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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是依据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中药专业《中药鉴定技术教学基
本要求》，以及《中国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对中级工( 中药调剂员四级、中药购销员
四级) 的知识技能要求，并参考“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对药材品种
的要求，为中等职业学校中药专业 /制药专业(三年制) 编写的实用教材。主要目
的是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备鉴别中药饮片真伪优劣的基本知识与
技能，适应药品经营企业与中药相关岗位的工作任务。

本教材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为“中药饮片鉴别基础知识”，本着“应知、应
会、必需、够用”的原则，简要介绍了中药饮片鉴别的基本常识，重点讲解了中药
饮片质量与性状鉴别方法; 下篇为“常用中药饮片性状鉴别”，共记载 387 种常用
中药饮片的性状鉴别方法; 为了与现行《中药鉴定技术》相衔接，便于学生参照，
仍将药材按入药部位分为九大类，大类下按原药材外形分小类。因教学中采用
“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故将各章名称以“项目”命名替换。为节省篇幅，各药材
饮片主要介绍饮片来源、性状鉴别、质量判断与功能。资料多数来源于国家药品
标准，少数来源于地方标准，一部分饮片简要介绍其常见伪品，使学生在学习中，
始终牢记中药鉴别的两大任务: 鉴别真伪、鉴别优劣。突破以往重鉴别轻功效的
片面性，强调了掌握中药饮片特征与功效的重要性。少数国务院明令禁用的药
典删除品种如关木通、青木香等在本书中不再记载。

从以往中药鉴定课程所用教材来看，其内容多侧重原药材( 个子货) 的鉴别，
对饮片鉴别重视不够，这种状况与实际工作不够贴切。饮片是药材经过炮制加
工后的最终状态，其形态特征已发生很大改变，与原药材差别明显，更难以识别。
从某种意义上讲，饮片鉴别更为重要。这是编写本教材的初衷。2010 版《中国药
典》的颁行，记载了大量中药饮片的鉴别标准，这必将引起人们在中药行业对饮
片鉴别的重视。

中药鉴定的过硬功夫是实练出来的。如果不进行真做实练，见不到药材实
物，学生即使书背得滚瓜烂熟，也很难掌握药材特征而识别。“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行而知之”是教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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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想本书“图文并茂”，但考虑到学生一旦看过图片，有可能影响观察实物
的兴趣，故而舍去，而用于制作教学课件，这也是本书未置一图之原因。同时，本
书在饮片性状鉴别项借用表格形式记述，并用黑体字突出主要鉴别点( 经验之
谈) ;另有“观察要点记录”一项，学生可根据内容要点的引领，将药材图形、观察
到的特点、自己的新发现等记录于此，便于以后复习巩固。

编者长期从事中药鉴定教学与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借学校建设精品课程
之际，得以完成此教材。编写中得到教学校长沈军生、教务科领导王平、孟月丽、
薛彩莲等大力支持;焦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张洪海审阅了书稿; 焦作市爱心大
药房有限责任公司边新梅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敬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

编者
2013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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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主要介绍中药饮片的概念、炮制加工的目的、炮制对药材成分的

影响、中药饮片的储藏养护、中药饮片的质量标准、中药饮片的鉴别
方法等。

学习目标
通过课件演示与讲解，以及企业考察等，掌握中药饮片的概念、

中药饮片的鉴别方法; 熟悉中药饮片的储藏养护方法、质量标准; 了
解中药炮制加工的目的、炮制对药材成分的影响。

重点难点
饮片、炮制、质量标准的概念、中药饮片的鉴别方法及储藏养护

等主要内容。

一、中药饮片的概念

中药饮片是我国中药产业的三大支柱( 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 之一，是中医临床辨
证施治必需的传统武器，也是中成药的重要原料，其独特的炮制理论和方法，无不体现着古
老中医的精深智慧。随其炮制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已成为中医临床防病、治病的重要
手段。

中药饮片是中药材按照中医药理论、经过加工炮制后的，可直接用于中医临床的中药。
这个概念表明: 中药材、中药饮片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中药饮片可分为原形药材饮片和炮制
饮片。原形药材饮片指将药材经净制后的原药材，称为“净药材”或净品药材; 部分经产地
加工的中药切片( 包括切段、块、瓣、丝等) ，称生片; 经过净制切制( 在产地加工的基础上)
的饮片，又称“生品”;炮制饮片指经炮炙等加工的饮片，又称“制品或炙品”。经产地加工的
中药切片和原形药材饮片在管理上应视为中药材，只是根据中医药理论在配方、制剂时作饮
片理解。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中药饮片定义:“饮片系指药材经过炮制后，可
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制剂生产使用的处方药品。”这个概念应理解为: “根据调配或制剂的
需要，对经产地加工的净药材进一步切制、炮炙而成的成品称为中药饮片。”

