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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中药材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促进我省中医药事业健康发
展，我局组织全省药品监督、检验、科研、教学、生产、经营单位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在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02 年版的基础上，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编制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年版，作为我省药品研究、生产、经
营、使用、检验和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现予以颁布。

本标准收载中药材品种 140 个，是在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02 年版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收载中药材情况、我省中药材的资源及生产使用情况遴选确定的。
一是增加我省习用但未收入我省中药材地方标准和历版国家标准的品种; 二是增加了 《山东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已收载中药饮片标准、但无药材标准的品种; 三是剔除历版国家药品
标准 (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注册标准等) 已收载品种; 四是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剔除
中药提取物标准; 五是 2002 年版标准中已收载但未进行修订提高品种，本版标准不再收入。

本标准编写力求突出我省地方特色并进行规范统一，注重标准检测方法的专属性，控制
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正文采用 《中国药典》2010 年版格式并借鉴药典检测方法，大幅度
增加了显微、薄层色谱等专属性强的鉴别方法，增加了浸出物、高效液相色谱等含量测定方
法，增加了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重金属、砷盐等检查项。对上版标准中方法进行
验证，确认方法的可行性。起草说明中增加了原植 (动) 物图、中药材实物图、显微特征
图、薄层色谱图、气相色谱图、液相色谱图及实验数据，图文并茂。每个品种均注明起草单
位、复核单位及起草人和复核人，便于指导标准应用。

本标准编制工作组织严密，管理规范。专门成立了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年版编制
工作领导小组及编委会，制定了标准编写细则、起草和复核技术要求。每个起草品种均填写
《标准研究任务申请书》，明确承担单位、承担人、研究目标、研究进度等，实行课题人负责
制，确保编写工作规范化和一致性，保证标准起草工作质量。

由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各有关单位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
反馈，并提出宝贵意见，使之不断完善。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12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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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凡 例

一、《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年版是在《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02 年版的基础上，根据我

省生产、经营、使用情况，结合历版《中国药典》及《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材第一册收载品种情

况，经过实验研究编制而成。

二、《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年版一经颁布实施，其同品种的上版标准即同时停止使用。

三、《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年版由前言、目录、凡例、正文、附录及索引六部分组成。

四、前言是说明编制本标准的依据，编写过程及管理办法等。

五、凡例是为了正确使用《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年版进行质量检定的基本原则，是对

本标准正文及与质量检定有关的共性问题的统一规定。

除另有规定外，有关“凡例”均按《中国药典》2010 年版执行，使用本标准进行质量检定工

作时应符合《中国药典》2010 年版相关规定。

六、正文包括标准正文和起草说明两部分。标准正文为质量标准的各项规定，是中药材质

量检定的法定依据。正文采用《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格式，部分品种的饮片为净制、切制

或破碎的，其标准列入药材〔炮制〕项下。

根据品种不同，标准正文按顺序可分别列有: ( 1 ) 名称; ( 2 ) 来源; ( 3 ) 性状; ( 4 ) 鉴别; ( 5 )

检查; ( 6) 浸出物; ( 7) 含量测定; ( 8 ) 炮制; ( 9 ) 性味与归经; ( 10 ) 功能与主治; ( 11 ) 用法与用

量; ( 12) 注意; ( 13) 贮藏。

起草说明是说明标准起草过程中，制订各个项目的理由及规定各项指标和检测方法的依

据;是对标准正文中所收载项目或已进行研究但未收入标准正文项目的说明; 也是对该药品从

历史考证，生物形态鉴别，药材的原植( 动、矿) 物品种，以及它们的理化鉴别，质量控制，贮藏

等全面资料的汇总。起草说明仅供使用时参考，不具法律约束效力。

根据品种不同，起草说明按顺序可分别列有: ( 1) 别名; ( 2) 来源; ( 3) 原植( 动、矿) 物; ( 4)

产地; ( 5) 采收与加工; ( 6 ) 成分; ( 7 ) 性状; ( 8 ) 鉴别; ( 9 ) 检查; ( 10 ) 浸出物; ( 11 ) 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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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炮制; ( 13) 性味与归经; ( 14) 功能与主治; ( 15) 用法与用量; ( 16 ) 注意; ( 17 ) 贮藏; ( 18 )

