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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在药学研究数据作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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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介绍一个药学研究中数据作图的实用软件。方法　引用文献资料举例介绍Ｏｒｉｇｉｎ软件绘制简单
线形图形、绘制标准曲线、绘制复杂线形图形及三维图形的具体操作方法及应用。结果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在绘制图形方面使
用方法简单，速度快捷，绘制出的图形科学、规范，能够显著提高工作效率。结论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是一个优秀的作图软件，
可在药学研究中广泛应用。

［关键词］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药学；数据作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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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方式，它可以直观、有效地表达
复杂的数据，尤其是不同组数据间的比较、关联、趋势等。因而

在科技论文及实验报告中经常用到。通常用柱图的高度表达

非连续性资料的大小，用线图、直方图或散点图表达连续性或

计量资料的变化。药学研究中有许多表示变化趋势的数据资

料，尤其是连续的动态性资料，在论文中宜采用图的形式来表

达，使读者容易理解文章所叙述事物的变化规律，补充文字叙

述的不足，使其内容表达更合理，更完善。有部分药学研究论

文中插图的绘制与编辑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插图缺乏

科学性；插图绘制不规范；有些用手工绘制，图形不够美观［１］。

当前流行的可绘制图形的软件有 ＳＡＳ、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ＳＰＳＳ、Ｅｘｃｅｌ
等，这些软件功能强大，可满足科技工作中的许多需要，但使用

这些软件有的需要一定的计算机编程知识和矩阵知识，有的需

要熟悉其中大量的函数和命令，有的绘制的图形不够细致、美

观，图表类型上也不够完整，对中文支持也不好。Ｏｒｉｇｉｎ软件是
美国ＯｒｉｇｉｎＬａｂ公司推出的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平台的数据分析和科
技绘图软件，被公认为是最快、最灵活、使用最容易的数据分析

和绘图软件，既可以满足一般用户的制图需要，也可以满足高

级用户数据分析、函数拟合的需要。用其绘制出的图形科学规

范，广泛应用于学术论文中。为使药学研究中制图方法有更多

的选择，现以Ｏｒｉｇｉｎ７．５为例，对其在药学研究中作图的应用作
一介绍。

１　功能特点简介　
Ｏｒｉｇｉｎ具有两大类功能：数据分析和绘图。数据分析包括

数据的排序、调整、计算、统计、曲线拟合等各种完善的数学分

析功能。Ｏｒｉｇｉｎ的绘图是基于模板，Ｏｒｉｇｉｎ本身提供了几十种二
维和三维绘图模板，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设置模板。绘图

时，只要选择所需要的模板就行。可以和各种数据库软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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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软件、图像处理软件方便的连接。

Ｏｒｉｇｉｎ采用直观的、图形化的、面向对象的窗口菜单和工具
栏操作，全面支持鼠标右键、支持拖放式绘图等。Ｏｒｉｇｉｎ是多文
档界面应用程序。它将用户的所有工作都保存在后缀为 ＯＰＪ
的工程文件（Ｐｒｏｊｅｃｔ）中，一个工程文件可以包括多个子窗口，如
工作表窗口 （Ｗｏｒｋｓｈｅｅｔ）、绘图窗口 （Ｇｒａｐｈ）、矩阵窗口
（Ｍａｔｒｉｘ）、函数图窗口（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版面设计窗口（Ｌａｙｏｕｔ
ｐａｇｅ）等。各子窗口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实现数据的即时更
新，即如果工作表中数据被改动之后，其变化能立即反映到其

他窗口，比如绘图窗口中所绘数据点可以立即更新。子窗口可

以随工程文件一起存盘，也可以单独存盘，以便其他程序调用。

Ｏｒｉｇｉｎ可以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中使
用，它们使用的最低配置为：ＰｅｎｔｉｕｍⅡ以上 ＣＰＵ，６４ＭＢ内存，
３００ＭＢ硬盘空间。
２　在药学研究数据作图中的应用　
２．１　文件的建立　打开 Ｏｒｉｇｉｎ程序，单击主菜单中的 Ｆｉｌｅ（文
件），Ｆｉｌｅ下面弹出子菜单，在子菜单中选 ｎｅｗ（新建）后按鼠标
左键，窗口出现对话框，按其对话框中的要求建立自己的文件

