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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共建与共享需求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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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针对用户不断提高的加工与检索需求，设立调查问卷，分析用户的关注点与兴趣点，更新升级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
共建共享程序。方法：研制调查问卷，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结果：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用户需求，改进和完善数据库系

统。结论：满足数据库用户需求，获得用户认可，是数据库建设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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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是依托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项 目 “中 医 药 学 科 学 数 据 中 心”（编 号：

２００５ＤＫＡ３２４０５）构建的结构关联型数据库，数据库收
录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公开出版在中文生物医学期刊上的
有关中药化学成分实验研究的一次实验文献数据，按

照化学研究特点，分为化学成分分离、化学成分合成、

化学成分纯化、化学成分提取、化学成分鉴定、含量测

定等大类。

１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环境的不断变化，

信息获取途径、信息的利用及服务的行为模式发生了

巨大改变。樊红雨等［１］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国外中

医药相关信息的需求调查结果显示，数据库检索是用

户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８１５％），文献类型需求主要
以期刊类文献（９００５％）为主，而文献语种主要集中在
中文（９８００％）。王卓杰［２］认为数据库建设必须基于

用户需求，要注重数据库建设与用户需求互动、数据库

技术与用户需求互动、数据库建设与用户服务互动等。

李永杰等［３］通过调查医药卫生数据库利用状况，提出

适当开展新技术服务，挖掘和揭示开放获取资源。白

晨［４］等通过分析用户数据库使用偏好，认为数据库所

提供产品的易用性、易理解、内容全面性以及知名度等

都是用户非常重视的数据库产品属性。中药数据库的

建设与发展虽然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发展的过

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数据的存储方式、数据处理

方法、数据库的信息化建设等［５］。在针对数据库建设

中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上，张国慧等［６］提出整合优化

已建数据库的对策。杨永健［７］对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已

建数据库特点进行分析，提出馆际联合，共建共享等可

持续发展建议。在数据库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除了要注

重用户需求，关注数据库产品属性，同时也要注重数据

库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与信息之间的融合。中药化学实

验数据库针对专业用户需求，加工提取中药化学实验

方面的期刊文献数据信息构成。自２００２年建设至今，
数据存储总量已近３００００篇，在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ｍｉｃｎ／ｙｙｓｊｇｘ／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提供７×２４ｈ不间断免费共享服务。平台应用主要提
供网络检索与浏览、关联导航和统计功能［８］。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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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方便灵活的关联检索与浏览统计功能、稳定

的服务平台已经吸引了一批固定用户。但是随着用户

不断提高的加工与检索需求，数据库本身结构存在的

缺憾与不足等，需要进一步拓宽思路，探索吸引用户、

控制用户的途径，升级更新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的共

建共享程序。基于此，本项目设计了相关的调查问卷，

通过网络抽取用户的方式进行用户问卷调查，其结果

报告如下。

２　问卷调查表的设计与实施
２１　问卷调查表的设计
２１１　问卷调查表设计的原则　１）从基本数据库使
用目的及兴趣点入手，尽可能提供多种选择，挖掘数据

库用户关注点和兴趣点。２）问卷条目代表性好，独立
性强，敏感性高。３）选取有相应专业背景的用户作为
问卷调查对象，更具针对性。４）问卷分为开放式问答
与闭合式选择形式，便于了解潜在信息。

２１２　问卷调查表的设计形式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为一般信息和一般问题的选择；另一部分为数

据库用户对目前共享的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使用情况

的回答。形式分为开放式问答与闭合式选择。１）一般
信息：包括姓名、单位、工作年限、职称、专业级别等。

２）数据库使用问题：一部分为问卷调查用户使用数据
库基本情况；另一部分为问卷调查用户对目前共享的

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使用情况。内容包括数据库共享

平台程序运行以及共享检索具体内容等。

２１３　调查对象　利用维普数据库筛选用户，任意字
段输入“中药ａｎｄ新药”限定，作者简介中输入＠，筛选
拥有可靠联系方式的第一作者信息，筛选出具体数据

信息为４９５个。数据库中调查对象的筛选人数众多，
且为中药方面的研究人员，具备中药数据库使用用户

的基本条件，但由于网络邮件联系的不稳定性与不确

认性，回复信件较少，经过进一步筛选认定为有效调查

问卷的有２４份。
２２　问卷调查表的收集、录入及分析

表１　问卷调查表一般信息分析情况

职称 专业类别 工作年限 单位性质
接触或使用

数据库情况

高级１６％ 中药化学４６％ １年以下４６％ 大学５４％ 经常使用４％
副高级１７％ 中药药理２１％ ３～４年１２％ 医院１２％ 偶尔使用２５％
中级１７％ 临床中药１７％ ５～６年８％ 公司２５％ 很少使用２５％

中药分析８％ ８～９年８％ 监管４％

未填写５０％
中药资源００％
中药药剂８％

１０年以上３６％ 出版社５％ 没有接触过４６％

２２１　问卷调查表的收集及录入　在规定时间内，将
网络邮箱收到回复的调查问卷统一收集到课题组相关

人员，并保存待分析。为保持调查问卷的真实性，对调

查问卷的填写内容不允许作任何的主观介入。

２２２　问卷调查表结果分析
２２２１　问卷调查表一般信息分析　经过调查问卷
分析，共收到问卷６０份，其中２４份认定为有效问卷。

图１　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使用目的分析

图２　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用户关注功能点分析

图３　中药化学实验研究期望查看的检索统计项

图４　可供新药研发利用的数据支持点

　　通过上表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参与问卷调查人员
比重较大的是职称较低的大学人员，专业为中药化学

