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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中药鉴定学的任务 （１３）⋯⋯⋯⋯⋯⋯⋯⋯⋯⋯⋯⋯⋯⋯⋯⋯⋯⋯⋯⋯⋯⋯⋯

　　一、考证和整理中药品种，发掘祖国药学遗产 （１３）⋯⋯⋯⋯⋯⋯⋯⋯⋯⋯⋯⋯⋯⋯

　　二、鉴定中药真伪优劣，确保中药质量 （１５）⋯⋯⋯⋯⋯⋯⋯⋯⋯⋯⋯⋯⋯⋯⋯⋯⋯

　　三、研究和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 （１６）⋯⋯⋯⋯⋯⋯⋯⋯⋯⋯⋯⋯⋯⋯⋯⋯⋯⋯

　　四、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１７）⋯⋯⋯⋯⋯⋯⋯⋯⋯⋯⋯⋯⋯⋯⋯⋯⋯⋯⋯⋯⋯⋯⋯⋯

第二章　中药鉴定学的发展史 （１９）⋯⋯⋯⋯⋯⋯⋯⋯⋯⋯⋯⋯⋯⋯⋯⋯⋯⋯⋯⋯⋯⋯⋯

　第一节　古代中药鉴定知识与本草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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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家为中药鉴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２）⋯⋯⋯⋯⋯⋯⋯⋯⋯⋯⋯⋯⋯⋯⋯

　　三、中药鉴定研究方法和技术不断提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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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药 类

第六章　根及根茎类中药 （４９）⋯⋯⋯⋯⋯⋯⋯⋯⋯⋯⋯⋯⋯⋯⋯⋯⋯⋯⋯⋯⋯⋯⋯⋯⋯

　第一节　根类中药 （４９）⋯⋯⋯⋯⋯⋯⋯⋯⋯⋯⋯⋯⋯⋯⋯⋯⋯⋯⋯⋯⋯⋯⋯⋯⋯⋯⋯

　　一、性状鉴别 （４９）⋯⋯⋯⋯⋯⋯⋯⋯⋯⋯⋯⋯⋯⋯⋯⋯⋯⋯⋯⋯⋯⋯⋯⋯⋯⋯⋯⋯

　　二、显微鉴别 （５０）⋯⋯⋯⋯⋯⋯⋯⋯⋯⋯⋯⋯⋯⋯⋯⋯⋯⋯⋯⋯⋯⋯⋯⋯⋯⋯⋯⋯

　第二节　根茎类中药 （５１）⋯⋯⋯⋯⋯⋯⋯⋯⋯⋯⋯⋯⋯⋯⋯⋯⋯⋯⋯⋯⋯⋯⋯⋯⋯⋯

　　一、性状鉴别 （５１）⋯⋯⋯⋯⋯⋯⋯⋯⋯⋯⋯⋯⋯⋯⋯⋯⋯⋯⋯⋯⋯⋯⋯⋯⋯⋯⋯⋯

　　二、显微鉴别 （５１）⋯⋯⋯⋯⋯⋯⋯⋯⋯⋯⋯⋯⋯⋯⋯⋯⋯⋯⋯⋯⋯⋯⋯⋯⋯⋯⋯⋯

　　狗脊 （５２）⋯⋯⋯⋯⋯⋯⋯⋯⋯⋯⋯⋯⋯⋯⋯⋯⋯⋯⋯⋯⋯⋯⋯⋯⋯⋯⋯⋯⋯⋯⋯⋯

　　绵马贯众 （５３）⋯⋯⋯⋯⋯⋯⋯⋯⋯⋯⋯⋯⋯⋯⋯⋯⋯⋯⋯⋯⋯⋯⋯⋯⋯⋯⋯⋯⋯⋯

　

　　注：标有 “”的药 材，附 有 伪 品 （或 掺 伪 品、混 淆 品、劣 质 品、代 用 品、人 工 合 成 品、培 育

品）。

　　大黄 （５４）⋯⋯⋯⋯⋯⋯⋯⋯⋯⋯⋯⋯⋯⋯⋯⋯⋯⋯⋯⋯⋯⋯⋯⋯⋯⋯⋯⋯⋯⋯⋯

　　虎杖 （５５）⋯⋯⋯⋯⋯⋯⋯⋯⋯⋯⋯⋯⋯⋯⋯⋯⋯⋯⋯⋯⋯⋯⋯⋯⋯⋯⋯⋯⋯⋯⋯⋯

　　何首乌 （５５）⋯⋯⋯⋯⋯⋯⋯⋯⋯⋯⋯⋯⋯⋯⋯⋯⋯⋯⋯⋯⋯⋯⋯⋯⋯⋯⋯⋯⋯⋯

　　牛膝 （５７）⋯⋯⋯⋯⋯⋯⋯⋯⋯⋯⋯⋯⋯⋯⋯⋯⋯⋯⋯⋯⋯⋯⋯⋯⋯⋯⋯⋯⋯⋯⋯⋯

　　川牛膝 （５７）⋯⋯⋯⋯⋯⋯⋯⋯⋯⋯⋯⋯⋯⋯⋯⋯⋯⋯⋯⋯⋯⋯⋯⋯⋯⋯⋯⋯⋯⋯⋯

　　商陆 （５７）⋯⋯⋯⋯⋯⋯⋯⋯⋯⋯⋯⋯⋯⋯⋯⋯⋯⋯⋯⋯⋯⋯⋯⋯⋯⋯⋯⋯⋯⋯⋯⋯

　　银柴胡 （５８）⋯⋯⋯⋯⋯⋯⋯⋯⋯⋯⋯⋯⋯⋯⋯⋯⋯⋯⋯⋯⋯⋯⋯⋯⋯⋯⋯⋯⋯⋯⋯

　　太子参 （５８）⋯⋯⋯⋯⋯⋯⋯⋯⋯⋯⋯⋯⋯⋯⋯⋯⋯⋯⋯⋯⋯⋯⋯⋯⋯⋯⋯⋯⋯⋯⋯

　　威灵仙 （５９）⋯⋯⋯⋯⋯⋯⋯⋯⋯⋯⋯⋯⋯⋯⋯⋯⋯⋯⋯⋯⋯⋯⋯⋯⋯⋯⋯⋯⋯⋯⋯

　　川乌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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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乌 （６０）⋯⋯⋯⋯⋯⋯⋯⋯⋯⋯⋯⋯⋯⋯⋯⋯⋯⋯⋯⋯⋯⋯⋯⋯⋯⋯⋯⋯⋯⋯⋯⋯

