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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鉴定技术》是中等医药职业学校中药类专业和医药营销专业、药剂专业开设的核
心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掌握常用中药材的鉴定技术，具有鉴别中药真伪优
劣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而适应中药调剂、采购验收、仓储销售、检验等岗位的要求。

本教材的编写模式打破了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课程模式，采用了项目
教学的课程模式，把学习内容分割成多个项目，每个项目下设置多个任务，每个任务再分
割成多个活动，学生通过完成具体的活动版块，进而学习和构建本课程相关知识。根据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科学设计教学过程，采取以学生为主体参与教学过程，教
师引导、启发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开拓创新的能力及团队协作意识。

本教材共包括１６个学习项目，通过项目驱动和任务分解，使学生由点到面完成本课
程的系统学习，使学生能了解中药鉴定在中药相关工作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学会基本的
中药鉴定的方法，并能够对常见的中药进行真伪优劣的鉴别，为今后从事中药鉴定、药品
营销等相关工作打下知识基础。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全面提高素质，增强适应职业变化
的能力和继续学习的能力。另外，本教材附有大量的中药材实拍图片，并且有针对各个
药材的传说故事和案例分析，每味药材还有知识拓展内容，增加了教材的可读性，拓宽了
学生知识面。每个项目附有实验和实训活动，并增加目标检测，便于学生对该项目内容
进行总结巩固。

本教材编者均为执业药师或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确保
了本教材的编写内容与实际工作情况接轨。编写人员分工如下：河南省医药学校许倩负
责项目一、项目二、项目三、项目四、项目六、项目七；河南中医学院陈随清负责项目十一；
河南省医药学校丁方负责项目五、项目十五、项目十六；河南开封第二中医院刘晓军负责
项目八、项目九、项目十二、项目十三；黄河科技学院医学院贾安负责项目十四；河南省医
药学校吴妍负责项目六、项目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吸收、借鉴了其中的思路和观点，在此
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的经验、水平及时间限制，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敬请各位专家、广大
师生、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５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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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中药鉴定学的定义和任务

项目简介
本项目共完成两个任务。任务一通过活动使同学们熟知中药鉴

定学的含义，知晓中药鉴定学研究对象以及中药鉴定学研究的方法和
内容。任务二通过四个活动使同学们掌握中药鉴定学的四大任务，本
项目最后通过目标检测，加强同学们对所学知识的记忆。

任务一　中药鉴定学的概念

学习目标
熟知中药鉴定学的含义。

了解中药鉴定学研究的对象。

熟知中药鉴定学研究方法和内容。

活动　中药鉴定学的定义

你对所购买的商品是否进行过鉴定？

什么是中药鉴定？

中药鉴定学的定义：中药鉴定学是鉴定和研究中药的品种和质量，制定中药质量标
准，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应用学科。

中药鉴定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于临床防治疾病的药物，包括中
药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中药鉴定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中药鉴定学是在继承中医药学遗产和传统鉴别经验



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方法和技术，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药的历史、

来源、品种形态、性状、显微特征、理化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即鉴定和研究中药的真实
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建立规范化的质量标准以及寻找新药和扩大药源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以确保中药品种正确、质量优良、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简而言之，这是一门对中药
进行“保质、寻新、整理、提高”的学科。

任务二　中药鉴定学的任务

学习目标
掌握中药鉴定学的任务。

熟知中药品种混乱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熟知对中药的质量进行科学评价的指标体系。

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以下简称《中国药典》）药材
和饮片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知晓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途径。

中药鉴定学当前的主要任务包括：考证和整理中药品种，发掘中药学遗产；鉴定中药
的真伪、优劣，确保中药质量；研究和制定中药质量标准；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活动一　考证和整理中药品种

当前中药市场的中药品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保证中药质量的前提是什么？

中药的品种问题直接关系到中药的质量，一药多基源中，不同的品种质量有差异，造
成中药质量控制困难，临床疗效难以保证。中药的品种正确是保证中药质量的前提，如
何确定中药是否正品，成为中药研究工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

１．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象普遍存在　如贯众有１１科５８种原植物；而人参在历代
本草中有３０余个别名。

２

　　　　　　中药鉴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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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草记载不详，造成后世品种混乱　如白头翁，《本草经集注》载：“处处有之，近根
处有白茸，状如白头老翁，故以为名。”从而造成了自古至今凡是“近根处有白茸”的植物
都被混作白头翁，使其来源不下３０种，分别属于毛茛科、蔷薇科、石竹科、菊科等不同科
的植物。

３．有的中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品种发生了变迁　如始载于《名医别录》的白附子，在
历代本草中均为毛茛科植物黄花乌头的块根，而近代绝大部分地区则用天南星科植物独
角莲的块根作白附子，二者的来源、性状和成分等均不相同，疗效各异，如何变迁的，尚待
深入研究。