起草单位、起草人、复核单位、复核人、审稿人等。

七、品种目次是按药材的中文名称笔画顺序排列，同笔画数的字按起笔笔形一丨丿丶乛的

顺序排列;索引包括汉语拼音索引、药材拉丁名索引、拉丁学名索引。

八、附录中“新收载对照药材和对照品”，仅指本标准中采用而《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

未收载的对照药材和对照品。

九、本标准中所用辅料，均应符合《中国药典》2010 年版、部( 局) 颁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

十、本标准的修订和解释权归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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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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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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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元 胡

Tuyuanhu

CORYDALIS RHIZOMA

本品为罂粟科植物土元胡 Corydalis humosa Migo. 的干燥块茎。夏初茎叶枯萎时采挖，除去须根、外
皮，沸水中煮至无白心时，取出，干燥。
【性状】本品呈卵圆形或近球形，直径 0. 5 ～ 1. 5cm。表面黄褐色或土黄色，顶端略有凹陷的茎痕，

底部常有疙瘩状凸起。质硬，断面黄白色或淡黄色，有的中间已裂，略显角质样。气微，味苦。
【鉴别】 ( 1) 本品粉末淡黄色。糊化淀粉粒团块近无色。表皮厚壁细胞多角形或长条形，淡黄棕色，

壁稍厚。石细胞少见，淡黄色，类圆形或长圆形，直径 15 ～ 50μm，纹孔明显。螺纹导管无色，细小，直
径 10 ～ 25μm。

( 2) 取本品粉末 1g，加甲醇 20ml，超声处理 30 分钟，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水 20ml 使溶解，加
浓氨试液调至碱性，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5ml，合并乙醚液，挥干，残渣加甲醇 1ml 使溶解，作为供
试品溶液。另取土元胡对照药材 1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照薄层色谱法 (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
录Ⅵ B) 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5μl，分别点于同一以 1%氢氧化钠溶液制备的硅胶 G 薄层板上，以
环己烷 －三氯甲烷 －乙酸乙酯 －丙酮 ( 8∶ 1∶ 2∶ 1) 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用碘蒸气熏至斑点显色
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挥尽板上吸附的碘后，置
紫外光灯 ( 365nm) 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检查】水分 不得过 15. 0% (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Ⅸ H第一法) 。
总灰分 不得过 4. 0% (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Ⅸ K) 。
【浸出物】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 (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Ⅹ A) 项下的热浸法测定，用乙醇

作溶剂，不得少于 7. 0%。
饮片
【炮制】土元胡 除去杂质，洗净，稍浸，切厚片或用时捣碎。
醋土元胡 取净土元胡，照醋炙法 (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Ⅱ D) 炒干。
【性味与归经】辛、微苦，温。归肝、脾经。
【功能与主治】活血散瘀，行气止痛。用于月经不调，痛经，胃痛。
【用法与用量】3 ～ 9g; 研末吞服，一次 1. 5 ～ 3g。
【贮藏】置干燥处，防蛀。

·起 草 说 明·

【别名】土玄胡，苏玄胡。
【来源】为罂粟科植物土元胡 Corydalis humosa Migo. 的干燥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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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元胡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

【原植物】多年生草本，高 8 ～ 22cm。块茎卵圆形或近球形，长 1 ～ 3cm，直径 0. 8 ～ 2cm。茎纤细，茎
生叶 2 ～ 3 枚，互生，具长柄，一至二回三出复叶，小叶片椭圆形或长圆形，全缘或具少数圆齿。总状花
序顶生，苞片披针形或卵圆形，花梗细长，花黄白色或带蓝色，上花瓣长 1 ～ 1. 2cm，瓣片宽展，顶端微
凹，距圆筒形。柱头唇状或头状，前端 4 裂，基部下延成马鞍状。蒴果卵圆形，种子扁圆形，黑色，有光
泽。花期 4 ～ 5 月，果期 5 月。见图 1 ～ 2。

