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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技术与生命科学标本馆数字化建设的创新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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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命科学标本陈列馆是医学专业辅助教学的一本重要的“百科全书”，也是与外界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

其在向民众科普宣传，丰富全民医学知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二维码以其信息量大、可译性

高、稳定性好等优点，在各个领域得以推广。为了更好地实现标本馆的科普作用，扩大标本馆的科普辐射范围，我们务必要

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若将二维码技术与医学标本管理和科普学习相结合，将对我校标本陈列馆的“数字化”建设产生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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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维码技术的魅力

二维码是用于自动化识别的一项关键技术，在物联网产

业链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利用二维方向上按照特定规律排列

的黑白相间的几何图形来记录图形，文字，以及数据。[1]在

代码编制上采用组成计算机逻辑基础的“0”和“1”比特流

的观点，使用多种与二进制相对的几何图形来表达信息，通

过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别读取，从而完成信息的自动化处

理。依照二维码的编码原理，可将其分为点阵码、堆积码、

邮政码三大类型。

二维码技术之所以风靡盛行，是因为它具有许多的优

点：

其一，有一定的校验功能：每一种码制都有自身所特有

的字符集；每个字符都占有一定的宽度。

其二，信息量大：可容纳 1200个汉字，1800 多个大写

字母，及 2700多个数字，比一维条形码的信息容纳量高几

十倍[2]。

其三，编码范围广：该条形码可以把图、音、字等多种

信息进行集中编码。

其四，自由度高：可以表示多种语言和文字，它的符号

形状、尺寸比例均可改变，这是一维码所无法比拟的。

其五，容错能力强：当二维码出现局部损毁时，依旧可

以得到正确的识别；损毁面积达 50%仍可恢复信息。

其六，可译性高：二维码的错误率较一维码而言要低得

多。

2 二维码的发展与现状

二维条形码技术早先是由美国和日本研究出来的，在我

国，该技术起步较迟，我们开始的二维码国家标准还是从美

国的 PDF417 码和日本的 QR 码引进来的。

如今，全球已有的二维码数量达到了 210 多种，它们被

广泛应用于物流、生产制造、交通、医疗卫生等各行各业的

不同工作的流程之中。我国已经拥有了完备的自主知识产权

的技术规范，二维码产业链日趋完善。人民也日益依赖于二

维码的使用。并且，国内企业在二维码技术研究方面也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已经制备出了 GMCode、CMCode、LPCode

等多种码制。可以这样讲，二维码是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的

桥梁，是帮助我们跻身物联网时代的主力军。

3 二维码技术的应用

3.1二维码与标本陈列馆的有机结合

3.1.1标本的整理、采集以及相关数据的收集

生命科学标本陈列馆对于一所医学院校来讲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标本对于医学专业尤其是人体解剖学专业是非

常重要的教学器具，每一份标本的呈现都必须经过严格地选

材，细致地制作。它们凝结了制作人员的心血，因而它们珍

贵无比。为尊重我们的大体老师，及制作者的努力成果，陈

列馆中的标本一般是不可外借的。也只有等到陈列馆开放日

的时候，学生们才得以参观学习，这般的“金屋藏娇”确是

大大限制了标本的实际作用，若是将标本陈列馆现存的标本

的具体名称，制作时间，制作人员和标本本身的医学知识等

相关信息全部录入到二维码内，实现“一个标本一码”制，

为每一份人体标本制作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在科普的方面，我们的标本馆是定期向全社会民众开放

的，考虑到参观人员未必对馆中所陈列的标本以及相关医学

知识有着充分全面的了解，有了二维码的辅助，我们可以利

用目前炙手可热的微课的形式在标本馆为讲解员录制音频

和视频文件，以独立的标本为拍摄对象，将常见疾病作为切

入点，适当拓展一些医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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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标本二维码信息的生成和标准化处理

因为标本馆标本众多，需要批量制作二维码，且二维码

的信息容纳量要足够大。基于对二维码质量和制作所需财力

的要求，需要对各个二维码生成软件进行比照分析，联系成

本预算、所需容量等要素，筛选出文件和图片容纳量相对较

大、制作成本相对较低的方案。

3.1.3 二维码应用后的反馈以及工作改进

在将二维码应用于标本的过程中，标本馆的管理人员可

以对受众进行问卷调查，以此详细了解大家对于二维码应用

学习中的建议和反馈，以便制作过程中及时调整修改。我们

将 收集到的标本的使用的相关数据加以分析，从中了解到

大家学习的兴趣点、难点和重点；从受众给出的标本更替的

有关建议中，优化标本的摆放位置，细化标本的相关信息。

3.2“二维码”“虚拟”“现实”三位一体

虚拟现实技术（VR技术）是借助计算机模拟环境，将现

实和虚拟相结合，让体验者沉浸于其中时仿佛置身于真实的

空间当中。它集沉浸性，构想性，交互性，自主性等特征于

一身，使用者在虚拟的空间中可以和周围的事物进行自主自

发的互动，并且自身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依然可以行

使功能，给人以感觉器官的强大刺激。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然运用于医疗方面，专家们利用

计算机模拟出人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3]，让医生们通过 VR技

术进行模拟手术操作，在面对复杂以及难度较高的现实手术

前，他们可以进行反复多次的练习，从而找到手术的最佳方

案。

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给与他们手术刀在人身中游走和

医治的真切体验。这既减少了医疗废弃物的污染，也提高了

学生的医学实践能力。同时，将标本二维码和虚拟现实技术

在医学院校中，让学生们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反复的尸体

解剖以及其它手术实践，相融合，让学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

码观看到标本制作的全过程，甚至可以在虚拟环境里参与其

中，与老师一同完成标本作品。对医学生来讲，这是难得的

实践体验，同时也为学校的医学实验节省了资源。对于我校

标本陈列馆的数字化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4 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改进方案

4.1存在的不足

4.1.1二维码在标本上的位置不够凸显

部分标本较为精细小巧，封存容器面积较小，相对应的

粘贴于其表面的二维码的尺寸也不会太大，这样可能导致参

观者忽略标本表面的二维码。在后台数据系统中，该类标本

二维码的使用率也会大大降低，从而给统计人员造成数据参

考误区。

4.1.2 批量制作科普视频及音频人手不够

目前我校标本馆标本众多，每个标本都录制一份文件，

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对于有限的人员和时间，耗费较大。

4.1.3二维码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费用高昂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所采用的动态环境建模技术，立体

显示技术，三维图形生成技术，以及系统集成技术等都需要

极高的成本投入[4]，与标本馆的大量需要形成了明显的，及

其强烈的反差。

4.2改进方案

（1）对于二维码位置问题，标本馆可定期招募学生作

为志愿者，给来访者进行适时的导向帮助。

（2）对于大量视频和音频文件耗时较大的问题，可以

请学校领导进行支持，征集校内医学专业的学生进行帮助，

细化工作，减轻个人工作量。

（3）对于虚拟现实技术过高的费用投入问题，政府需

要加大对标本陈列馆的经济投入，大力支持标本馆的数字化

建设。

5 结语

二维码的运用是标本馆数字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要

素[5]。它打破了标本馆当前向访者传输信息时在时与空上的

局限，让学习者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多样化。与此同时，对

每个标本进行信息采集，将自制的音频和视频应用于展品介

绍，使科普讲解更加富有教育性和趣味性。此外，该研究也

为网上标本馆 APP 的搭建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通过这项技

术，我们可以让生命科学标本陈列馆这座美丽的“宝藏”发

挥她无限的魅力，也可以将人体标本的艺术美更加淋漓尽致

地展现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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