础。

（六）视觉力量传播中医药文化

我国的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本草中国》以“本草”为切入口，以温暖真

实的视觉力量挖掘和记录隐遁的中医药故事，深度解读中医药文化的奥妙精髓和

悠远历史。借助 Camtasia 9 视频编辑软件将《本草中国》每一味药剪辑成一个

小视频，在学习每一味药材基源、性状、显微、理化的基础上，领悟我国丰富的

中医药文化内涵，深刻认识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

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从而传承好发展

好利用好我国的中医药文化。同时将产地调研和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训

项目学习的一些相关内容整理并上传到公众号起到传承和运用的目的。

（七）标准研究彰显了晋药特色



我省作为传统中药材主产区，中医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的自然

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道地药材资源。据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初步统计，山

西现有 1788 种中药材，其中道地药材有 30 多种，为了服务于山西生态经济建设，

突出山西道地、大宗和战略性中药品种特色，依托项目实施，对远志产地加工、

半夏种苗质量、蒙古黄芪种子质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关的质量标准，

为进一步规范产地种植加工提供了依据，亦可带动中药材种植、提高农民收入等

相关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

2. 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1）解决了相机、体视镜和显微镜由于景深小导致照片不清晰的问题。

利用景深合成技术将 11 张由于景深小导致照片不清晰的图片合成最后一张

各个角度都清楚的图片。

（2）通过调节技术参数解决了拍出来的照片颜色失真的问题。

颜色失真党参 正常颜色党参

三、成果与影响

（一）成果



课题执行期间，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项，撰写相关研究论文 4篇，制定

地方标准 3项，具体如下：

专利

“一种用于中药鉴定的显微镜”，专利号为 ZL201920712126.X.

论文

1.杨东方，胡云飞，蔡翠芳等. 基于特征图谱分析市售决明子质量现状[J].

中成药，2019，41（6）：1328-1333.

2.杨东方，胡云飞等.密蒙花的化学成分及质量控制方法研究进展[J]. 中国

现代应用药学,2019,36(22):2870-2875.

3.杨东方，姚雪峰等. HPLC 同时测定不同产地密蒙花中 4 种化合物的含量

[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2020,37(8):921-925.

4.杨东方. 外源激素对远志不定根生长的影响[J]. 山西农业科学,2018，46

（4）：558- 561，571.

地方标准

1.半夏种苗，山西省地方标准，2017.12 发布，DB14/ T 1466—2017.

2.远志产地加工操作规程,山西省地方标准，2019.06 发布，DB14/T 1772—

2019.

3.蒙古黄芪种子, 山西省地方标准，2017.12 发布，DB14/ T 1465—2017.

（二）影响

在学习通共发放问卷 140 份，收回问卷 140 份，有效问卷 140 份，同意通过

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药用植物及中药鉴定相关知识学习是有价值的达 98.85%，同

意“山西常用药用植物资源”公众号可以满足您的药用植物及中药鉴定相关知识

需求的占 97.9%，同意通过微信公众号可以提升药用植物及中药鉴定相关知识的

占 98.5%，同意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这种方式了解药用植物及中药鉴定相关知识是

一种有效途径的占 99.4%，同意“山西常用药用植物资源”公众号推送的知识符

合用户兴趣的占 98.8%，同意微信公众号中内容很丰富的占 96.4%，同意后期会

向他人推荐该公众号的占 97%，同意后期会持续使用该公众号的占 97.7%， 同意

率都在 95%以上，说明用户对于通过微信公众号可以有效学习药用植物及中药鉴

定相关知识持肯定态度。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在教学方面，对于中药学、中草药栽培技术专业、中药鉴定专业、中药产地

加工专业的学生来说，该平台的建设在课前起到了预习作用，在课后起到了复习

的作用，改善了课堂的学习效果；对于没有相关专业基础的专业如药学、医药商



品营销等专业，该数据库加强了学生对于植物和药材特征的感性认识，提高了学

生对知识的形象化认识，而不仅仅去死记硬背知识点，同样起到了改善学习效果

的作用。经过不同专业学生的应用实践，许多同学感觉到该平台改善了学习效果，

提高了学习效率。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该平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科研方面，山西常用药用植物决明子、密蒙花质控标准的研究和蒙古黄芪、

半夏、远志种子种苗以及产地加工标准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相关药材质量标准

以及规范产地种植加工提供了依据，为从事中药质量控制相关课题的研究人员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亦可带动中药材种植、提高农民收入等相关社会经济效益的提

高。

在科普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保健意识不断增强，对中药知

识了解的需求也不断提高，该平台的建设打破了地域界限，提供药用植物文本、

图像、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方便中医药学习者、爱好者进

行学习交流，可提高学习者的药用植物以及中药饮片辨别能力和经验。中医药作

为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中医药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该平台传播信息的广泛性、快

捷性，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四、改进与完善

（一）进一步充实内容

山西药用植物资源众多，后期仍然需要增加资源内容，丰富“山西常用药用

植物资源”微信公众号。而且由于开发能力有限，在设计和开发微信公众号的过

程中，与专业人士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虽然达到了一些目标功能，但是整体美观

度有有待改进。后期还需要继续提设计能力，不断完善微信公众号并开发一些药

用植物闯关和中药材及饮片闯关比赛以及识别等微信小程序。

（二）加大科普力度

制作微信公众号的过程必不可少，但是后期科普推广很重要，这就需要在后

期深入研究中加大推广力度。

（三）加大公众号与相关课程的结合力度

利用公众号开展课前预习、辅助实践教学、延伸课后学习、消息管理实现师

生互动交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