类型（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ｏｒｋｓｈｅｅｔ、Ｇｒａｐｈ等），取名保存。
２．２　建立工作表　文件建立之后，屏幕上会有一个含有 Ａ
（Ｘ），Ｂ（Ｙ）列的工作表（Ｗｏｒｋｓｈｅｅｔ），然后在表中填写数据（导
入数据用Ｉｍｐｏｒｔ（输入）命令，选择菜单命令“Ｆｉｌ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ｉｎｇｌｅ
ＡＳＣＩＩ”。也可先在Ｅｘｃｅｌ里把数据输入好，通过直接粘贴 ｅｘｃｅｌ
数据进来，这样就建立好一个工作表。

２．３　绘制图形 　
２．３．１　绘制简单线形图形　以文献［２］资料为例，绘制口服
１００ｍｇ西洛他唑片后的时间药物浓度曲线。建立工作表之后，
拖动鼠标选取所有的数据，点击屏幕下方的图形图标或单击主

菜单中的Ｐｌｏｔ（绘图）菜单，子菜单中将显示 Ｏｒｉｇｉｎ可以绘制的
各种图形，包括直线图（Ｌｉｎｅ）、散点图（Ｓｃａｔｔｅｒ）、点线图 （Ｌｉｎｅ
Ｓｙｍｂｏｌ）、特殊线／符号（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ｉｎｅ／ｓｙｍｂｏｌ）、向量图（Ｖｅｃｔｏｒ）、
柱状图（ｂａｒ）、饼图（Ｐｉｅ）、区域图（Ａｒｅａ）、极坐标图（Ｐｌｏａ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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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３Ｄ图表和统计用图表等。选取点线图，生成图形（图１）。

图１　时间药物浓度曲线　

为了使绘制的图形更美观，可以更改程序默认的数据曲线

及坐标轴的格式。更改数据曲线：将光标移向图中曲线或线型

符号 Ｂ双击鼠标左键，弹出一对话框，对话框中给出了线的颜
色、粗细、线形和加数据标点的形状、大小、颜色等内容，根据需

要选取。

更改坐标轴：单击菜单Ｆｏｒｍａｔ（格式）选取ＡｘｅｓＴｉｔｌｅｓ（轴标
识）子菜单的Ｘａｘｉｓｔｉｔｌｅ，可以输入 Ｘ轴中文变量名，而且可以
根据对话框中的设置改变字体的大小、字型和颜色。Ｙ轴的变
量名操作同Ｘ轴。双击坐标轴，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相应选
项卡，可以修改坐标轴的名称、颜色、粗细，可以设置坐标的起

点值和终点值、步长以及坐标轴的类型。

２．３．２　绘制标准曲线　以文献［３］资料为例，绘制１，８二羟基
蒽醌对照品溶液的标准曲线。

建立工作表之后，拖动鼠标选取所有的数据，点击屏幕下

方的图形图标或单击主菜单中的 Ｐｌｏｔ（绘图）菜单，选取 ｓｃａｔｔｅｒ
（散点图），生成图形。单击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分析）／Ｆｉｔｌｉｎｅａｒ（线性拟
合），绘出回归直线（图 ２），可以得出线形回归方程：Ｙ＝
－０．０１３６７＋０．０５１７９Ｘ，ｒ＝０．９９９９７。

图２　１，８二羟基蒽醌对照品溶液标准曲线　

２．３．３　绘制同一个坐标系下几个线形图形（几条曲线）　以文

献［４］资料为例，绘制含不同浓度月桂氮
"