图 1 土元胡原植物 ( 地上部分) 图 2 土元胡原植物 ( 整株)

【产地】主产于辽宁、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山东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山区。
【采收与加工】5 ～6月植株枯萎前采挖，除去外皮、须根，沸水中煮至无白心时，取出，干燥。
【成分】主要含原阿片碱，L －四氢黄连碱，苏延胡索甲，苏延胡索乙等。
【性状】参照《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02 年版项下的内容，并根据对收集药材的实际观察制订。见

图 3。

图 3 土元胡药材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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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药材标准 土元胡

【鉴别】 ( 1) 为土元胡的粉末显微鉴别。用稀甘油装片，可见含糊化淀粉粒的薄壁细胞成片存在; 水
合氯醛加热装片，可见表皮厚壁细胞、石细胞、螺纹导管。见图 4 ～ 7。

图 4 含糊化淀粉粒的薄壁细胞 图 5 表皮厚壁细胞

图 6 石细胞 图 7 螺纹导管

( 2) 为土元胡中生物碱类成分的薄层鉴别。以土元胡对照药材作对照，分别在日光及紫外光灯
( 365nm) 下检视，结果斑点清晰，分离效果较好，见图 8 ～ 9。

图 8 土元胡 TLC鉴别图谱 ( 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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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元胡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

图 9 土元胡 TLC鉴别图谱 ( 紫外光灯 365nm)
( 薄层板: 用 1%氢氧化钠溶液制备的硅胶 G薄层板)

1 ～ 10 土元胡样品 11 土元胡对照药材

【检查】水分 土元胡基本不含挥发性成分，故采用烘干法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12. 01% ～
13. 17%之间。根据测定结果，规定限度为不得过 15. 0%。

总灰分 依法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1. 03% ～ 2. 64% 之间。根据测定结果，规定限度为不得
过 4. 0%。
【浸出物】本品主要含有生物碱类成分，其在水及低浓度的乙醇中溶解度较小，故采用醇溶性浸出物

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用乙醇作为溶剂，测定 10 批样品，结果在 7. 19% ～ 13. 50%之间。根据测定结果，
规定限度为不得少于 7. 0%。
【含量测定】对土元胡中延胡索乙素进行了 HPLC 含量测定。结果 10 批样品含量在 0. 0045% ～

0. 0420%之间，含量较低，且不同批次的样品含量相差较大。故暂不列入标准正文。
【炮制】《山东省中药炮制规范》2002 年版标准正文未收载酒土元胡的炮制规格，《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元胡的炮制品也未收载酒炙品，故本品炮制未收载酒土元胡规格。
【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贮藏】同《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02 年版。

起草单位: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起 草 人: 于 晓 王 军
复核单位: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 核 人: 林 林
审 稿 人: 王玉团 徐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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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药材标准 万年青

万 年 青

Wannianqing

ROHDEAE JAPONICAE RADIX ET RHIZOMA

本品为百合科植物万年青 Rohdea japonica ( Thunb． ) Roth的干燥根和根茎。全年均可采收。
【性状】根茎呈圆柱形，稍弯曲，很少有分歧，长 5 ～ 15cm，直径 1 ～ 2cm。表面灰褐色，皱缩，具有

密集的波状环节，有圆点状根痕，有时尚留有长短不等的须根。顶端有时可见茎痕及叶痕。质韧，断面
浅棕至棕红色或近于白色，带海绵状，散有黄色维管束斑点。气微，味苦、辛。
【检查】水分 不得过 15. 0% (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Ⅸ H第一法) 。
总灰分 不得过 18. 0% (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Ⅸ K) 。
酸不溶性灰分 不得过 5. 0% (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附录Ⅸ K) 。
饮片
【炮制】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
本品为圆形或类圆形厚片。切面浅棕至棕红色或近于白色，散有黄色维管束斑点。外表皮散有圆点

状须根痕。质韧。气微，味苦、辛。
【检查】同药材。
【性味与归经】苦、微甘，寒; 有小毒。归肺、心经。
【功能与主治】清热解毒，强心利尿，凉血止血。用于咽喉肿痛，白喉，疮疡肿毒，蛇虫咬伤，心力

