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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检系统中药民族药标本数字化需求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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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

摘要    目的：收集用户对于中药民族药标本数字化的需求，确定建设中药民族药标本数字化系统的基本

方向，为量化调查问卷设计提供基础。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统计并分析用户在功能设置、

基本数据、服务形式、关联数据等方面的需求信息。结果与结论：根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发现对上述 4

个方面最多的需求分别是可视化、标本图片、互联网网站、切片信息，不同级别药检机构的需求差异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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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llect the demands from users (staff of drug control agencies)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gital specimens, so as to determin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digital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ethnic medicine specimens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 
design. Method: Information of users in the functional settings, basic data, service form and associated data was 
collec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survey resul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the biggest demands on the above four aspects were: visualization, specimen 
pictures, Internet sites and section informa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emands of drug control 
institutio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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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民族药标本是监督检验工作中必不可少

的工具，可以直观地展示中药材及其来源动植物等

较为全面的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结合实验

手段，提供粉末、横切面结构、化学成分、分子生

物学等多维度的信息；在评价中药民族药的真伪优

劣方面发挥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标本存

储需要大量空间、异地查阅使用极为不便、标本的

管理与研究缺乏现代化手段等现实问题，阻碍了标

本的广泛深入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中

医药科研[1]、中医药临床[2]、中医药教学[3]等领域的

·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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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数字化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此，在自

身需要和发展的多方面要求下，中药监督检验工作

的标本数字化亟待开展。

标本数字化系统属于信息管理系统。在系统

开发方案中，首要步骤是进行用户需求分析[4]。因

此，明确目标用户的需求是进行标本数字化的第一

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用户需求进行

调研，这种方式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很好效果，例

如，唐仕欢等[5]对常用中药饮片的用量开展的问卷

调查；李磊等[6]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研了药品不良

反应赔偿制度建立的需求。2015年11月，在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主办及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协

办的“第八期全国中药材鉴定和标本管理人员培训

班”期间，针对各级药检机构的参会人员开展了问

卷调查，旨在有针对性地了解目标用户对中药标本

数字化的需求情况。

1   调查问卷的设计
1.1   概述

在前期文献研究和内部调查的基础上，本调查

问卷确定了题目设计的三项主要目标：调查信息管

理系统的共性需求：功能设置、数据内容、服务形

式；调查标本数字化系统的特殊需求：关联数据类

型；调查标本数字化的实例需求：热点中药品种。

本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基本

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姓名、单位、具体职业、联

系方式等。第二部分为需求调查问题，主要包含4

道选择题，涉及中药标本数字化的功能点、数据内

容、服务形式、关联数据。 

1.2   调查问卷的实施与检查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38

份，回收率达到69.00%。每份答卷均回答完整、

书写清晰。本次调查问卷的结果统计采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作为数据录入和处理的工具，采用

SPSS19.0作为统计分析的工具。

调查问卷应通过信度评价才能证明其数据一

致性和可信度，其统计结果才具有参考价值，一般

采用计算常用克隆巴赫а系数进行信度评价[7]。本

次问卷属于预调研，所设题目除书写题外，均为多

项选择题，对每个备选项而言均可做二分法处理

（是或否）[8]，而且4个选择题之间无实际关联。

因此，本次调查问卷分别计算每道选择题的信度。

经计算问卷本身的克隆巴赫а系数大于0.6，符合

信度检查要求，见表1。

表 1   信度检验结果表

题号 选项数 信度系数 修正系数 * 信度水平

1 7 0.55 0.60 可信

2 11 0.77 0.78 很可信

3 7 0.43 0.45 稍微可信

4 8 0.70 0.72 很可信

均值 　 0.61 0.64 可信

注：* 去掉“其他”项后的系数。

1.3   调查问卷的一般信息统计

在行政区划[9]分布方面，本次有效问卷138份

在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中覆盖率达到83.87%，只有

河南、海南、陕西、西藏、重庆5个省级地区没

有被调查者分布。在行业分布方面，138份问卷中

有121份来自各级药监药检单位，占总问卷数的

87.68%，其余问卷来自中药企业、大学和医院，

分别占7.25%、4.35%和0.72%。在药检机构级别

上，省级机构29份占21.01%，地市级机构78份占

56.52%，市辖区级机构14份占10.15%；明确表示

从事中药检验的机构有64份占56.52%。 

基本信息的统计显示，本次调查对象地域分布

广泛，行业相对集中。主要人群是药检系统的工作

人员，其中又以从事中药检验的人员为主，符合调

研设计的目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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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卷结果的单项统计
2.1   概述