二、中药炮制的目的

中药炮制是中药制药传统技术的统称，系指中药材经净制、切制或炮炙等加工处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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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规格的饮片，以满足医疗的需要，适应调剂和制剂的要求，保证用药的安全有效。其
目的:

1．提高纯净度 中药净制，主要为了除去杂质，保证药材洁净。药材中混存的杂质主
要有:

( 1) 来源与规定相同，但其性状或部位与规定不符。
( 2) 来源与规定不同的物质。
( 3) 无机杂质。
2．降低或消除毒副作用 有些药材具有一定毒性或副作用，内服不安全或产生不良反

应，这类药材经炮制后可以降低或消除其毒性和副作用。
3．便于调剂和制剂 药材经炮制后，制成饮片，用于调剂和制剂更加便利，主要体现在:
( 1) 药材的纯净度直接影响调剂和制剂配方的精确性，药材越纯净，配方越精确。
( 2) 许多药材在炮制过程中经过了切制，其形态以片、丝、块、段为主。此类形态便于调

配处方、配料混合和有效成分的提取。
( 3) 质地坚硬的药材，经过炮制后质地变得酥脆，有利于粉碎、调配及有效成分的煎出。
4．改变或缓和药性 性味偏盛的药材，在临床应用上会带来副作用，如大寒伤阳、大热

伤阴、过辛损津耗气、过甘生湿助满、过酸损齿伤筋、过苦伤胃耗液、过咸易助痰湿，等等。药
材经过炮制可以改变或缓和药性，更加适合临床的需要。例如:麻黄生用，辛散解表作用较
强，蜜炙后辛散作用缓和，止咳平喘作用增强。

5．引药归经，改变药材的作用部位和趋向 中医对于疾病的部位通常以经络、脏腑来归
纳，对中药的作用趋向以升、降、浮、沉来表示。药材通过炮制，可以引药归经，改变药材的作
用部位及趋向。如:香附、青皮等经醋炙后，有助于引药入肝，更好地治疗肝经疾病;黄檗性
寒而沉，生用苦燥，主清下焦湿热，多用于湿热下注所致的小便淋浊、足膝痿软等症，经黄酒
炙后，可清上焦湿热，且能入血分，治血分之病。

6．矫正不良气味，便于服用 有些药材具有特异的臭味，服用后常引起恶心、呕吐等，这
类药材用酒炙、醋炙、蜜炙、麸炒等方法炮制后，能够起到矫臭矫味的作用，达到便于服用的
目的。

7．利于储藏 药材经炮制后有利于储藏，这主要是因为:
( 1) 在炮制过程中，大多数药材须经过加热处理，加热也可以破坏酶的活性，防止药材

中的有效成分被酶分解 ( 如杏仁) ; 加热可以杀灭微生物，减少微生物污染，防止虫卵孵化
( 如桑螵蛸) 。

( 2) 在炮制过程中多数药材经过了干燥处理，使药材的含水量降低，有利于储藏。

三、中药饮片的真伪优劣

中药鉴别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解决中药质量的“真”和“优”，以保证流通领域中的药材名
实相符，价格合理; 保证临床用药的品种准确，进而达到中药的治疗安全有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中药真伪优劣的定义。
( 1) 假药的定义 药品管理法 4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①药品所含成分

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②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2



上篇 中药饮片鉴别基础知识

目前中药商品里的假药大多属于第②种情形。
药品管理法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假药论处: ①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

定禁止使用的;②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批准生产、进口的，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
检验即销售的;③变质的;④被污染的;⑤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
号的原料药生产的;⑥所标明的适应证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除第⑤种外，其他
情形都曾发生过。

( 2) 劣药的定义 药品管理法 49条规定:“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国家药品标准的，为劣
药。”《中国药典》规定了 168种药材及其制品有效成分最低含量。如“黄连含小檗碱不得少
于 3．6%”，如低于 3．6%便是劣药。此外药典对许多药材还规定了杂质、水分、浸出物、总灰
分、吸收度等检查项目，这些方面不符合药典标准的也应视为劣药。

药品管理法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劣药论处: ①未标明有效期或更改有效期
的;②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③超过有效期的;④直接接触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未经
批准的;⑤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 ⑥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
的。”由于目前绝大部分药材尚未规定有效期和生产批号，故药材中按劣药论处的主要指④
⑤ ⑥三种情形，如: 用装过有害物质的容器装药材，擅自添加着色剂，药材性状改变等。

2．中药的真、伪、优、劣 即指中药品种的真假和质量的好坏。
“真”，即正品，凡是国家药品标准所收载的中药均为正品:“伪”，即伪品，假药;凡是不

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规定中药的品种以及以非药品冒充中药或以他种药品冒充正品的均为
伪品。
“优”，即质量优良，是指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质量规定的各项指标的中药:“劣”，即劣药，