酮的双氯芬酸钠凝

胶剂的累积透皮释放百分率时间曲线。

首先要在数据栏里增加四列，操作步骤是单击主菜单

Ｃｏｌｕｍｎ（列），弹出子菜单，单击其中 Ａｄｄｎｅｗｃｏｌｕｍｎｓ（增加新

列）之后，数据表中会增加列 Ｃ（Ｙ）、列 Ｄ（Ｙ）、列 Ｅ（Ｙ）、列 Ｆ

（Ｙ），然后填上自己的数据，单击Ｐｌｏｔ选取线形就绘出图３所示

的图形。５条相似的线形可以用彩色区分开，在非彩色打印情

况下可以在图形的线形上标出符号加以区分。操作步骤是双

击屏幕下方的Ｔ，光标变成写文字的形状，把光标移到要标的线
形位置按鼠标左键出现写文字或符号的对话框，输入符号就可

以了。双击图例，可以改写图例说明的文字。双击曲线，可以

选择线条的类型、颜色及数据点符号。绘出曲线后要使曲线平

滑理想，单击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分析）菜单弹出子菜单选取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平滑），其中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有三种拟合形式，根据需要选取（Ｏｒｉｇｉｎ
５．０以上有曲线拟合功能）。

　　图３　含不同浓度月桂氮
!

酮双氯芬酸钠凝胶剂的累积透皮释放

百分率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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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绘制三维图形　以文献［５］资料为例，绘制４组大鼠血
小板ＣＤ４０Ｌ的表达情况三维条形图，见图４。

建立工作表之后，拖动鼠标选取所有的数据，单击 ３Ｄ
ｇｒａｐｈｓ工具条上的相应按钮，或单击主菜单中的 Ｐｌｏｔ（绘图）菜
单，选取３ＤＸＹＹ（三维ＸＹＹ）下面的３ＤＢａｒ（三维条形图）选项，
生成图形，单击工具栏中３Ｄ工具，可以调整三维图形的旋转、
倾斜角度。双击Ｙ轴标题，修改为需要的名称。

图４　４组大鼠血小板ＣＤ４０Ｌ的表达情况　

２．４　图形的导出　如需要把绘好的图形粘贴到 Ｗｏｒｄ文档中，
只需激活绘图窗口（将图形中的汉字改成宋体或者仿宋，否则

粘贴到Ｗｏｒｄ文档中变成问号），单击菜单栏 Ｅｄｉｔ（编辑）／Ｃｏｐｙ
Ｐａｇｅ（拷贝页面）就可以复制图像，再粘贴即可（或单击 Ｆｉｌｅ／
ＥｘｐｏｒｔＰａｇｅ（输出页面），把图形存为图像文件，再从 Ｗｏｒｄ文档
中插入。在装有Ｏｒｉｇｉｎ的电脑中，Ｗｏｒｄ可以直接插入Ｏｒｉｇｉｎ图
像，并可以在Ｗｏｒｄ中通过双击这个图形调用 Ｏｒｉｇｉｎ来编辑图
片。插入方法：单击插入／对象，选择 ＯｒｉｇｉｎＧｒａｐｈ，这将新建一
个空白的Ｏｒｉｇｉｎ图形。或者利用插入／从文件创建，把以前作好
的Ｏｒｉｇｉｎ文件插入进来。
２．５　模板的定制与应用　线的颜色、粗细、线形和数据标点的
形状、大小，Ｘ、Ｙ轴上的刻度线（ｔｉｃｋ）朝向、轴标识及轴上的数
字大小等内容，默认的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因此每做一张图都

要修改很多地方，比较麻烦。

在作完一张符合要求的图形以后，单击菜单栏 Ｆｉｌｅ／Ｓ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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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Ａｓ（另存模板为），自己给这个模板取个文件名。下次
再作图的时候，只要选中要作图的数据，单击右键／Ｐｌｏｔ（绘图）／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Ｌｉｂｒａｒｙ（模板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类型）中选择 Ｍｙ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下面的Ｔｅｍｐｌａｔｅ（模板）选项，选择刚才保存的模板。这样一张
符合要求的图就画好了。极大地节省了时间，避免了一些复杂