４．一药多基源情况较为普遍　２０１０年版《中国药典》收载的常用中药中有不少来源
于数种不同的原植物和原动物（如川贝母、石决明）。小通草来源于不同科属的３种原植
物，老鹳草来源于同科不同属的原植物。这就造成中药质量控制困难，临床疗效参差
不齐。

（二）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题的途径

解决途径主要有：①加强本草考证，以求正本清源；②对中药进行系统的品种整理和
质量研究；③力求一物一名、一名一物；④查考地方史志。

总之，中药品种的考证与整理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对澄清中药品种混乱，从源头
上保证中药的品种准确，质量优良、稳定、可控，以及继承与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开发新
药源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用价值。

根据以上学习资料及通过媒体资源所掌握的知识完成表１－１。

表１－１　学习讨论

议题 结论

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的主要原因

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题的途径

活动二　鉴定中药的真伪优劣

影响中药真伪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是如何对中药的质量进行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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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真伪优劣，即中药品种的真假和质量的好坏。“真”即正品，凡是国家药品标
准所收载的品种均为正品；“伪”即伪品，凡是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品种以及以非
药品或他种药品冒充正品的均为伪品。“优”是指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各项质量指
标的药品；“劣”是指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各项质量指标的药品。中药品种不真或
质量低劣，会造成科研成果、药品生产和临床疗效的失败，轻则造成经济损失，重则误病
害人。

（一）鉴定中药品种的真伪

当前药材与饮片假冒伪劣的表现形式见表１－２。

表１－２　药材与饮片假冒伪劣的表现形式

形式 实例

１．以相对价廉的他种药材伪充此种药材 人参伪充西洋参、水半夏伪充半夏

２．有意造假，以假充真 参薯的块茎充山药

３．掺伪 在海金沙、蒲黄中掺黄土

４．药材提取部分成分后再流入市场 红花、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５．染色 五味子、黄柏、黄连等

６．一些名称相近、外形相似或基原相近的品种之间产

生混乱
木香与川木香、苦杏仁与桃仁

７．误种、误采、误收、误售、误用 金钱草误采为风寒草

（二）鉴定中药质量的优劣

中药质量的优劣，关系到中药临床的有效性、安全性、稳定性和中药的标准化、国际
化等大问题。

中药质量的优劣主要表现为有效成分或有效物质群含量的高低、有效成分之间的比
例关系、有害物质存在情况以及中药的纯净度等。

对中药质量的科学评价，除临床疗效、性状鉴别外，目前常以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有
害物质的限量指标和涉及中药纯净度检查的各项指标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
有效性、安全性。

有一些药材和饮片有效成分尚不明或暂难建立含量测定方法的，常用浸出物测定法
来评价其质量。

根据以上学习资料及通过媒体资源所掌握的知识完成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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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学习讨论

议题 结论

药材与饮片假冒伪劣的表现形式

对中药质量的科学评价的指标

活动三　研究和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

对中药进行安全性检测的指标有哪些？

对中药进行纯度检测的指标有哪些？

一、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的目的意义

中药品种的真伪和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与生命安危，制定中药规范化的
质量标准对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稳定、均一、可控，促进中药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
化具有重要意义。

凡正式批准生产的中药（包括药材、饮片及中成药）都要制定质量标准。《中国药典》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是我国法定的药品标准，其中中药标准是国家对中
药质量及其检验方法所做的技术规定，是药品监督管理的技术依据，是中药生产、经营、

使用、检验和监督管理部门共同遵循的法定依据。

二、制定中药质量标准的原则

制定中药质量标准应充分体现“安全有效、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原则。中药质量
标准包括药材、饮片和中成药的质量标准，要求中药的来源要正确，中成药处方要固定，

采收加工、炮制方法或生产工艺要固定，临床疗效要确定，对有害物质要限量检查，对有
效成分或有效物质群有定性鉴别和含量测定等。

三、《中国药典》药材及饮片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在２０１０年版《中国药典》中，药材及饮片质量标准规定的项目有：名称、来源、性状、

鉴别、检查、浸出物、含量测定、炮制、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注意及贮
藏等。

１．名称　药材的名称包括中文名、汉语拼音、药材拉丁名，均应按中药有关命名原则
要求制定。

２．来源　包括药材原植（动）物的科名、植（动）物名、拉丁学名、药用部位（矿物药包括

５

项目一　中药鉴定学的定义和任务　　　　　　



该矿物的类、族、矿石名或岩石名、主要成分）、采收季节和产地加工等。
一个药材有多种植（动）物来源的，《中国药典》收选其中的主流品种，并将质量好、产

量大、使用面广的排列在前。

３．性状　系指药材的形状、大小、色泽、表面、质地、断面、气、味等特征。描述一般以
完整的干燥药材为主。对多来源的药材，其性状无明显区别者，一般合并描述；性状有明
显区别者，分别描述。根据植物品种的排列顺序，第一种药材全面描述，其他只分别描述
与第一种的不同点。描述要突出主要特征，文字简练，术语规范，描述确切。