衰竭，水肿臌胀，吐血，咯血，崩漏。
【用法与用量】3 ～ 9g。外用适量。
【注意】孕妇禁用。本品服用过量会出现毒性反应，中毒者表现为恶心，呕吐，头痛，头晕，腹痛，

腹泻，四肢麻木，肢端发冷，严重时出现心律失常，心脏传导阻滞，谵妄，昏迷，甚至死亡。
【贮藏】置阴凉干燥处，防霉，防蛀。

·起 草 说 明·

【别名】开口剑，斩蛇剑，牛尾七，冲天七。
【来源】为百合科植物万年青 Rohdea japonica ( Thunb. ) Roth 的干燥根和根茎。《本草纲目拾遗》云:

“阔叶丛生，每枝独瓣无歧，梗叶颇青厚，夏则生蕊如玉黍状，开小花，丛缀蕊上，入冬则结子红色。”
《植物名实图考》云: “阔叶丛生，深绿色，冬夏不萎。”

【原植物】为多年生常绿草本。根茎倾斜，肥厚而短，须根细长，密被白色毛茸。叶丛生; 披针形或
带状，长 10 ～ 30cm，宽 2. 5 ～ 7. 5cm，先端尖，基部渐狭而近叶柄状，全缘，革质而光滑，叶面深绿色，
下面淡绿色，具平行脉，中脉在叶背面隆起。花多数，成椭圆形穗状花序，长约 3cm，花茎长 7. 5 ～
20cm，花被淡绿色，裂片 6，下部愈合成盘状; 雄蕊 6，着生花被筒上，药长椭圆形，内向，纵裂; 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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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青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

球形，花柱甚短，柱头 3 裂，外展。浆果球形，肉质，熟时橘红色或黄色，内含种子 1 枚。花期 6 ～ 7 月。
果期 8 ～ 10 月。见图 1。

图 1 万年青原植物 图 2 万年青饮片实物

【产地】主产于江苏、浙江、四川等地。
【采收与加工】全年可采。挖取根及根茎，除去茎叶及须根后，洗净，晒干或烘干。晒干后的断面呈

白色，烘干的断面呈红色，一般认为烘干的品质较佳。宜贮于石灰缸内，或经常日晒，以免虫蛀。以干
燥、大小均匀、红色者为佳。
【成分】含强心苷类成分: 万年青苷甲、乙、丙、丁 ( Rhodexin A，B，C，D) ，α 及 β －脱水万年青

苷元 ( α，β － monoanhydrorhodesigenin) ，毕平多苷元 － 3 － O － β － D －吡喃阿洛糖苷 ( bipindoge － nin － 3
－ O － β － D － allopyranoside) ，洋地黄毒苷元 ( digitoxigenin) ，萝藦苷元 ( periplogenin) 等。还含螺甾烷类
成分: 万年青皂苷元 ( rhodeadapogenin) ，异万年青皂苷元 ( isorhodeadapogenin) 等。又含谷甾醇及脂
肪酸。
【性状】根据对收集样品的实际观察，并参考 《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和 《常用中药鉴定大全》

万年青项进行描述。饮片见图 2。
【检查】水分 采用烘干法测定 3 批样品，结果在 8. 6% ～ 8. 7%之间。根据测定结果，规定限度为不

得过 15. 0%。
总灰分 依法测定 3 批样品，结果在 14. 8% ～ 16. 0% 之间。根据测定结果，规定限度为不得

过 18. 0%。
酸不溶性灰分 依法测定 3 批样品，结果在 3. 0% ～ 3. 8%之间。根据测定结果，规定限度为不得

过 5. 0%。
【炮制】参考《中华本草》制订。因本品饮片为简单切制，故其检查项同药材。
【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注意】参考《中华本草》制订。
【贮藏】参考《常用中药鉴定大全》制订。

起草单位: 山东宏济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起 草 人: 冯玉强 王秀娟 吴红兰
复核单位: 济南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 核 人: 林 超 史 敏
审 稿 人: 汪 冰 徐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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