　　附子 （６１）⋯⋯⋯⋯⋯⋯⋯⋯⋯⋯⋯⋯⋯⋯⋯⋯⋯⋯⋯⋯⋯⋯⋯⋯⋯⋯⋯⋯⋯⋯⋯⋯

　　白芍 （６２）⋯⋯⋯⋯⋯⋯⋯⋯⋯⋯⋯⋯⋯⋯⋯⋯⋯⋯⋯⋯⋯⋯⋯⋯⋯⋯⋯⋯⋯⋯⋯⋯

　　赤芍 （６３）⋯⋯⋯⋯⋯⋯⋯⋯⋯⋯⋯⋯⋯⋯⋯⋯⋯⋯⋯⋯⋯⋯⋯⋯⋯⋯⋯⋯⋯⋯⋯⋯

　　黄连 （６３）⋯⋯⋯⋯⋯⋯⋯⋯⋯⋯⋯⋯⋯⋯⋯⋯⋯⋯⋯⋯⋯⋯⋯⋯⋯⋯⋯⋯⋯⋯⋯⋯

　　防己 （６４）⋯⋯⋯⋯⋯⋯⋯⋯⋯⋯⋯⋯⋯⋯⋯⋯⋯⋯⋯⋯⋯⋯⋯⋯⋯⋯⋯⋯⋯⋯⋯⋯

　　北豆根 （６５）⋯⋯⋯⋯⋯⋯⋯⋯⋯⋯⋯⋯⋯⋯⋯⋯⋯⋯⋯⋯⋯⋯⋯⋯⋯⋯⋯⋯⋯⋯⋯

　　延胡索 （６５）⋯⋯⋯⋯⋯⋯⋯⋯⋯⋯⋯⋯⋯⋯⋯⋯⋯⋯⋯⋯⋯⋯⋯⋯⋯⋯⋯⋯⋯⋯⋯

　　板蓝根 （６６）⋯⋯⋯⋯⋯⋯⋯⋯⋯⋯⋯⋯⋯⋯⋯⋯⋯⋯⋯⋯⋯⋯⋯⋯⋯⋯⋯⋯⋯⋯⋯

　　地榆 （６７）⋯⋯⋯⋯⋯⋯⋯⋯⋯⋯⋯⋯⋯⋯⋯⋯⋯⋯⋯⋯⋯⋯⋯⋯⋯⋯⋯⋯⋯⋯⋯

　　苦参 （６８）⋯⋯⋯⋯⋯⋯⋯⋯⋯⋯⋯⋯⋯⋯⋯⋯⋯⋯⋯⋯⋯⋯⋯⋯⋯⋯⋯⋯⋯⋯⋯

　　山豆根 （６９）⋯⋯⋯⋯⋯⋯⋯⋯⋯⋯⋯⋯⋯⋯⋯⋯⋯⋯⋯⋯⋯⋯⋯⋯⋯⋯⋯⋯⋯⋯⋯

　　葛根 （６９）⋯⋯⋯⋯⋯⋯⋯⋯⋯⋯⋯⋯⋯⋯⋯⋯⋯⋯⋯⋯⋯⋯⋯⋯⋯⋯⋯⋯⋯⋯⋯⋯

　　甘草 （６９）⋯⋯⋯⋯⋯⋯⋯⋯⋯⋯⋯⋯⋯⋯⋯⋯⋯⋯⋯⋯⋯⋯⋯⋯⋯⋯⋯⋯⋯⋯⋯

　　黄芪 （７１）⋯⋯⋯⋯⋯⋯⋯⋯⋯⋯⋯⋯⋯⋯⋯⋯⋯⋯⋯⋯⋯⋯⋯⋯⋯⋯⋯⋯⋯⋯⋯

　　远志 （７２）⋯⋯⋯⋯⋯⋯⋯⋯⋯⋯⋯⋯⋯⋯⋯⋯⋯⋯⋯⋯⋯⋯⋯⋯⋯⋯⋯⋯⋯⋯⋯⋯

　　白蔹 （７２）⋯⋯⋯⋯⋯⋯⋯⋯⋯⋯⋯⋯⋯⋯⋯⋯⋯⋯⋯⋯⋯⋯⋯⋯⋯⋯⋯⋯⋯⋯⋯⋯

　　人参 （７２）⋯⋯⋯⋯⋯⋯⋯⋯⋯⋯⋯⋯⋯⋯⋯⋯⋯⋯⋯⋯⋯⋯⋯⋯⋯⋯⋯⋯⋯⋯⋯

　　西洋参 （７４）⋯⋯⋯⋯⋯⋯⋯⋯⋯⋯⋯⋯⋯⋯⋯⋯⋯⋯⋯⋯⋯⋯⋯⋯⋯⋯⋯⋯⋯⋯

　　三七 （７５）⋯⋯⋯⋯⋯⋯⋯⋯⋯⋯⋯⋯⋯⋯⋯⋯⋯⋯⋯⋯⋯⋯⋯⋯⋯⋯⋯⋯⋯⋯⋯

　　白芷 （７７）⋯⋯⋯⋯⋯⋯⋯⋯⋯⋯⋯⋯⋯⋯⋯⋯⋯⋯⋯⋯⋯⋯⋯⋯⋯⋯⋯⋯⋯⋯⋯⋯

　　当归 （７８）⋯⋯⋯⋯⋯⋯⋯⋯⋯⋯⋯⋯⋯⋯⋯⋯⋯⋯⋯⋯⋯⋯⋯⋯⋯⋯⋯⋯⋯⋯⋯⋯

　　羌活 （７９）⋯⋯⋯⋯⋯⋯⋯⋯⋯⋯⋯⋯⋯⋯⋯⋯⋯⋯⋯⋯⋯⋯⋯⋯⋯⋯⋯⋯⋯⋯⋯⋯

　　前胡 （７９）⋯⋯⋯⋯⋯⋯⋯⋯⋯⋯⋯⋯⋯⋯⋯⋯⋯⋯⋯⋯⋯⋯⋯⋯⋯⋯⋯⋯⋯⋯⋯⋯

　　川芎 （８０）⋯⋯⋯⋯⋯⋯⋯⋯⋯⋯⋯⋯⋯⋯⋯⋯⋯⋯⋯⋯⋯⋯⋯⋯⋯⋯⋯⋯⋯⋯⋯⋯

　　藁本 （８１）⋯⋯⋯⋯⋯⋯⋯⋯⋯⋯⋯⋯⋯⋯⋯⋯⋯⋯⋯⋯⋯⋯⋯⋯⋯⋯⋯⋯⋯⋯⋯⋯

　　防风 （８１）⋯⋯⋯⋯⋯⋯⋯⋯⋯⋯⋯⋯⋯⋯⋯⋯⋯⋯⋯⋯⋯⋯⋯⋯⋯⋯⋯⋯⋯⋯⋯⋯

　　柴胡 （８２）⋯⋯⋯⋯⋯⋯⋯⋯⋯⋯⋯⋯⋯⋯⋯⋯⋯⋯⋯⋯⋯⋯⋯⋯⋯⋯⋯⋯⋯⋯⋯

　　北沙参 （８３）⋯⋯⋯⋯⋯⋯⋯⋯⋯⋯⋯⋯⋯⋯⋯⋯⋯⋯⋯⋯⋯⋯⋯⋯⋯⋯⋯⋯⋯⋯⋯

　　龙胆 （８３）⋯⋯⋯⋯⋯⋯⋯⋯⋯⋯⋯⋯⋯⋯⋯⋯⋯⋯⋯⋯⋯⋯⋯⋯⋯⋯⋯⋯⋯⋯⋯

　　秦艽 （８５）⋯⋯⋯⋯⋯⋯⋯⋯⋯⋯⋯⋯⋯⋯⋯⋯⋯⋯⋯⋯⋯⋯⋯⋯⋯⋯⋯⋯⋯⋯⋯⋯

　　徐长卿 （８５）⋯⋯⋯⋯⋯⋯⋯⋯⋯⋯⋯⋯⋯⋯⋯⋯⋯⋯⋯⋯⋯⋯⋯⋯⋯⋯⋯⋯⋯⋯⋯

　　紫草 （８５）⋯⋯⋯⋯⋯⋯⋯⋯⋯⋯⋯⋯⋯⋯⋯⋯⋯⋯⋯⋯⋯⋯⋯⋯⋯⋯⋯⋯⋯⋯⋯⋯

　　丹参 （８７）⋯⋯⋯⋯⋯⋯⋯⋯⋯⋯⋯⋯⋯⋯⋯⋯⋯⋯⋯⋯⋯⋯⋯⋯⋯⋯⋯⋯⋯⋯⋯⋯

　　黄芩 （８８）⋯⋯⋯⋯⋯⋯⋯⋯⋯⋯⋯⋯⋯⋯⋯⋯⋯⋯⋯⋯⋯⋯⋯⋯⋯⋯⋯⋯⋯⋯⋯⋯

　　玄参 （８８）⋯⋯⋯⋯⋯⋯⋯⋯⋯⋯⋯⋯⋯⋯⋯⋯⋯⋯⋯⋯⋯⋯⋯⋯⋯⋯⋯⋯⋯⋯⋯⋯

　　地黄 （８９）⋯⋯⋯⋯⋯⋯⋯⋯⋯⋯⋯⋯⋯⋯⋯⋯⋯⋯⋯⋯⋯⋯⋯⋯⋯⋯⋯⋯⋯⋯⋯⋯

　　胡黄连 （９０）⋯⋯⋯⋯⋯⋯⋯⋯⋯⋯⋯⋯⋯⋯⋯⋯⋯⋯⋯⋯⋯⋯⋯⋯⋯⋯⋯⋯⋯⋯⋯

　　巴戟天 （９０）⋯⋯⋯⋯⋯⋯⋯⋯⋯⋯⋯⋯⋯⋯⋯⋯⋯⋯⋯⋯⋯⋯⋯⋯⋯⋯⋯⋯⋯⋯



　 ６　　　　 · 中药鉴定学部分 ·
·····················································

　　茜草 （９１）⋯⋯⋯⋯⋯⋯⋯⋯⋯⋯⋯⋯⋯⋯⋯⋯⋯⋯⋯⋯⋯⋯⋯⋯⋯⋯⋯⋯⋯⋯⋯⋯

　　续断 （９２）⋯⋯⋯⋯⋯⋯⋯⋯⋯⋯⋯⋯⋯⋯⋯⋯⋯⋯⋯⋯⋯⋯⋯⋯⋯⋯⋯⋯⋯⋯⋯⋯

