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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标本馆是中药学、药学相关专业重要的实训基础场馆，

也是中医药科普、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数字化中药标本馆是将

中药标本馆的标本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中药实物标本数据库和中

草药资源数据库为支撑，以VR、AR、二维码扫描等信息化技术为

手段，建成可以在多媒体计算机上或网络环境下运行的供学习者

自主、合作学习的，且可以实现共享的智慧型中药标本馆。[1]

1  数字化中药标本馆的建设实践

1.1科学合理的规划

科学合理的规划是数字化中药标本馆建设的前提。主要规划

思路如下：

①“新老融合”的规划。数字化中药标本馆集文字、图

像、音频、视频、互动于一体，可实现中药信息丰富、全面

的数字化展示。因此数字化标本馆的规划应注重与传统标本馆的

结合，新老教学装备有机融合，优势互补。

②功能分区的规划。数字化中药标本馆兼具教学、科研、科

普等多种功能，因此需将中医药文化长廊、中药资源区划、中药

采集VR体验区、中药标本AR区、多媒体教学区、实训教学区等

多个功能区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③信息化装备的合理应用。当下，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

息化装备种类繁多，有多媒体查询系统、360虚拟成像系统、中药

分布电子沙盘、VR药用植物电子互动、滑轨电视、地面互动系统

等。信息化建设应立足于教学、服务于教学，不能为了信息化而

信息化，一味地将各种信息化装备进行堆砌，应充分结合教学、科

研的实际需要，合理选择信息化装备，将其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

充分服务教学、科研。

1.2建设方案的论证和优化

1.3原中药标本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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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原中药标本馆的基本情况是：建筑面积约252.16平方

米，馆藏中药标本800余份。馆内主要有三个功能区。一是植物

标本区，包括生药标本、腊叶标本、浸叶标本等；二是动物标本

区，展示梅花鹿、熊等8种动物标本；三是贵重药材区，分6个玻

璃柜陈列贵细药材。另外还有中药资源区划图、中医药名医大家

简介等。

1.4 建设方案的比较、论证和优化

通过前期调研，结合我校原中药标本馆实际情况，形成4个

不同的建设方案，见表1。

经反复论证，最终优化整合，形成最佳建设方案：基础建设

项目坚持简洁实用的原则，原标本馆架构保持基本不变；更换原

馆内标本，增加特大珍奇标本展区和固化标本展区；数字化系统

增加地面互动系统、中药炮制多媒体展示墙、全国道地药材电子

沙盘、中药标本二维码检索系统、网络数字展馆系统、语音导览

播报系统、360全息展示区、中药材采集VR虚拟平台、中药真伪

鉴别多媒体系统、理实一体化学习区。

2  数字化中药标本馆的建设成效

2.1数字化中药标本馆基本概况

我校中药标本馆总建筑面积约428平方米，分为三个区域：

一是中药标本展示区，面积约252.16平方米，馆藏中药标本1000

余种，分别展示生药标本、腊叶标本、浸叶标本、固化标本、方

剂标本等；二是数字化标本展示区，面积约126.48 平方米，包

括道地药材电子沙盘、360 全息展示区、中药材采集VR 虚拟教

学区、中药真伪鉴别多媒体学习区等；三是理实一体化教学

区，面积约49.58 平方米，设有教学区、实训区、展示区等；

四是虚拟网络标本馆，包括中医药数字资源网站和网络数字标本

馆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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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A

方案B

方案C

方案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        数字化中药标本馆4种建设方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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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字化中药标本馆的应用成效