与药理。经常使用或接触此类中药专业性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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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较少。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与中药化学专业数据

库的建设与推广应用较少有关，很多专业院校尤其是

低层次研究人员未发现有此类数据库或者不熟悉相关

数据库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问卷调查用户工作

性质有关，较少触及相关数据库使用。

２２２２　数据库使用问题　精品数据库的打造更多
的是来自用户的使用与评价，数据库在建设更新完善

过程中必须深入挖掘用户需求与使用目的等信息，在

问卷调查中重在调查分析用户各个方面需求。如图

１，图２，图３，图４。
　　分析：１）在问卷调查中，使用专业的中药化学实验
数据库主要目的在于文献分析、中药现代化研究和化

学实验研究。２）针对提供的中药化学实验信息，用户
关注的功能点比较广泛，实验方法、实验结果、中药指

纹图谱信息（缺失）、实验对象信息等。如实验方法查

询，大黄酚的提取、分离、合成、纯化、鉴定、含量测定的

具体方法、实验步骤及具体数值信息以及进行相关研

究选用的实验对象，研究单位等；实验结果查询，如熔

点、旋光度、纯度、沉降系数、沉降速度等；实验对象信

息查询，如大黄的药用部位、产地、科属，以大黄为实验

对象进行化学实验研究的单位有多少，具体的实验方

法信息是什么等。３）针对数据库可以检索统计以往的
中药化学实验研究，提供了多项选择内容，参与问卷调

查的对象可以多项选择，结果表现为关注内容宽泛，相

对突出点在中药化学成分信息及中药化学实验方法。

中药化学成分相关信息如大黄酚、大黄酸、琥珀酸等；

具体实验方法，如高效液相色谱法、红外光谱法等。４）
新药研发的过程中，中药专业数据库的支持可以为研

究者们提供思路，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中药

化学实验方面的数据，突出关注与化学实验关联的其

他信息，如中药基础信息、药理实验信息等。中药化学

实验的基础数据如具体实验对象、实验方法、步骤及数

值信息等仍是关注要点。

２２２３　现有中药化学实验信息数据库使用情况　
国家 人 口 与 健 康 科 学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ｃｍｉｃｎ／ｙｙｓｊｇｘ／ｉｎｄｅｘｊｓｐ）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
提供给参与调查对象，并对使用情况进行几个方面的

评价，目的是为了发现平台问题，改进平台功能。结果

见表２，表３。
分析：１）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具体的实验方法及数

值结果等；２）操作和运行速度上基本满意；３）查询内容
上还需增加；４）查询方式上：一般基本检索难以满足需
要，关联检索查询有较大关注度；５）针对数据来源存在
疑问，检索关系需明确。

表２　用户使用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情况

认为有帮助的信息 评价

实验对象描述 ８ 操作方面 简单方便易操作 １４
操作一般无特色 ７
理解困难难操作 １

实验室信息 ５ 运行速度 快 １１
一般 １０
慢 １

实验方法 １９ 查询内容 全，但冗余 ７
全，且方便 ７
内容少 ８

实验结果 １０ 查询方式 关联检索方便 ４
习惯一般检索方式 ５

其他 １ 希望一般查询与关联查询并存 １３

表３　用户使用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问题

不使用此类数据库的原因 可以改进的方面

数据来源不清，可信度低 ８ 检索界面更直观 ９
检索关系混乱 ９ 检索内容集中 ６
检索内容过多 ７ 检索结果频次统计 ６
网页不稳定 ２ 倾向一般文献检索 ４
运行速度慢 ４ 倾向关联查询 ６

有更好数据库可选择 １ 其他 １

３　小结
目前国内多家单位及课题研究项目建立起具有不

同特色的中药数据库，其中有用于教学实践的中药数

据库，如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９］研制基于教学应用

的中药数据库系统。河北医科大学王建岭等［１０］构建

中药药理学信息系统用于教学，更加便于学生学习。

这些数据库中的中药数据信息较为简单，且数据来源

可信度高。另外一类是基于中药学权威书籍、尽可能

扩大收录范围的中药专业数据库系统，如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医药信息所研制的中药类文献型数据库系

统［１１］，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制的中药与

化学成分数据库［１２］，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中药数

据库、中药化合物数据库、中药化合物生物活性数据库

等［１３］，创腾科技有限公司的 ＴＣＭＤ中药化学数据
库［１４］，爱思唯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公司出品的Ｒｅａｘｙｓ数据库，
中国中医科学院与浙江大学合作建设的中医药数据平

台中药数据库系统［１５］等。数据库产品越来越多，但是

用户使用中发现的问题也很多，如数据的准确性、检索

速度、数据更新速度等。要得到用户认可并广泛使用，

激发数据库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分析用户的需求，探索

控制用户的有效途径，了解数据库用户的兴趣点，不断

的完善更新数据库共建共享成功，使之成为中药专业

领域的精品数据库。

（下接第１３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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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此具有灵活的复制性和放大效果。其成本仅几

角至几元。比起塑料或金属等模型需要制造砂模等手

段，需要极高的成本代价（一般需上万至几十万），具

有极大的开发前景。随着纸品及颜料耐久性的提高，

此类产品将展现更强的收藏价值。

４４　展望　随着３Ｄ相关技术的提高，３Ｄ扫描仪和
３Ｄ打印机的出现，为许多模型制作大大提高了效率和
增强了还原精细度，现在在汽车制造、雕塑、古董仿制

等领域得到逐步应用，但因成本较高（基本设备也要十

万元以上），对于纸模业来说尚未有人展开，但随着此

类设备的普及推广，将来的纸模型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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