　　天花粉 （９２）⋯⋯⋯⋯⋯⋯⋯⋯⋯⋯⋯⋯⋯⋯⋯⋯⋯⋯⋯⋯⋯⋯⋯⋯⋯⋯⋯⋯⋯⋯⋯

　　桔梗 （９２）⋯⋯⋯⋯⋯⋯⋯⋯⋯⋯⋯⋯⋯⋯⋯⋯⋯⋯⋯⋯⋯⋯⋯⋯⋯⋯⋯⋯⋯⋯⋯⋯

　　党参 （９３）⋯⋯⋯⋯⋯⋯⋯⋯⋯⋯⋯⋯⋯⋯⋯⋯⋯⋯⋯⋯⋯⋯⋯⋯⋯⋯⋯⋯⋯⋯⋯⋯

　　南沙参 （９４）⋯⋯⋯⋯⋯⋯⋯⋯⋯⋯⋯⋯⋯⋯⋯⋯⋯⋯⋯⋯⋯⋯⋯⋯⋯⋯⋯⋯⋯⋯⋯

　　木香 （９５）⋯⋯⋯⋯⋯⋯⋯⋯⋯⋯⋯⋯⋯⋯⋯⋯⋯⋯⋯⋯⋯⋯⋯⋯⋯⋯⋯⋯⋯⋯⋯⋯

　　川木香 （９５）⋯⋯⋯⋯⋯⋯⋯⋯⋯⋯⋯⋯⋯⋯⋯⋯⋯⋯⋯⋯⋯⋯⋯⋯⋯⋯⋯⋯⋯⋯⋯

　　白术 （９６）⋯⋯⋯⋯⋯⋯⋯⋯⋯⋯⋯⋯⋯⋯⋯⋯⋯⋯⋯⋯⋯⋯⋯⋯⋯⋯⋯⋯⋯⋯⋯⋯

　　苍术 （９７）⋯⋯⋯⋯⋯⋯⋯⋯⋯⋯⋯⋯⋯⋯⋯⋯⋯⋯⋯⋯⋯⋯⋯⋯⋯⋯⋯⋯⋯⋯⋯⋯

　　紫菀 （９８）⋯⋯⋯⋯⋯⋯⋯⋯⋯⋯⋯⋯⋯⋯⋯⋯⋯⋯⋯⋯⋯⋯⋯⋯⋯⋯⋯⋯⋯⋯⋯⋯

　　三棱 （９８）⋯⋯⋯⋯⋯⋯⋯⋯⋯⋯⋯⋯⋯⋯⋯⋯⋯⋯⋯⋯⋯⋯⋯⋯⋯⋯⋯⋯⋯⋯⋯⋯

　　泽泻 （９９）⋯⋯⋯⋯⋯⋯⋯⋯⋯⋯⋯⋯⋯⋯⋯⋯⋯⋯⋯⋯⋯⋯⋯⋯⋯⋯⋯⋯⋯⋯⋯⋯

　　香附 （９９）⋯⋯⋯⋯⋯⋯⋯⋯⋯⋯⋯⋯⋯⋯⋯⋯⋯⋯⋯⋯⋯⋯⋯⋯⋯⋯⋯⋯⋯⋯⋯⋯

　　天南星 （１００）⋯⋯⋯⋯⋯⋯⋯⋯⋯⋯⋯⋯⋯⋯⋯⋯⋯⋯⋯⋯⋯⋯⋯⋯⋯⋯⋯⋯⋯⋯

　　半夏 （１００）⋯⋯⋯⋯⋯⋯⋯⋯⋯⋯⋯⋯⋯⋯⋯⋯⋯⋯⋯⋯⋯⋯⋯⋯⋯⋯⋯⋯⋯⋯⋯

　　石菖蒲 （１０１）⋯⋯⋯⋯⋯⋯⋯⋯⋯⋯⋯⋯⋯⋯⋯⋯⋯⋯⋯⋯⋯⋯⋯⋯⋯⋯⋯⋯⋯⋯

　　百部 （１０２）⋯⋯⋯⋯⋯⋯⋯⋯⋯⋯⋯⋯⋯⋯⋯⋯⋯⋯⋯⋯⋯⋯⋯⋯⋯⋯⋯⋯⋯⋯⋯

　　川贝母 （１０３）⋯⋯⋯⋯⋯⋯⋯⋯⋯⋯⋯⋯⋯⋯⋯⋯⋯⋯⋯⋯⋯⋯⋯⋯⋯⋯⋯⋯⋯⋯

　　浙贝母 （１０４）⋯⋯⋯⋯⋯⋯⋯⋯⋯⋯⋯⋯⋯⋯⋯⋯⋯⋯⋯⋯⋯⋯⋯⋯⋯⋯⋯⋯⋯⋯

　　黄精 （１０５）⋯⋯⋯⋯⋯⋯⋯⋯⋯⋯⋯⋯⋯⋯⋯⋯⋯⋯⋯⋯⋯⋯⋯⋯⋯⋯⋯⋯⋯⋯⋯

　　玉竹 （１０５）⋯⋯⋯⋯⋯⋯⋯⋯⋯⋯⋯⋯⋯⋯⋯⋯⋯⋯⋯⋯⋯⋯⋯⋯⋯⋯⋯⋯⋯⋯⋯

　　天冬 （１０６）⋯⋯⋯⋯⋯⋯⋯⋯⋯⋯⋯⋯⋯⋯⋯⋯⋯⋯⋯⋯⋯⋯⋯⋯⋯⋯⋯⋯⋯⋯⋯

　　麦冬 （１０６）⋯⋯⋯⋯⋯⋯⋯⋯⋯⋯⋯⋯⋯⋯⋯⋯⋯⋯⋯⋯⋯⋯⋯⋯⋯⋯⋯⋯⋯⋯⋯

　　知母 （１０７）⋯⋯⋯⋯⋯⋯⋯⋯⋯⋯⋯⋯⋯⋯⋯⋯⋯⋯⋯⋯⋯⋯⋯⋯⋯⋯⋯⋯⋯⋯⋯

　　山药 （１０７）⋯⋯⋯⋯⋯⋯⋯⋯⋯⋯⋯⋯⋯⋯⋯⋯⋯⋯⋯⋯⋯⋯⋯⋯⋯⋯⋯⋯⋯⋯⋯

　　射干 （１０８）⋯⋯⋯⋯⋯⋯⋯⋯⋯⋯⋯⋯⋯⋯⋯⋯⋯⋯⋯⋯⋯⋯⋯⋯⋯⋯⋯⋯⋯⋯⋯

　　莪术 （１０９）⋯⋯⋯⋯⋯⋯⋯⋯⋯⋯⋯⋯⋯⋯⋯⋯⋯⋯⋯⋯⋯⋯⋯⋯⋯⋯⋯⋯⋯⋯⋯

　　姜黄 （１０９）⋯⋯⋯⋯⋯⋯⋯⋯⋯⋯⋯⋯⋯⋯⋯⋯⋯⋯⋯⋯⋯⋯⋯⋯⋯⋯⋯⋯⋯⋯⋯

　　郁金 （１１０）⋯⋯⋯⋯⋯⋯⋯⋯⋯⋯⋯⋯⋯⋯⋯⋯⋯⋯⋯⋯⋯⋯⋯⋯⋯⋯⋯⋯⋯⋯⋯

　　天麻 （１１１）⋯⋯⋯⋯⋯⋯⋯⋯⋯⋯⋯⋯⋯⋯⋯⋯⋯⋯⋯⋯⋯⋯⋯⋯⋯⋯⋯⋯⋯⋯⋯

　　白及 （１１２）⋯⋯⋯⋯⋯⋯⋯⋯⋯⋯⋯⋯⋯⋯⋯⋯⋯⋯⋯⋯⋯⋯⋯⋯⋯⋯⋯⋯⋯⋯⋯

第七章　茎木类中药 （１１３）⋯⋯⋯⋯⋯⋯⋯⋯⋯⋯⋯⋯⋯⋯⋯⋯⋯⋯⋯⋯⋯⋯⋯⋯⋯⋯⋯

　　一、性状鉴别 （１１３）⋯⋯⋯⋯⋯⋯⋯⋯⋯⋯⋯⋯⋯⋯⋯⋯⋯⋯⋯⋯⋯⋯⋯⋯⋯⋯⋯⋯

　　二、显微鉴别 （１１４）⋯⋯⋯⋯⋯⋯⋯⋯⋯⋯⋯⋯⋯⋯⋯⋯⋯⋯⋯⋯⋯⋯⋯⋯⋯⋯⋯⋯

　　川木通 （１１５）⋯⋯⋯⋯⋯⋯⋯⋯⋯⋯⋯⋯⋯⋯⋯⋯⋯⋯⋯⋯⋯⋯⋯⋯⋯⋯⋯⋯⋯⋯⋯

大血藤 （１１５）⋯⋯⋯⋯⋯⋯⋯⋯⋯⋯⋯⋯⋯⋯⋯⋯⋯⋯⋯⋯⋯⋯⋯⋯⋯⋯⋯⋯⋯⋯

苏木 （１１５）⋯⋯⋯⋯⋯⋯⋯⋯⋯⋯⋯⋯⋯⋯⋯⋯⋯⋯⋯⋯⋯⋯⋯⋯⋯⋯⋯⋯⋯⋯⋯

鸡血藤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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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香 （１１６）⋯⋯⋯⋯⋯⋯⋯⋯⋯⋯⋯⋯⋯⋯⋯⋯⋯⋯⋯⋯⋯⋯⋯⋯⋯⋯⋯⋯⋯⋯⋯