频次统计是调查问卷的主要统计方法之一[10]。

在结果统计时，对本次调查问卷的每道题目进行单

项分析，计算各选项的频次及所占比例。

2.2   功能需求

本问卷的第一题为功能需求选择，所提供选

项为预先设计的最基本功能模块，可分为两类。基

本功能包括：检索查询、可视化展示、数据上传、

数据下载；高级功能包括：管理记录和统计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用户对于预先设计的功能模块都

有所选择，其中展示、查询、下载这类向用户提供

信息的基本功能相对较受欢迎，对于统计分析、管

理记录等用于用户管理的高级功能相对被选率少一

些，但是数据上传的被选率与数据下载的被选率相

差较大，说明用户对于上传共享数据有一定的接受

难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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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内容需求

数据内容需求调查，即是数据表字段需求调

查，所提供的选项都是标本的基本信息，例如编

号、图片、学名、产地、采集人等，数据类型多

样，有数值、文本、日期、图片等形式。从图2结

果可以看出，选项之间的差异并不大，最高项为标

本图片，最低为采集人，相差约10%；编号、采集

人属于管理信息，与标本本身关系不大，频率低可

以理解；但是规格属于标本本身的信息，其频率低

可能与检验工作不太关注规格有关。产地、收集

地、使用地中产地因与标本本身的性状关系大而最

重要。

图 1   功能需求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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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需求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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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服务形式需求

数字化服务形式的选择，即是调查用户对于

数字化系统服务形式的需求。通过调查分析，确定

统计用户较为熟悉的形式。选项分为传统形式，如

光盘、书籍、标本馆内网；也有现代化的形式，

如互联网网站、移动平台（如微信）、软件/APP

等。从图3结果可以看出，用户对于服务形式的需

求集中在具有联网功能的类型上，特别是WEB网

站，也可以接受移动互联网和软件形式。光盘形式

最不受欢迎。间接说明了用户不在意得到信息本身

（例如图片），而是希望能够准确、便捷地查询到

实时更新的信息及应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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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服务形式需求统计结果

2.5   关联数据需求

关联需求的提出是本团队在前期网站与文献

调研的基础上，预设的一大类功能。从同类网站和

相关文献研究来看，用户，尤其是药检用户，特别

关注用于检验的信息，例如显微特征、化学成分、

标准收录等。本题设置了三类选项：一是直接联系

标本的信息，如性状特征、基原信息、鉴别要点；

二是直接联系检验工作的信息，如粉末特征、切片

特征、化学成分及含量；三是特色信息，如标准收

录情况。从图4结果可以看出，最受欢迎的前三项

是鉴别、性状、基原信息，这说明用户的选择与关

联信息的关联程度不大，而是从信息本身的规律性

出发。鉴别要点、性状信息、基原信息属于整体信

息，粉末与切片属于局部信息；粉末、切片与中药

检验关系密切，基本属于一个品种中的必检项目，

又是标本应用比较多的部分，化学成分相对来说不

是每个品种都做；标准收录情况属于间接信息，应

体现在检索查询上，放在此处，频次低也是能够预

见的情况，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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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关联数据需求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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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检系统问卷结果的交叉统计与卡方检验
列联表分析，属于交叉统计也称复合统计，是