４．鉴别　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包括组织、粉末或表面制片，显微化学等鉴别特
征）、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色谱、光谱等鉴别方法）。选用方法要求专属、灵敏、快
速、简便。

５．检查　检查项下规定的各项是指药品在加工、生产和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的需要
控制的物质或物理参数，包括安全性、有效性、均一性与纯度要求四个方面。如杂质、水
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量、黄曲霉毒素、二氧化硫、毒性
成分的限量检查等。

６．浸出物　测定包括水溶性、醇溶性及醚溶性浸出物测定。可参照《中国药典》附录
浸出物测定要求，结合用药习惯、药材质地及已知的化学成分类别等选定适宜的溶剂，测
定其浸出物含量以控制质量，并以药材的干燥品计算。

７．含量测定　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临床疗效，凡已知有效成分、毒性成分及能反
映药材内在质量的指标成分的，均应建立含量测定项目。含挥发油的药材，可规定挥发
油含量。

８．炮制　包括净制、切制、炮炙。根据用药需要进行炮制的品种，应制定合理的加工
炮制工艺，明确辅料用量和炮制品的质量要求。

９．性味　按中医理论对该药材性能的概括，先“味”后“性”，再列“归经”。有毒的药
材，亦在此项内注明“有小毒”“有毒”“有大毒”，以引起注意。

１０．功能与主治　根据传统用药的经验，以中医或民族医药理论所做的概括性描述，
作为临床用药的指导。

１１．用法与用量　除有特殊用法的予以注明外，其他均指水煎内服；用量系指成人一
日常用剂量，必要时根据医疗需要酌情增减。

１２．注意　用药注意事项，系指主要的禁忌和不良反应。属中医一般常规禁忌者
从略。

１３．贮藏　药材贮存与保管的基本要求。

根据以上学习资料及通过媒体资源所掌握的知识完成表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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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学习讨论

议题 结论

形状鉴定的内容

检查项下的常见物质有

浸出物测定的方法有

哪些成分需要进行含量测定

活动四　寻找和扩大新的药源

目前我国现有的中药资源有多少？

我们如何去扩大现有的中药资源呢？

“资源”是指可供利用的天然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中药资源包括植物药资源、动物
药资源和矿物药资源，又分为天然中药资源和人工栽培或饲养的药用植物、动物资源。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表明：我国现有中药资源达１２　８０７种，其中植物药１１　１４６种，占

８７％；动物药１　５８１种，占１２％；矿物药８０种，不足１％。在这些种类中，传统中药约

１　２００种。其中，常用中药约６００余种，民族药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种，其余为民间草药。丰富的
天然资源是药材的主要来源之一。

一、中药的资源

１．天然中药资源　我国丰富的天然中药资源是中药材的主要来源之一，我国经营的
商品药材中，野生药材品种约占总数的８０％，约占收购量的６０％。

２．种植和养殖的中药资源　近年来，大宗药材和道地药材的种养面积和品种均得到
了较大的发展，据粗略统计，种植与养殖的药材品种约占总数的２０％，约占收购量的

４０％。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的施行，促进了许多大宗药材
和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和养殖，如三七、人参、黄连、板蓝根、黄芪、党参、天麻、附子、当
归、川芎、厚朴、杜仲、黄柏、金银花、红花、砂仁、茯苓、灵芝、鹿茸、珍珠等的种植与养殖，
提高了药材质量，推动了商品药材生产。

二、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为了合理地利用野生资源，保护珍稀濒危物种，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国家颁
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范化文件。１９８４年发布了第一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共

３５４种，其中药用种类１６３种。１９８７年发布了第二批《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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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４００种。

三、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方法（表１－５）

表１－５　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方法

方法 实例

１．进行全国性药源普查，寻找新的中药资源 新疆的阿魏、西藏的胡黄连等

２．根据生物的亲缘关系寻找新药源 金银花

３．从民族药或民间药中寻找新药源 沙棘、灯盏细辛、鱼腥草

４．以有效成分为线索，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麝香（违禁品）中的麝香酮

５．以药理筛选结合临床疗效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唐松草新碱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活性

６．根据植物生长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去寻找和扩

大新药源
沉香

７．用新技术、新方法扩大新药源 杜仲、黄柏、人参、三七

８．开展综合利用，扩大新药源 黄连的须根、茎、叶均含丰富的小檗碱

根据以上学习资料及通过媒体资源所掌握的知识完成表１－６。

表１－６　学习讨论

议题 结论

我国现有的中药资源情况

通过全国药源普查，发现的新药有哪些

从民族药和民间药中发现的新药有哪些

以有效成分为线索发现的新药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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