沉香 （１１７）⋯⋯⋯⋯⋯⋯⋯⋯⋯⋯⋯⋯⋯⋯⋯⋯⋯⋯⋯⋯⋯⋯⋯⋯⋯⋯⋯⋯⋯⋯⋯

通草 （１１８）⋯⋯⋯⋯⋯⋯⋯⋯⋯⋯⋯⋯⋯⋯⋯⋯⋯⋯⋯⋯⋯⋯⋯⋯⋯⋯⋯⋯⋯⋯⋯

钩藤 （１１８）⋯⋯⋯⋯⋯⋯⋯⋯⋯⋯⋯⋯⋯⋯⋯⋯⋯⋯⋯⋯⋯⋯⋯⋯⋯⋯⋯⋯⋯⋯⋯

第八章　皮类中药 （１２１）⋯⋯⋯⋯⋯⋯⋯⋯⋯⋯⋯⋯⋯⋯⋯⋯⋯⋯⋯⋯⋯⋯⋯⋯⋯⋯⋯

　　一、性状鉴别 （１２１）⋯⋯⋯⋯⋯⋯⋯⋯⋯⋯⋯⋯⋯⋯⋯⋯⋯⋯⋯⋯⋯⋯⋯⋯⋯⋯⋯

　　二、显微鉴别 （１２２）⋯⋯⋯⋯⋯⋯⋯⋯⋯⋯⋯⋯⋯⋯⋯⋯⋯⋯⋯⋯⋯⋯⋯⋯⋯⋯⋯

　　桑白皮 （１２３）⋯⋯⋯⋯⋯⋯⋯⋯⋯⋯⋯⋯⋯⋯⋯⋯⋯⋯⋯⋯⋯⋯⋯⋯⋯⋯⋯⋯⋯⋯⋯

牡丹皮 （１２３）⋯⋯⋯⋯⋯⋯⋯⋯⋯⋯⋯⋯⋯⋯⋯⋯⋯⋯⋯⋯⋯⋯⋯⋯⋯⋯⋯⋯⋯⋯

厚朴 （１２４）⋯⋯⋯⋯⋯⋯⋯⋯⋯⋯⋯⋯⋯⋯⋯⋯⋯⋯⋯⋯⋯⋯⋯⋯⋯⋯⋯⋯⋯⋯⋯

肉桂 （１２５）⋯⋯⋯⋯⋯⋯⋯⋯⋯⋯⋯⋯⋯⋯⋯⋯⋯⋯⋯⋯⋯⋯⋯⋯⋯⋯⋯⋯⋯⋯⋯

杜仲 （１２６）⋯⋯⋯⋯⋯⋯⋯⋯⋯⋯⋯⋯⋯⋯⋯⋯⋯⋯⋯⋯⋯⋯⋯⋯⋯⋯⋯⋯⋯⋯⋯

黄柏 （１２７）⋯⋯⋯⋯⋯⋯⋯⋯⋯⋯⋯⋯⋯⋯⋯⋯⋯⋯⋯⋯⋯⋯⋯⋯⋯⋯⋯⋯⋯⋯⋯

白鲜皮 （１２９）⋯⋯⋯⋯⋯⋯⋯⋯⋯⋯⋯⋯⋯⋯⋯⋯⋯⋯⋯⋯⋯⋯⋯⋯⋯⋯⋯⋯⋯⋯

秦皮 （１２９）⋯⋯⋯⋯⋯⋯⋯⋯⋯⋯⋯⋯⋯⋯⋯⋯⋯⋯⋯⋯⋯⋯⋯⋯⋯⋯⋯⋯⋯⋯⋯

香加皮 （１３０）⋯⋯⋯⋯⋯⋯⋯⋯⋯⋯⋯⋯⋯⋯⋯⋯⋯⋯⋯⋯⋯⋯⋯⋯⋯⋯⋯⋯⋯⋯

地骨皮 （１３１）⋯⋯⋯⋯⋯⋯⋯⋯⋯⋯⋯⋯⋯⋯⋯⋯⋯⋯⋯⋯⋯⋯⋯⋯⋯⋯⋯⋯⋯⋯

第九章　叶类中药 （１３２）⋯⋯⋯⋯⋯⋯⋯⋯⋯⋯⋯⋯⋯⋯⋯⋯⋯⋯⋯⋯⋯⋯⋯⋯⋯⋯⋯

　　一、性状鉴别 （１３２）⋯⋯⋯⋯⋯⋯⋯⋯⋯⋯⋯⋯⋯⋯⋯⋯⋯⋯⋯⋯⋯⋯⋯⋯⋯⋯⋯⋯

　　二、显微鉴别 （１３２）⋯⋯⋯⋯⋯⋯⋯⋯⋯⋯⋯⋯⋯⋯⋯⋯⋯⋯⋯⋯⋯⋯⋯⋯⋯⋯⋯⋯

石韦 （１３３）⋯⋯⋯⋯⋯⋯⋯⋯⋯⋯⋯⋯⋯⋯⋯⋯⋯⋯⋯⋯⋯⋯⋯⋯⋯⋯⋯⋯⋯⋯⋯

侧柏叶 （１３４）⋯⋯⋯⋯⋯⋯⋯⋯⋯⋯⋯⋯⋯⋯⋯⋯⋯⋯⋯⋯⋯⋯⋯⋯⋯⋯⋯⋯⋯⋯⋯

蓼大青叶 （１３４）⋯⋯⋯⋯⋯⋯⋯⋯⋯⋯⋯⋯⋯⋯⋯⋯⋯⋯⋯⋯⋯⋯⋯⋯⋯⋯⋯⋯⋯⋯

大青叶 （１３５）⋯⋯⋯⋯⋯⋯⋯⋯⋯⋯⋯⋯⋯⋯⋯⋯⋯⋯⋯⋯⋯⋯⋯⋯⋯⋯⋯⋯⋯⋯⋯

枇杷叶 （１３６）⋯⋯⋯⋯⋯⋯⋯⋯⋯⋯⋯⋯⋯⋯⋯⋯⋯⋯⋯⋯⋯⋯⋯⋯⋯⋯⋯⋯⋯⋯⋯

番泻叶 （１３６）⋯⋯⋯⋯⋯⋯⋯⋯⋯⋯⋯⋯⋯⋯⋯⋯⋯⋯⋯⋯⋯⋯⋯⋯⋯⋯⋯⋯⋯⋯

罗布麻叶 （１３７）⋯⋯⋯⋯⋯⋯⋯⋯⋯⋯⋯⋯⋯⋯⋯⋯⋯⋯⋯⋯⋯⋯⋯⋯⋯⋯⋯⋯⋯⋯

紫苏叶 （１３７）⋯⋯⋯⋯⋯⋯⋯⋯⋯⋯⋯⋯⋯⋯⋯⋯⋯⋯⋯⋯⋯⋯⋯⋯⋯⋯⋯⋯⋯⋯⋯

第十章　花类中药 （１３８）⋯⋯⋯⋯⋯⋯⋯⋯⋯⋯⋯⋯⋯⋯⋯⋯⋯⋯⋯⋯⋯⋯⋯⋯⋯⋯⋯⋯

　　一、性状鉴别 （１３８）⋯⋯⋯⋯⋯⋯⋯⋯⋯⋯⋯⋯⋯⋯⋯⋯⋯⋯⋯⋯⋯⋯⋯⋯⋯⋯⋯⋯

　　二、显微鉴别 （１３８）⋯⋯⋯⋯⋯⋯⋯⋯⋯⋯⋯⋯⋯⋯⋯⋯⋯⋯⋯⋯⋯⋯⋯⋯⋯⋯⋯⋯

辛夷 （１３９）⋯⋯⋯⋯⋯⋯⋯⋯⋯⋯⋯⋯⋯⋯⋯⋯⋯⋯⋯⋯⋯⋯⋯⋯⋯⋯⋯⋯⋯⋯⋯

槐花 （１４０）⋯⋯⋯⋯⋯⋯⋯⋯⋯⋯⋯⋯⋯⋯⋯⋯⋯⋯⋯⋯⋯⋯⋯⋯⋯⋯⋯⋯⋯⋯⋯

丁香 （１４０）⋯⋯⋯⋯⋯⋯⋯⋯⋯⋯⋯⋯⋯⋯⋯⋯⋯⋯⋯⋯⋯⋯⋯⋯⋯⋯⋯⋯⋯⋯⋯

洋金花 （１４１）⋯⋯⋯⋯⋯⋯⋯⋯⋯⋯⋯⋯⋯⋯⋯⋯⋯⋯⋯⋯⋯⋯⋯⋯⋯⋯⋯⋯⋯⋯

金银花 （１４２）⋯⋯⋯⋯⋯⋯⋯⋯⋯⋯⋯⋯⋯⋯⋯⋯⋯⋯⋯⋯⋯⋯⋯⋯⋯⋯⋯⋯⋯⋯

款冬花 （１４３）⋯⋯⋯⋯⋯⋯⋯⋯⋯⋯⋯⋯⋯⋯⋯⋯⋯⋯⋯⋯⋯⋯⋯⋯⋯⋯⋯⋯⋯⋯

菊花 （１４３）⋯⋯⋯⋯⋯⋯⋯⋯⋯⋯⋯⋯⋯⋯⋯⋯⋯⋯⋯⋯⋯⋯⋯⋯⋯⋯⋯⋯⋯⋯⋯

红花 （１４４）⋯⋯⋯⋯⋯⋯⋯⋯⋯⋯⋯⋯⋯⋯⋯⋯⋯⋯⋯⋯⋯⋯⋯⋯⋯⋯⋯⋯⋯⋯⋯



　 ８　　　　 · 中药鉴定学部分 ·
·····················································

蒲黄 （１４４）⋯⋯⋯⋯⋯⋯⋯⋯⋯⋯⋯⋯⋯⋯⋯⋯⋯⋯⋯⋯⋯⋯⋯⋯⋯⋯⋯⋯⋯⋯⋯

西红花 （１４５）⋯⋯⋯⋯⋯⋯⋯⋯⋯⋯⋯⋯⋯⋯⋯⋯⋯⋯⋯⋯⋯⋯⋯⋯⋯⋯⋯⋯⋯⋯

第十一章　果实及种子类中药 （１４７）⋯⋯⋯⋯⋯⋯⋯⋯⋯⋯⋯⋯⋯⋯⋯⋯⋯⋯⋯⋯⋯⋯⋯

　第一节　果实类中药 （１４７）⋯⋯⋯⋯⋯⋯⋯⋯⋯⋯⋯⋯⋯⋯⋯⋯⋯⋯⋯⋯⋯⋯⋯⋯⋯⋯

　　一、性状鉴别 （１４７）⋯⋯⋯⋯⋯⋯⋯⋯⋯⋯⋯⋯⋯⋯⋯⋯⋯⋯⋯⋯⋯⋯⋯⋯⋯⋯⋯