获得信息量比较大的问卷结果统计方法[11]。为了对

主要目标用户——药检系统人员的需求进行深入的

分析，同时，由于本次被调查对象中来自其他3种

不同类型机构（企业、大学、医院）的人员较少，

影响交叉分析准确性，本次调研主要针对来自药检

机构的问卷（121份）进行了交叉分析。考察不同

级别药检机构人员在选择时的差异显著性。

采用SPSS的交叉表方法[12]对每一道选择题的数

据进行了列联表分析并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分别

来自省级机构、地市级、县区级药检机构的被调查

者在需求选择上有一定的不同，但是差异均不显

著。每道题的详细结果见表2~表5。

表 2   功能需求统计结果

指标
层次

合计
省级地区 地市级 县区级

检索查询 28 75 13 116

可视化展示 28 75 14 117

管理记录 16 31 8 55

统计分析 21 45 13 79

数据上传 15 46 12 73

数据下载 22 66 13 101

其他 1 3 7 1 11

总计 133 345 74 552

表 3    数据需求统计结果

指标
层次

合计
省级地区 地市级 县区级

标本编号 15 37 9 61

标本图片 29 76 14 119

标本学名 25 69 12 106

标本产地 22 67 13 102

标本收集地 21 56 11 88

标本使用地 15 42 10 67

标本采集时间 20 51 11 82

采集人 13 30 6 49

规格 13 31 6 50

造伪或掺伪描述 24 66 14 104

其他 2 2 7 0 9

总计 199 532 106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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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功服务形式需求统计结果

指标
层次

合计
省级地区 地市级 县区级

互联网网站 26 73 14 113

光盘 6 25 4 35

书籍 10 46 9 65

移动平台（如微信） 24 62 11 97

软件 /APP 19 51 11 81

标本馆内网 20 44 9 73

其他 3 2 1 0 3

总计 107 302 58 467

表 5   关联数据需求统计结果

指标
层次

合计
省级地区 地市级 县区级

性状特征 26 74 14 114

基原信息 22 69 12 103

鉴别要点 28 75 14 117

粉末特征 22 64 13 99

切片特征 22 64 13 99

化学成分及含量 18 49 13 80

标准收录情况 21 50 11 82

其他 4 4 5 0 9

总计 163 450 90 703

4   讨论
4.1   用户的参与度

本次问卷具有较高回收率与有效率，可能与参

与调查者都是培训的学员，并且要求留下实名制联

系方式有关。但应注意书写题。广东省的被调查者

较多，这与培训班在广州举办有直接关系，但是华

南地区的被调查者并未占绝对多数，除广东以外，

仅有 2 份来自广西自治区的问卷。

4.2   用户的选择倾向

本次问卷的选项分析，无论从单项频次还是交

叉分析上，都显示了中药药检工作的特殊性。用户

高度关注整体性、实用性、易用性、时效性强，与

检验工作联系紧密的功能。

标本本身的固有信息其实就只有图片 2D 文件

或经由图片合成的 3D 文件，属于图像图形数据，

其他所有都是基于固有图形图像数据的进一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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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归类、标注，属于元数据（metadata）的范畴。

用户真正需要的是图像、图形数据本身，因为这些

数据的信息密度高、属于全信息，能够互相印证，

又很易于与其他标本区分开，但是，由于图形、图

像信息的特殊性，用户又离不开描述数据的元数据

作为工具和辅助，因此，需要把握这个原则，将功

能设置有所区分，将图像、图形相关功能作为基础，

将其他功能定位为对图像、图形功能的补充与完善。

4.3   用户选择的一致性

本次调研主要分析了药检系统用户在需求上

的差异。从统计结果上看，来自省级地区、地市级、

县区级药检系统的问卷中，选项有所区别，但从交

叉表卡方检验来看差异不显著。这很可能与参与调

研者大部分是各机构一线药检人员有关系，反映了

目前标本对于中药民族药检验的一致性功用，提示

标本数字化的相关软件建设不应强调机构的区别，

而是对准目标用户的直接的共性的需求。在改进的

问卷中，除了要进一步验证不同基本机构需求的一

致性外，还应考察药检系统用户在个体特性上的需

求差异，例如职称、岗位等，以期细化用户分类，

理顺需求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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