是指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质量规定的中药。
3．当前中药材的真伪问题的原因
( 1) 以他种药材伪充此种药材。
( 2) 一些名称相近或外形相似或基原相近的品种之间产生混乱。
( 3) 个别人有意作假，以假充真。
( 4) 地区习用药材流出本地区外，造成混乱。
( 5) 误种、误采、误收、误售、误用。
4．影响中药质量的主要因素 ①品种;②栽培;③产地;④采收加工;⑤储藏;⑥运输;⑦

非药用部位超标;⑧个别药材经提取部分成分后再流入市场等;⑨缺乏内在质量控制指标。
5．中药质量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有效成分或有效物质群的含量 对中药质量的科学评价

目前常以其有效成分的含量、稳定性、安全性为指标( 三指标) 。
6．合格药材的质量差异 排除假药、劣药后的正品药材，仍有质量高低之分，体现这种

质量差异的就是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关于规格等级的概念，《七十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做了说明:“人为改变原生药状态

的为‘规格’;区分大小、好次的为‘等级’。”目前只有 76种药材商品有全国统一的规格等级
标准，其他药材规格等级标准根据产地习惯各行其是。

规格等级是药材质量的标志，也是药材商品定价的依据，目前国内外药材贸易仍是“按
质论价”，规格等级有其存在的理由。本教材中按传统习惯记述以何种性状特征“为佳”，供
判断药材质量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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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药饮片的储藏养护

( 一) 常用的饮片养护方法
有石灰干燥法、酒精防虫法、化学药品灭虫法( 硫黄熏蒸法) 、气调法、对抗储藏法和冷

藏法等。中药饮片库房一般要求干燥通风，避免日光直射，室内温度不超过 20 ℃，相对湿度
45%～75%，饮片含水量控制在 13%以下( 特殊饮片除外) 。现分述如下:

1．含淀粉多的药材 如泽泻、山药、葛根、黄芪等切成饮片后要及时干燥，储存在通风、
干燥、阴凉处，且防虫蛀、防潮。

2．含挥发油多的药材 如薄荷、当归、木香、川芎等切成饮片后，干燥温度小于 30 ℃，如
大于 30 ℃则损失有效成分。储藏时环境温度不能太高，否则易散失香气或泛油;湿度太大
易吸湿霉变和虫蛀，应置阴凉干燥处保存。

3．含糖分及黏液质较多的饮片 如肉苁蓉、熟地黄、天冬、党参等，炮制后不易干燥，在
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极易变软发黏，易被污染，应防霉、防虫蛀，置通风干燥处储藏。

4．种子类药材 经炒制后增加了香气，如紫苏子、柏子仁、莱菔子、薏苡仁等，应储藏缸
罐中封闭保管，防虫害及鼠咬。

5．酒制饮片 如当归、常山、大黄等，以及醋制饮片，如芜花、大戟、香附、甘遂等均储于
密闭容器中，置阴凉处。

6．盐炙的饮片 如泽泻、知母、车前子、巴戟天等，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湿气，易受潮变
软，若温度高，其中水分散失则盐析出。故应储于密闭容器内，置通风干燥处以防受潮。

7．经蜜炙的饮片 如款冬花、甘草、枇杷叶等，炮制后糖分大，较难干燥，特别容易受潮
变软或粘连成团且易被污染、虫蛀、霉变及鼠咬，应储于缸罐内，尽量密闭以免吸潮，置通风
干燥处保存养护。

8．某些矿物类饮片 如硼砂、芒硝等在干燥空气中，容易失去结晶水而风化，故应储于
密封的缸罐中，置于阴凉处养护。

( 二) 中药饮片储藏中的变异现象
1．虫蛀 虫蛀是指饮片被成虫蛀蚀的现象。饮片中含淀粉、糖、脂肪、蛋白质等成分，有

利于害虫的生长繁殖，故最易生虫，如白芷、北沙参、娑罗子、前胡、大黄、桑螵蛸等。
2．发霉 发霉，又称霉变，是指饮片受潮后在适宜温度条件下，霉菌在其表面或内部寄

生和繁殖所致的发霉现象，对饮片储藏危害最大。我国地处温带，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夏
季炎热、潮湿，饮片最易发霉。如车前草、马齿苋、独活、紫菀等。

3．泛油 泛油，俗称“走油”，是指因饮片中所含挥发油、油脂、糖类等，在受热或受潮时
其表面返软、发黏、颜色变浑、呈现油状物质并发出油败气味的现象。饮片泛油是一种酸败
变质现象，影响疗效，甚至可产生不良反应。含油脂多的饮片，常因受热而使其内部油脂易
于溢出表面而造成走油现象，如柏子仁、桃仁、杏仁、炒苏子、当归、丁香、炒酸枣仁、炒莱菔子
等。含糖量多的饮片，常因受潮造成返软而“走油”，如牛膝、麦冬、天冬、熟地黄、黄精等。

4．变色 变色是指饮片的色泽起了变化，如由浅变深或由鲜变暗等。由于保管不善，某
些药物的颜色由浅变深，如泽泻、白芷、山药、天花粉等，由白色变为黄色;有些药物由鲜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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