　　二、显微鉴别 （１４７）⋯⋯⋯⋯⋯⋯⋯⋯⋯⋯⋯⋯⋯⋯⋯⋯⋯⋯⋯⋯⋯⋯⋯⋯⋯⋯⋯

　第二节　种子类中药 （１４８）⋯⋯⋯⋯⋯⋯⋯⋯⋯⋯⋯⋯⋯⋯⋯⋯⋯⋯⋯⋯⋯⋯⋯⋯⋯

　　一、性状鉴别 （１４８）⋯⋯⋯⋯⋯⋯⋯⋯⋯⋯⋯⋯⋯⋯⋯⋯⋯⋯⋯⋯⋯⋯⋯⋯⋯⋯⋯

　　二、显微鉴别 （１４８）⋯⋯⋯⋯⋯⋯⋯⋯⋯⋯⋯⋯⋯⋯⋯⋯⋯⋯⋯⋯⋯⋯⋯⋯⋯⋯⋯

　　五味子 （１４９）⋯⋯⋯⋯⋯⋯⋯⋯⋯⋯⋯⋯⋯⋯⋯⋯⋯⋯⋯⋯⋯⋯⋯⋯⋯⋯⋯⋯⋯⋯

葶苈子 （１５０）⋯⋯⋯⋯⋯⋯⋯⋯⋯⋯⋯⋯⋯⋯⋯⋯⋯⋯⋯⋯⋯⋯⋯⋯⋯⋯⋯⋯⋯⋯

木瓜 （１５１）⋯⋯⋯⋯⋯⋯⋯⋯⋯⋯⋯⋯⋯⋯⋯⋯⋯⋯⋯⋯⋯⋯⋯⋯⋯⋯⋯⋯⋯⋯⋯

山楂 （１５２）⋯⋯⋯⋯⋯⋯⋯⋯⋯⋯⋯⋯⋯⋯⋯⋯⋯⋯⋯⋯⋯⋯⋯⋯⋯⋯⋯⋯⋯⋯⋯

苦杏仁 （１５２）⋯⋯⋯⋯⋯⋯⋯⋯⋯⋯⋯⋯⋯⋯⋯⋯⋯⋯⋯⋯⋯⋯⋯⋯⋯⋯⋯⋯⋯⋯

桃仁 （１５３）⋯⋯⋯⋯⋯⋯⋯⋯⋯⋯⋯⋯⋯⋯⋯⋯⋯⋯⋯⋯⋯⋯⋯⋯⋯⋯⋯⋯⋯⋯⋯

乌梅 （１５３）⋯⋯⋯⋯⋯⋯⋯⋯⋯⋯⋯⋯⋯⋯⋯⋯⋯⋯⋯⋯⋯⋯⋯⋯⋯⋯⋯⋯⋯⋯⋯

金樱子 （１５４）⋯⋯⋯⋯⋯⋯⋯⋯⋯⋯⋯⋯⋯⋯⋯⋯⋯⋯⋯⋯⋯⋯⋯⋯⋯⋯⋯⋯⋯⋯

沙苑子 （１５４）⋯⋯⋯⋯⋯⋯⋯⋯⋯⋯⋯⋯⋯⋯⋯⋯⋯⋯⋯⋯⋯⋯⋯⋯⋯⋯⋯⋯⋯⋯

决明子 （１５４）⋯⋯⋯⋯⋯⋯⋯⋯⋯⋯⋯⋯⋯⋯⋯⋯⋯⋯⋯⋯⋯⋯⋯⋯⋯⋯⋯⋯⋯⋯

补骨脂 （１５５）⋯⋯⋯⋯⋯⋯⋯⋯⋯⋯⋯⋯⋯⋯⋯⋯⋯⋯⋯⋯⋯⋯⋯⋯⋯⋯⋯⋯⋯⋯

枳壳 （１５６）⋯⋯⋯⋯⋯⋯⋯⋯⋯⋯⋯⋯⋯⋯⋯⋯⋯⋯⋯⋯⋯⋯⋯⋯⋯⋯⋯⋯⋯⋯⋯

吴茱萸 （１５７）⋯⋯⋯⋯⋯⋯⋯⋯⋯⋯⋯⋯⋯⋯⋯⋯⋯⋯⋯⋯⋯⋯⋯⋯⋯⋯⋯⋯⋯⋯

巴豆 （１５７）⋯⋯⋯⋯⋯⋯⋯⋯⋯⋯⋯⋯⋯⋯⋯⋯⋯⋯⋯⋯⋯⋯⋯⋯⋯⋯⋯⋯⋯⋯⋯

酸枣仁 （１５８）⋯⋯⋯⋯⋯⋯⋯⋯⋯⋯⋯⋯⋯⋯⋯⋯⋯⋯⋯⋯⋯⋯⋯⋯⋯⋯⋯⋯⋯⋯

小茴香 （１５８）⋯⋯⋯⋯⋯⋯⋯⋯⋯⋯⋯⋯⋯⋯⋯⋯⋯⋯⋯⋯⋯⋯⋯⋯⋯⋯⋯⋯⋯⋯

蛇床子 （１５９）⋯⋯⋯⋯⋯⋯⋯⋯⋯⋯⋯⋯⋯⋯⋯⋯⋯⋯⋯⋯⋯⋯⋯⋯⋯⋯⋯⋯⋯⋯

连翘 （１５９）⋯⋯⋯⋯⋯⋯⋯⋯⋯⋯⋯⋯⋯⋯⋯⋯⋯⋯⋯⋯⋯⋯⋯⋯⋯⋯⋯⋯⋯⋯⋯

女贞子 （１６０）⋯⋯⋯⋯⋯⋯⋯⋯⋯⋯⋯⋯⋯⋯⋯⋯⋯⋯⋯⋯⋯⋯⋯⋯⋯⋯⋯⋯⋯⋯

马钱子 （１６０）⋯⋯⋯⋯⋯⋯⋯⋯⋯⋯⋯⋯⋯⋯⋯⋯⋯⋯⋯⋯⋯⋯⋯⋯⋯⋯⋯⋯⋯⋯

菟丝子 （１６１）⋯⋯⋯⋯⋯⋯⋯⋯⋯⋯⋯⋯⋯⋯⋯⋯⋯⋯⋯⋯⋯⋯⋯⋯⋯⋯⋯⋯⋯⋯

牵牛子 （１６１）⋯⋯⋯⋯⋯⋯⋯⋯⋯⋯⋯⋯⋯⋯⋯⋯⋯⋯⋯⋯⋯⋯⋯⋯⋯⋯⋯⋯⋯⋯

天仙子 （１６１）⋯⋯⋯⋯⋯⋯⋯⋯⋯⋯⋯⋯⋯⋯⋯⋯⋯⋯⋯⋯⋯⋯⋯⋯⋯⋯⋯⋯⋯⋯

枸杞子 （１６２）⋯⋯⋯⋯⋯⋯⋯⋯⋯⋯⋯⋯⋯⋯⋯⋯⋯⋯⋯⋯⋯⋯⋯⋯⋯⋯⋯⋯⋯⋯

栀子 （１６２）⋯⋯⋯⋯⋯⋯⋯⋯⋯⋯⋯⋯⋯⋯⋯⋯⋯⋯⋯⋯⋯⋯⋯⋯⋯⋯⋯⋯⋯⋯⋯

瓜蒌 （１６３）⋯⋯⋯⋯⋯⋯⋯⋯⋯⋯⋯⋯⋯⋯⋯⋯⋯⋯⋯⋯⋯⋯⋯⋯⋯⋯⋯⋯⋯⋯⋯

鹤虱 （１６３）⋯⋯⋯⋯⋯⋯⋯⋯⋯⋯⋯⋯⋯⋯⋯⋯⋯⋯⋯⋯⋯⋯⋯⋯⋯⋯⋯⋯⋯⋯⋯

牛蒡子 （１６４）⋯⋯⋯⋯⋯⋯⋯⋯⋯⋯⋯⋯⋯⋯⋯⋯⋯⋯⋯⋯⋯⋯⋯⋯⋯⋯⋯⋯⋯⋯

薏苡仁 （１６４）⋯⋯⋯⋯⋯⋯⋯⋯⋯⋯⋯⋯⋯⋯⋯⋯⋯⋯⋯⋯⋯⋯⋯⋯⋯⋯⋯⋯⋯⋯

槟榔 （１６４）⋯⋯⋯⋯⋯⋯⋯⋯⋯⋯⋯⋯⋯⋯⋯⋯⋯⋯⋯⋯⋯⋯⋯⋯⋯⋯⋯⋯⋯⋯⋯



·······································
···················· · 目　　录 · ９　　　　 　

砂仁 （１６５）⋯⋯⋯⋯⋯⋯⋯⋯⋯⋯⋯⋯⋯⋯⋯⋯⋯⋯⋯⋯⋯⋯⋯⋯⋯⋯⋯⋯⋯⋯⋯

豆蔻 （１６６）⋯⋯⋯⋯⋯⋯⋯⋯⋯⋯⋯⋯⋯⋯⋯⋯⋯⋯⋯⋯⋯⋯⋯⋯⋯⋯⋯⋯⋯⋯⋯

益智 （１６７）⋯⋯⋯⋯⋯⋯⋯⋯⋯⋯⋯⋯⋯⋯⋯⋯⋯⋯⋯⋯⋯⋯⋯⋯⋯⋯⋯⋯⋯⋯⋯

第十二章　全草类中药 （１６８）⋯⋯⋯⋯⋯⋯⋯⋯⋯⋯⋯⋯⋯⋯⋯⋯⋯⋯⋯⋯⋯⋯⋯⋯⋯

　　麻黄 （１６８）⋯⋯⋯⋯⋯⋯⋯⋯⋯⋯⋯⋯⋯⋯⋯⋯⋯⋯⋯⋯⋯⋯⋯⋯⋯⋯⋯⋯⋯⋯⋯⋯

槲寄生 （１６９）⋯⋯⋯⋯⋯⋯⋯⋯⋯⋯⋯⋯⋯⋯⋯⋯⋯⋯⋯⋯⋯⋯⋯⋯⋯⋯⋯⋯⋯⋯⋯

鱼腥草 （１７０）⋯⋯⋯⋯⋯⋯⋯⋯⋯⋯⋯⋯⋯⋯⋯⋯⋯⋯⋯⋯⋯⋯⋯⋯⋯⋯⋯⋯⋯⋯

细辛 （１７０）⋯⋯⋯⋯⋯⋯⋯⋯⋯⋯⋯⋯⋯⋯⋯⋯⋯⋯⋯⋯⋯⋯⋯⋯⋯⋯⋯⋯⋯⋯⋯