的图表不断的重新创建。

３　结束语　
以上主要是以线形图形绘制为例介绍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在药学

研究数据作图中的应用。在药学研究中，线形图形应用的最

多，广泛的应用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可以提高绘图的效率。
利用Ｏｒｉｇｉｎ绘制的图形准确，色泽鲜艳，精美细致，不需做

任何设置，即可达到发表出版的要求。与其他科技绘图及数据

处理软件相比，Ｏｒｉｇｉｎ在科技绘图及数据处理方面，能满足大部
分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并且容易掌握，兼容性好，安装后占硬盘

容量很小。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可以定制图形的每个部分，如曲线的线型和颜
色、坐标轴的类型和名称等，便于对图形做出尽可能详细而合

理的区分、标注和说明。保存为模板文件，方便以后的应用，节

省绘图时间。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除了能进行绘图操作外，还可以进行多种更为
复杂的数据模拟与数值分析，对于既需绘制图形又要进行数据

模拟或数值分析的数据非常合适。合理地利用Ｏｒｉｇｉｎ软件有助
于减少数据处理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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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礼和教授受聘

担任《医药导报》杂志顾问

　　（本刊讯）经《医药导报》杂志主办单位中国药理学会和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推荐，受聘者本人同意，

《医药导报》编辑部决定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礼和教授担任

《医药导报》杂志顾问。

张礼和，１９３７年生，男，中共党员，江苏省扬州人。１９５８年
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１９６７年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研究生
毕业，１９６７～１９８１年任北京医学院助教、讲师，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在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化学系做访问学者；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任北京医
科大学药学院副研究员；１９８５～１９９９年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
１９９９年至今在北京大学药学院任教授。１９９５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化学学部院士。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天然药物及仿

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张礼和院士主要从事核酸化学及抗肿瘤、抗病毒药物方面

的研究。自１９９０年以来系统研究了细胞内的信使分子 ｃＡＭＰ
和ｃＡＤＰＲ的结构和生物活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作用于
信号传导系统，能诱导分化肿瘤细胞的新抗癌剂，发展了结构

稳定、模拟ｃＡＤＰＲ活性，并能穿透细胞膜的小分子，成为研究
细胞内钙释放机制的有用工具。系统研究了人工修饰的寡核

苷酸的合成、性质和对核酸的识别，提出了酶性核酸断裂 ＲＮＡ
的新机制，发现异核苷掺入的寡核苷酸能与正常 ＤＮＡ或 ＲＮＡ
序列识别同时对各种酶有很好的稳定性，寡聚异鸟嘌呤核苷酸

有与正常核酸类似形成平行的四链结构的性质，发现信号肽与

反义寡核苷酸缀合后可以引导反义寡核苷酸进入细胞并保持

反义寡核苷酸的切断靶 ｍＲＮＡ的活性，研究了异核苷掺入
ｓｉＲＮＡ双链中去对基因沉默的影响，为发展基因药物提供了一
个新途径。共发表论文２００多篇；获得中国专利３项。

张礼和院士曾获日本Ｈｏｓｈ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名誉博士学位（１９９０
年）；美国密苏里堪萨斯大学 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１９９２
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１９９９年）；国际药联（ＦＩＰ）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ｗａｒｄ（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
（２０００年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２００４年）。兼任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药学学科召集人；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

ＩＵＰＡＣ，Ｏｒｇａｎｉｃ＆Ｂｉ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委员会委员 （Ｔｉｔｕｌａｒ
Ｍｅｍｂｅｒ）；英国皇家化学会高级会员（ＦＲＳＣ），亚洲药化学会主
席（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及“Ｏｒｇａｎｉｃ＆Ｂｉ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ｅｍ
ＭｅｄＣｈｅｍ”“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ｅｗ”和“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ｏｐｉｃｓ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编委；《中国药物化学》杂志主编，《高等学
校化学学报》副主编等职。

至此，《医药导报》编委会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６人。我们相信，在主办单位的正确领导下，在包括张
礼和院士在内的编委会的指导下，《医药导报》各方面工作将更

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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