2.2.1数字化中药标本馆在教学、科研中的应用

在教学中，中药学、药学、中药制药等专业的药用植物学、中

药鉴定学、中药商品学、中药学、生药学、方剂学等多门课程均

利用数字化中药标本馆进行教学、实训，标本馆开课率由原来的

21.3%提升到90.7%。调查显示，学生对数字化标本馆的综合满意

度为98.2%，教师对数字化标本馆的综合满意度为92.6%，均明显

高于传统中药标本馆。教学效果方面，从学生实训成绩和教师综

合评定多方面考核，结果显示数字化标本馆比传统标本馆优势明

显，教学效果提高显著。

在教、科研方面，数字化中药标本馆为教师的教研、科研提

供了优质平台。依托本馆建设省级教学工程改革项目1个，厅级

科研项目2个，校级科研项目4个；利用本馆资源制作信息化教

学资源1套、省级立体化教材1部、校级立体化教材1部、校级在

线开放课程1门。

2.2.2数字化中药标本馆在中医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的

应用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鼓励中医药的传承和创

新。数字化中药标本馆正是中医药传统文化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

的良好融合，对中医药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学

生以数字化中药标本馆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参加各级各类双创比赛，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奖

励，锻炼了学生创新创业的思维和能力。此外，依托数字化中药

标本馆，成立了“药膳社”、“本草阁”2个专业技能型学生社团，

以学生为主体的丰富的专业技能型活动的开展，对中医药创新创

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生气勃勃的活力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2.2.3数字化中药标本馆在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中的应用

中医药科普宣传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标本

馆是展示、宣传、弘扬中医药知识和文化的重要场所，为中医药

科普工作提供了一个直观可感的平台。[2]区别于传统的中医药标本

馆，数字化中药标本馆以其海量化的数字资源、趣味化的表达形

式、立体化的呈现方式、多元化学习模式，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散发出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浓

厚的吸引力，为中医药知识文化在普通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各个

群体中的科普教育提供了有趣、丰富、独特的平台和途径。

3  小结与反思

3 . 1 切忌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

教育教学的数字化技术为人类的教育、学习方式创新提供了

无限可能性，但在实际应用时，要保持高度的教育理智。“数字化”

仅仅是为教育教学服务的手段，它的使用是为了弥补传统教学方

式、传统标本馆的不足，不能过分追求新颖奇特，而忽略了它的

服务教学的本质。如本馆建设初期的方案中，有“数字滑轨电视”、

“虚拟迎宾讲解”等系统。经论证，此类数字化手段虽形式新

颖，但对实际教学无甚助益，故而删去。数字化中药标本馆，

核心内涵是中药标本，数字化手段的应用要恰到好处、画龙点

睛，切忌一味堆砌。

3.2 引导学生在“信息海洋”中合理选择

首先，从内容上来说，在数字化的教育环境中，学生面对

的是极为丰富、全面的学习材料。面对海量的信息，学生往往

不知所措，产生焦虑情绪，并且面对唾手可得的知识，学生容

易产生依赖思想，缺乏对知识的思考和探索。因此，要注意引

导学生在“信息海洋”中培养独立思考和积极探索的能力。另

外，从形式上来说，数字化教学设备新颖多样，教学形式“游

戏化”，在激发学生好奇心和学习兴趣的同时，也会分散学生

对知识本身的注意力。因此，在教学实践中，要注意“问题

导向”，设置一系列教学内容相关的“好问题”，引导学生主

动思考，在数字化课堂上积极探索，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

时，开拓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能力。[3 ]

3.3增加教师在数字化资源开发中的参与度

在对国内数十所院校中药标本馆的调研中，一线教师对其数

字化资源的满意度普遍不高，70%左右的教师认为目前的数字化教

学资源“华而不实”，虽然形式新颖，但内涵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

无法完全满足实际教学需求。[4]在本馆数字资源的使用中，存在

类似的问题。如某些植物形态3D建模后严重失真，某些中药饮片

的图片或信息“张冠李戴”，某些需重点阐述或呈现的药材特征未

能展示，等等。上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数字化资源的开发

过度依赖相关技术公司，缺乏一线教师的参与和把关，资源内容

与实际教学脱节，未能很好的发挥数字资源的教学辅助作用。因

此，学校或相关部门应搭建平台，促成技术公司和专业教师的密

切合作，使专业教师从内容架构、脚本制作等多方面深度参与数

字资源的开发建设，深入挖掘计算机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巨大潜

能。另一方面，学校应重视教师计算机水平的提升，提供相关培

训进修机会，提高教师自主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能力，进而开

发出符合教育规律、实用有效的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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