淫羊藿 （１７１）⋯⋯⋯⋯⋯⋯⋯⋯⋯⋯⋯⋯⋯⋯⋯⋯⋯⋯⋯⋯⋯⋯⋯⋯⋯⋯⋯⋯⋯⋯

广金钱草 （１７２）⋯⋯⋯⋯⋯⋯⋯⋯⋯⋯⋯⋯⋯⋯⋯⋯⋯⋯⋯⋯⋯⋯⋯⋯⋯⋯⋯⋯⋯

紫花地丁 （１７２）⋯⋯⋯⋯⋯⋯⋯⋯⋯⋯⋯⋯⋯⋯⋯⋯⋯⋯⋯⋯⋯⋯⋯⋯⋯⋯⋯⋯⋯

金钱草 （１７３）⋯⋯⋯⋯⋯⋯⋯⋯⋯⋯⋯⋯⋯⋯⋯⋯⋯⋯⋯⋯⋯⋯⋯⋯⋯⋯⋯⋯⋯⋯

广藿香 （１７４）⋯⋯⋯⋯⋯⋯⋯⋯⋯⋯⋯⋯⋯⋯⋯⋯⋯⋯⋯⋯⋯⋯⋯⋯⋯⋯⋯⋯⋯⋯

荆芥 （１７５）⋯⋯⋯⋯⋯⋯⋯⋯⋯⋯⋯⋯⋯⋯⋯⋯⋯⋯⋯⋯⋯⋯⋯⋯⋯⋯⋯⋯⋯⋯⋯

益母草 （１７６）⋯⋯⋯⋯⋯⋯⋯⋯⋯⋯⋯⋯⋯⋯⋯⋯⋯⋯⋯⋯⋯⋯⋯⋯⋯⋯⋯⋯⋯⋯

薄荷 （１７６）⋯⋯⋯⋯⋯⋯⋯⋯⋯⋯⋯⋯⋯⋯⋯⋯⋯⋯⋯⋯⋯⋯⋯⋯⋯⋯⋯⋯⋯⋯⋯

肉苁蓉 （１７７）⋯⋯⋯⋯⋯⋯⋯⋯⋯⋯⋯⋯⋯⋯⋯⋯⋯⋯⋯⋯⋯⋯⋯⋯⋯⋯⋯⋯⋯⋯

穿心莲 （１７７）⋯⋯⋯⋯⋯⋯⋯⋯⋯⋯⋯⋯⋯⋯⋯⋯⋯⋯⋯⋯⋯⋯⋯⋯⋯⋯⋯⋯⋯⋯

车前草 （１７８）⋯⋯⋯⋯⋯⋯⋯⋯⋯⋯⋯⋯⋯⋯⋯⋯⋯⋯⋯⋯⋯⋯⋯⋯⋯⋯⋯⋯⋯⋯

茵陈 （１７９）⋯⋯⋯⋯⋯⋯⋯⋯⋯⋯⋯⋯⋯⋯⋯⋯⋯⋯⋯⋯⋯⋯⋯⋯⋯⋯⋯⋯⋯⋯⋯

青蒿 （１７９）⋯⋯⋯⋯⋯⋯⋯⋯⋯⋯⋯⋯⋯⋯⋯⋯⋯⋯⋯⋯⋯⋯⋯⋯⋯⋯⋯⋯⋯⋯⋯

蒲公英 （１８０）⋯⋯⋯⋯⋯⋯⋯⋯⋯⋯⋯⋯⋯⋯⋯⋯⋯⋯⋯⋯⋯⋯⋯⋯⋯⋯⋯⋯⋯⋯

石斛 （１８０）⋯⋯⋯⋯⋯⋯⋯⋯⋯⋯⋯⋯⋯⋯⋯⋯⋯⋯⋯⋯⋯⋯⋯⋯⋯⋯⋯⋯⋯⋯⋯

第十三章　藻、菌、地衣类中药 （１８２）⋯⋯⋯⋯⋯⋯⋯⋯⋯⋯⋯⋯⋯⋯⋯⋯⋯⋯⋯⋯⋯

　第一节　藻类 （１８２）⋯⋯⋯⋯⋯⋯⋯⋯⋯⋯⋯⋯⋯⋯⋯⋯⋯⋯⋯⋯⋯⋯⋯⋯⋯⋯⋯⋯⋯

　第二节　菌类 （１８２）⋯⋯⋯⋯⋯⋯⋯⋯⋯⋯⋯⋯⋯⋯⋯⋯⋯⋯⋯⋯⋯⋯⋯⋯⋯⋯⋯⋯⋯

　第三节　地衣类 （１８３）⋯⋯⋯⋯⋯⋯⋯⋯⋯⋯⋯⋯⋯⋯⋯⋯⋯⋯⋯⋯⋯⋯⋯⋯⋯⋯⋯⋯

　　海藻 （１８３）⋯⋯⋯⋯⋯⋯⋯⋯⋯⋯⋯⋯⋯⋯⋯⋯⋯⋯⋯⋯⋯⋯⋯⋯⋯⋯⋯⋯⋯⋯⋯

冬虫夏草 （１８４）⋯⋯⋯⋯⋯⋯⋯⋯⋯⋯⋯⋯⋯⋯⋯⋯⋯⋯⋯⋯⋯⋯⋯⋯⋯⋯⋯⋯⋯

灵芝 （１８５）⋯⋯⋯⋯⋯⋯⋯⋯⋯⋯⋯⋯⋯⋯⋯⋯⋯⋯⋯⋯⋯⋯⋯⋯⋯⋯⋯⋯⋯⋯⋯

茯苓 （１８５）⋯⋯⋯⋯⋯⋯⋯⋯⋯⋯⋯⋯⋯⋯⋯⋯⋯⋯⋯⋯⋯⋯⋯⋯⋯⋯⋯⋯⋯⋯⋯

猪苓 （１８６）⋯⋯⋯⋯⋯⋯⋯⋯⋯⋯⋯⋯⋯⋯⋯⋯⋯⋯⋯⋯⋯⋯⋯⋯⋯⋯⋯⋯⋯⋯⋯

松萝 （１８７）⋯⋯⋯⋯⋯⋯⋯⋯⋯⋯⋯⋯⋯⋯⋯⋯⋯⋯⋯⋯⋯⋯⋯⋯⋯⋯⋯⋯⋯⋯⋯

第十四章　树脂类中药 （１８８）⋯⋯⋯⋯⋯⋯⋯⋯⋯⋯⋯⋯⋯⋯⋯⋯⋯⋯⋯⋯⋯⋯⋯⋯⋯⋯

　　一、树脂的形成、存在和采收 （１８８）⋯⋯⋯⋯⋯⋯⋯⋯⋯⋯⋯⋯⋯⋯⋯⋯⋯⋯⋯⋯

　　二、树脂的化学组成和分类 （１８８）⋯⋯⋯⋯⋯⋯⋯⋯⋯⋯⋯⋯⋯⋯⋯⋯⋯⋯⋯⋯⋯

　　三、树脂的通性 （１８９）⋯⋯⋯⋯⋯⋯⋯⋯⋯⋯⋯⋯⋯⋯⋯⋯⋯⋯⋯⋯⋯⋯⋯⋯⋯⋯⋯

　　四、树脂的鉴定 （１８９）⋯⋯⋯⋯⋯⋯⋯⋯⋯⋯⋯⋯⋯⋯⋯⋯⋯⋯⋯⋯⋯⋯⋯⋯⋯⋯

　　乳香 （１８９）⋯⋯⋯⋯⋯⋯⋯⋯⋯⋯⋯⋯⋯⋯⋯⋯⋯⋯⋯⋯⋯⋯⋯⋯⋯⋯⋯⋯⋯⋯⋯



　 １０　　　 · 中药鉴定学部分 ·
·····················································

没药 （１９０）⋯⋯⋯⋯⋯⋯⋯⋯⋯⋯⋯⋯⋯⋯⋯⋯⋯⋯⋯⋯⋯⋯⋯⋯⋯⋯⋯⋯⋯⋯⋯

血竭 （１９１）⋯⋯⋯⋯⋯⋯⋯⋯⋯⋯⋯⋯⋯⋯⋯⋯⋯⋯⋯⋯⋯⋯⋯⋯⋯⋯⋯⋯⋯⋯⋯

第十五章　其他类中药 （１９２）⋯⋯⋯⋯⋯⋯⋯⋯⋯⋯⋯⋯⋯⋯⋯⋯⋯⋯⋯⋯⋯⋯⋯⋯⋯⋯

海金沙 （１９２）⋯⋯⋯⋯⋯⋯⋯⋯⋯⋯⋯⋯⋯⋯⋯⋯⋯⋯⋯⋯⋯⋯⋯⋯⋯⋯⋯⋯⋯⋯⋯

青黛 （１９２）⋯⋯⋯⋯⋯⋯⋯⋯⋯⋯⋯⋯⋯⋯⋯⋯⋯⋯⋯⋯⋯⋯⋯⋯⋯⋯⋯⋯⋯⋯⋯

儿茶 （１９３）⋯⋯⋯⋯⋯⋯⋯⋯⋯⋯⋯⋯⋯⋯⋯⋯⋯⋯⋯⋯⋯⋯⋯⋯⋯⋯⋯⋯⋯⋯⋯⋯

冰片 （合成龙脑） （１９３）⋯⋯⋯⋯⋯⋯⋯⋯⋯⋯⋯⋯⋯⋯⋯⋯⋯⋯⋯⋯⋯⋯⋯⋯⋯⋯

五倍子 （１９４）⋯⋯⋯⋯⋯⋯⋯⋯⋯⋯⋯⋯⋯⋯⋯⋯⋯⋯⋯⋯⋯⋯⋯⋯⋯⋯⋯⋯⋯⋯

动 物 药 类

第十六章　动物类中药的应用与研究概况 （１９５）⋯⋯⋯⋯⋯⋯⋯⋯⋯⋯⋯⋯⋯⋯⋯⋯⋯⋯

第十七章　药用动物的分类概述 （１９７）⋯⋯⋯⋯⋯⋯⋯⋯⋯⋯⋯⋯⋯⋯⋯⋯⋯⋯⋯⋯⋯⋯

第十八章　动物类中药的鉴定 （１９８）⋯⋯⋯⋯⋯⋯⋯⋯⋯⋯⋯⋯⋯⋯⋯⋯⋯⋯⋯⋯⋯⋯⋯

　　一、来源鉴别 （１９８）⋯⋯⋯⋯⋯⋯⋯⋯⋯⋯⋯⋯⋯⋯⋯⋯⋯⋯⋯⋯⋯⋯⋯⋯⋯⋯⋯⋯

　　二、性状鉴别 （１９８）⋯⋯⋯⋯⋯⋯⋯⋯⋯⋯⋯⋯⋯⋯⋯⋯⋯⋯⋯⋯⋯⋯⋯⋯⋯⋯⋯⋯

　　三、显微鉴别 （１９８）⋯⋯⋯⋯⋯⋯⋯⋯⋯⋯⋯⋯⋯⋯⋯⋯⋯⋯⋯⋯⋯⋯⋯⋯⋯⋯⋯⋯

　　四、理化鉴别 （１９９）⋯⋯⋯⋯⋯⋯⋯⋯⋯⋯⋯⋯⋯⋯⋯⋯⋯⋯⋯⋯⋯⋯⋯⋯⋯⋯⋯⋯

　　五、含量测定 （１９９）⋯⋯⋯⋯⋯⋯⋯⋯⋯⋯⋯⋯⋯⋯⋯⋯⋯⋯⋯⋯⋯⋯⋯⋯⋯⋯⋯⋯

地龙 （１９９）⋯⋯⋯⋯⋯⋯⋯⋯⋯⋯⋯⋯⋯⋯⋯⋯⋯⋯⋯⋯⋯⋯⋯⋯⋯⋯⋯⋯⋯⋯⋯

水蛭 （２００）⋯⋯⋯⋯⋯⋯⋯⋯⋯⋯⋯⋯⋯⋯⋯⋯⋯⋯⋯⋯⋯⋯⋯⋯⋯⋯⋯⋯⋯⋯⋯

石决明 （２００）⋯⋯⋯⋯⋯⋯⋯⋯⋯⋯⋯⋯⋯⋯⋯⋯⋯⋯⋯⋯⋯⋯⋯⋯⋯⋯⋯⋯⋯⋯

珍珠 （２０１）⋯⋯⋯⋯⋯⋯⋯⋯⋯⋯⋯⋯⋯⋯⋯⋯⋯⋯⋯⋯⋯⋯⋯⋯⋯⋯⋯⋯⋯⋯⋯

牡蛎 （２０２）⋯⋯⋯⋯⋯⋯⋯⋯⋯⋯⋯⋯⋯⋯⋯⋯⋯⋯⋯⋯⋯⋯⋯⋯⋯⋯⋯⋯⋯⋯⋯

海螵蛸 （２０３）⋯⋯⋯⋯⋯⋯⋯⋯⋯⋯⋯⋯⋯⋯⋯⋯⋯⋯⋯⋯⋯⋯⋯⋯⋯⋯⋯⋯⋯⋯

全蝎 （２０３）⋯⋯⋯⋯⋯⋯⋯⋯⋯⋯⋯⋯⋯⋯⋯⋯⋯⋯⋯⋯⋯⋯⋯⋯⋯⋯⋯⋯⋯⋯⋯

蜈蚣 （２０４）⋯⋯⋯⋯⋯⋯⋯⋯⋯⋯⋯⋯⋯⋯⋯⋯⋯⋯⋯⋯⋯⋯⋯⋯⋯⋯⋯⋯⋯⋯⋯

土鳖虫 （２０４）⋯⋯⋯⋯⋯⋯⋯⋯⋯⋯⋯⋯⋯⋯⋯⋯⋯⋯⋯⋯⋯⋯⋯⋯⋯⋯⋯⋯⋯⋯

桑螵蛸 （２０４）⋯⋯⋯⋯⋯⋯⋯⋯⋯⋯⋯⋯⋯⋯⋯⋯⋯⋯⋯⋯⋯⋯⋯⋯⋯⋯⋯⋯⋯⋯

斑蝥 （２０５）⋯⋯⋯⋯⋯⋯⋯⋯⋯⋯⋯⋯⋯⋯⋯⋯⋯⋯⋯⋯⋯⋯⋯⋯⋯⋯⋯⋯⋯⋯⋯

僵蚕 （２０６）⋯⋯⋯⋯⋯⋯⋯⋯⋯⋯⋯⋯⋯⋯⋯⋯⋯⋯⋯⋯⋯⋯⋯⋯⋯⋯⋯⋯⋯⋯⋯

蜂蜜 （２０６）⋯⋯⋯⋯⋯⋯⋯⋯⋯⋯⋯⋯⋯⋯⋯⋯⋯⋯⋯⋯⋯⋯⋯⋯⋯⋯⋯⋯⋯⋯⋯

海马 （２０７）⋯⋯⋯⋯⋯⋯⋯⋯⋯⋯⋯⋯⋯⋯⋯⋯⋯⋯⋯⋯⋯⋯⋯⋯⋯⋯⋯⋯⋯⋯⋯

蟾酥 （２０７）⋯⋯⋯⋯⋯⋯⋯⋯⋯⋯⋯⋯⋯⋯⋯⋯⋯⋯⋯⋯⋯⋯⋯⋯⋯⋯⋯⋯⋯⋯⋯

龟甲 （２０８）⋯⋯⋯⋯⋯⋯⋯⋯⋯⋯⋯⋯⋯⋯⋯⋯⋯⋯⋯⋯⋯⋯⋯⋯⋯⋯⋯⋯⋯⋯⋯

鳖甲 （２０９）⋯⋯⋯⋯⋯⋯⋯⋯⋯⋯⋯⋯⋯⋯⋯⋯⋯⋯⋯⋯⋯⋯⋯⋯⋯⋯⋯⋯⋯⋯⋯

蛤蚧 （２０９）⋯⋯⋯⋯⋯⋯⋯⋯⋯⋯⋯⋯⋯⋯⋯⋯⋯⋯⋯⋯⋯⋯⋯⋯⋯⋯⋯⋯⋯⋯⋯

金钱白花蛇 （２１０）⋯⋯⋯⋯⋯⋯⋯⋯⋯⋯⋯⋯⋯⋯⋯⋯⋯⋯⋯⋯⋯⋯⋯⋯⋯⋯⋯⋯

蕲蛇 （２１１）⋯⋯⋯⋯⋯⋯⋯⋯⋯⋯⋯⋯⋯⋯⋯⋯⋯⋯⋯⋯⋯⋯⋯⋯⋯⋯⋯⋯⋯⋯⋯

乌梢蛇 （２１２）⋯⋯⋯⋯⋯⋯⋯⋯⋯⋯⋯⋯⋯⋯⋯⋯⋯⋯⋯⋯⋯⋯⋯⋯⋯⋯⋯⋯⋯⋯



·······································
···················· · 目　　录 · １１　　　 　

鸡内金 （２１３）⋯⋯⋯⋯⋯⋯⋯⋯⋯⋯⋯⋯⋯⋯⋯⋯⋯⋯⋯⋯⋯⋯⋯⋯⋯⋯⋯⋯⋯⋯

麝香 （２１４）⋯⋯⋯⋯⋯⋯⋯⋯⋯⋯⋯⋯⋯⋯⋯⋯⋯⋯⋯⋯⋯⋯⋯⋯⋯⋯⋯⋯⋯⋯⋯

鹿茸 （２１５）⋯⋯⋯⋯⋯⋯⋯⋯⋯⋯⋯⋯⋯⋯⋯⋯⋯⋯⋯⋯⋯⋯⋯⋯⋯⋯⋯⋯⋯⋯⋯

牛黄 （２１７）⋯⋯⋯⋯⋯⋯⋯⋯⋯⋯⋯⋯⋯⋯⋯⋯⋯⋯⋯⋯⋯⋯⋯⋯⋯⋯⋯⋯⋯⋯⋯

羚羊角 （２１８）⋯⋯⋯⋯⋯⋯⋯⋯⋯⋯⋯⋯⋯⋯⋯⋯⋯⋯⋯⋯⋯⋯⋯⋯⋯⋯⋯⋯⋯⋯

矿 物 药 类

第十九章　矿物类中药的概况 （２２０）⋯⋯⋯⋯⋯⋯⋯⋯⋯⋯⋯⋯⋯⋯⋯⋯⋯⋯⋯⋯⋯⋯⋯

　第一节　矿物类中药的应用概况 （２２０）⋯⋯⋯⋯⋯⋯⋯⋯⋯⋯⋯⋯⋯⋯⋯⋯⋯⋯⋯⋯

　第二节　矿物的性质 （２２０）⋯⋯⋯⋯⋯⋯⋯⋯⋯⋯⋯⋯⋯⋯⋯⋯⋯⋯⋯⋯⋯⋯⋯⋯⋯

　第三节　矿物类中药的分类 （２２２）⋯⋯⋯⋯⋯⋯⋯⋯⋯⋯⋯⋯⋯⋯⋯⋯⋯⋯⋯⋯⋯⋯

第二十章　矿物类中药的鉴定 （２２３）⋯⋯⋯⋯⋯⋯⋯⋯⋯⋯⋯⋯⋯⋯⋯⋯⋯⋯⋯⋯⋯⋯⋯

一、性状鉴别 （２２３）⋯⋯⋯⋯⋯⋯⋯⋯⋯⋯⋯⋯⋯⋯⋯⋯⋯⋯⋯⋯⋯⋯⋯⋯⋯⋯⋯⋯

二、显微鉴别 （２２３）⋯⋯⋯⋯⋯⋯⋯⋯⋯⋯⋯⋯⋯⋯⋯⋯⋯⋯⋯⋯⋯⋯⋯⋯⋯⋯⋯⋯

三、理化鉴别 （２２３）⋯⋯⋯⋯⋯⋯⋯⋯⋯⋯⋯⋯⋯⋯⋯⋯⋯⋯⋯⋯⋯⋯⋯⋯⋯⋯⋯⋯

朱砂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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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第一章

中药鉴定学的定义和任务

　　学习要点　①中药鉴定学的定义。②中药鉴定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③中药鉴定学的

研究对象。④中药鉴定学的任务。⑤中药品种与质量的关系；造成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的

原因；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题及发掘祖国药学遗产的途径。⑥中药的真伪优劣、正

品与伪品的含义。⑦影响中药质量的主要因素。⑧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的原 则 和 要

求。⑨我国中药资源和资源保护的基本情况；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途径等。

第一节　中药鉴定学的定义

中药鉴定学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是 研 究 和 鉴 定 中 药 的 品 种 和 质

量，制订中药质量标准，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应用学科。中药鉴定学的研 究 方 法 和 内 容

是：在继承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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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范化的质量标准以及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 理 论 和 实 践 问

题。简而言之，就是一门对中药进行 “保质、寻新、整理、提高”的学科。

中药鉴定学的研究对象是中药。中药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以防治疾病和医疗保

健的药物，包括中药材、饮片和中成药。

第二节　中药鉴定学的任务

一、考证和整理中药品种，发掘祖国药学遗产

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仅本草著作中

记载的药物就有近３０００种，它总结了每种药物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品种、栽培、采收、加

工、鉴别、炮制、贮藏和应用等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是现今中药 科 学 继 承 和 发 扬 的 基

础。现今中药品种约有１３０００种，在中药鉴定中，应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对我国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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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药学史料，本着古为今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则，加以分析、考证，探讨药

物历史渊源，使之正本清源，并发掘出有用的药学史料和品种，以丰富和促进现代中药科

学的发展。
中药的品种问题直接关系到中药的质量，品种正确是保证中 药 质 量 的 前 提，品 种 一

错，全盘皆否。如何确定中药的正品，成为中药研究工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历史

等诸多原因，使中药材品种混乱和复杂现象严重，其主要原因是：

１．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幅员辽阔，物种繁多，同一种中药各地

使用的品种不同，或同一品种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中药名称，造成品种混乱。如贯众，
历代本草贯众图 文 的 记 载 不 尽 相 同，据 调 查，全 国 以 贯 众 之 名 药 用 的 植 物 有１１科、１８
属、５８种之多。而人参在历代有多达３０余种别名。

２．本草记载不详，造成后世品种混乱。如 《本草经集注》载：“白头翁处处有之，近

根处有白茸，状如白头老翁，故以为名。”以致清代的吴其得出这样的结论：“凡草之有

白毛者，以翁名之皆可。”所以从古到今就有多种根部有白毛茸的植物混作白头翁，这就

造成了白头翁药材来源达２０种以上，分属于毛茛科、蔷薇科、石竹科、菊科等不同科的

植物。

３．有的品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品种发生了变迁。如始载于 《名医别录》的白附子历

代本草均为毛茛科植物黄花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ｏｒｅａｎｕｍ （Ｌéｖｌ．）Ｒａｐ．的块根，而近代全国

绝大部分地区用天 南 星 科 植 物 独 角 莲Ｔｙｐｈｏｎｉｕｍ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ｍ Ｅｎｇｌ．的 块 根 作 白 附 子 用，
两者疗效不同，如何变迁的，尚待深入研究。

４．一药多基原情况较为普遍。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收载的常用中药不少来源于２
个、３个、４个、５个甚至６个 种 （如 石 决 明），有 的 中 药 甚 至 来 源 于 不 同 科 （如 小 通 草

等）或同科不同属 （如老鹳草、水蛭等）的数种动、植物，造成中药质量控制困难。
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题及发掘祖国药学遗产的途径：

１．通过对中药商品调查和中药资源普查，结合本草考证，明确正品和主流品种，力

求达到一物一名，一名一物。如 《中国药典》已分别将报春花科植物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Ｈａｎｃｅ作 为 金 钱 草，豆 科 植 物 广 金 钱 草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Ｏｓｂ．）

Ｍｅｒｒ．作广金钱草，唇形科植物活血丹Ｇｌｅｃｈｏｍ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 （Ｎａｋａｉ）Ｋｕｐｒ．作连钱草收

载。

２．研究不同历史时期药物品种的变迁情况，正确继承古人药材生产和用药经验。如

考证阿胶的原料在唐代以前主要是牛皮，宋代、明代是牛皮、驴 皮 并 用，清 代 以 后 用 驴

皮，至今沿用驴皮。

３．开展古方药物的品种考证，有利于医方的发掘与继承，为新药研究提供依据。例

如青蒿素的发现，就是从研究葛洪 《肘后备急方》青蒿治疟病方，再经过青蒿历代所用品

种的考证，结合科学试验取得的成果。

４．对一些道地药材的品种考证，查考地方志，常能提供一些历代本草未能记载的资

料，解决在品种考证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如罗汉果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ｉＳｗｉｎｇｌｅ，遍查

历代本草均无记载，最后从清代 《临桂县志》、《永宁州志》中查到不仅有罗汉果之名，还

有其形态、性味、效用记载，这为罗汉果的药用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再如在考证鸡血

藤膏时，就查考了云南的 《顺宁府志》和 《云南通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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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本草考证有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当今有很多野生动、植物还不知道它们的

用途，一旦 《本草纲目》等本草上收载的药物都能考证清楚，根据植物亲源关系的线索，
对药物新品种的开发利用，将会有所帮助。

６．通过本草考证与现今药材品种调查相结合，能纠 正 历 史 的 错 误，发 掘 出 新 品 种。
如虎掌与天南星，经研究并非一物，虎掌实为掌叶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ｐｅｄａｔｉｓｅｃｔａＳｃｈｏｔｔ的块

茎，纠正了 《本草纲目》中将天南星并在虎掌之下，视二者为同一物的错误。
总之，中药品种的考证与整理工作对澄清中药品种混乱，力求达到一物一名，一名一

物，从源头上保证中药质量，达到品种正确，质量优良、稳定、可控，以及继承与发掘祖

国药学遗产，开发新药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用价值。

二、鉴定中药真伪优劣，确保中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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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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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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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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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前人早有认识，李时珍早就有 “一物有谬，
便性命及之”的名言。

（一）中药材及饮片的鉴定

当前中药材的真伪问题仍十分突出，一些常用中药出现了伪品、混淆品或掺伪品。除

历史的根源外，究其原因还有：

１．误种、误采、误收、误售、误用。如种大黄时误种为藏边大黄、河套大黄；将金

钱草 （过路黄）误采为风寒草 （聚花过路黄）；市场上曾大量出售十字花科芫菁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Ｌ．的种子，以其充菟丝子；以丝石竹的根充桔梗；以参薯的块茎充山药；在山西、
四川、江西、湖北还曾出现把有剧毒的小檗科桃儿七误作龙胆，以致造成中毒死亡或致残

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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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防己商品中粉防己、
广防己、汉防己、木防己名称或使用相混，广防己为马兜铃科植物，含马兜铃酸，只有防

己科防己才可提制 “汉肌松”原料。以滇枣仁充酸枣仁，川射干充射干等。

３．个别人有意作假，以假充真。如金钱白花蛇，有用银环蛇的成蛇纵剖成条，接上

其他小蛇头盘成小盘者，有用其他带环纹的幼蛇伪充者，甚至有用其他幼蛇在蛇身上用白

色油漆画出环纹伪充正品；有用马铃薯片加工伪充白附片；用其他动物的皮 （如马皮）熬

制的胶充阿胶等。
中药的质量优劣，是关系到临床疗效和中药国际化的大问题，质量是中药的生命。中

药的品种明确后，必须注意检查质量，如品种虽正确但不符合药用质量要求时，同样不能

入药。
除品种外，影响中药质量的主要因素有：

１．栽培条件　栽培条件不当，黄芪木质化程度增高，栽培的防风分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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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采收加工　不同的采收期和不同的加工方法，使有效成分的种类或含量不同。如

茵陈，过去只用幼苗，后来通过研究发现，茵陈的三个主要利胆有效成分以秋季的花前期

和花果期含量为高，为此，药典规定茵陈有两个采收期，春季幼苗高６～１０ｃｍ时或秋季

花蕾长成时采收，前者称 “绵茵陈”，后者称 “茵陈蒿”。金银花采用阴干、晒干和蒸后晒

干，绿原酸的含量不同，以蒸晒法加工者含量高。

３．产地　同种药材，产地不同，质量不尽相同，如广藿香，广州石牌的广藿香气较

香纯，含挥发油虽较少，但广藿香酮的含量却较高；而海南省产的广藿香，气较辛浊，挥

发油含量虽高，但广藿香酮的含量却甚微。

４．贮藏时间　如荆芥的挥发油含量随贮藏时间的延长而减少；新鲜细辛的镇咳作用

强，当贮存６个月后则无镇咳作用。贮藏不当会引起霉变、走油、风化等。

５．运输　运输中如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必然影响质量。

６．非药用部位超标　沉香掺入大量不含树脂的木材、山茱萸掺入大量果核等。

７．人为掺假　薏苡仁中掺入高粱米，红花中掺入细红沙或细锯末，海马腹中填入鱼

粉，冬虫夏草中插入铁丝等。

８．个别药材经提取部分成分后再流入市场　如人参、西洋参、三七、五味子、黄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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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中药有效成分尚不明或无准确

的含量测定方法，用浸出物测定法，来帮助考察其质量。近年对中药质量的评价方法进展

很快，有用药效学、免疫活性以及化学模式识别结合药效学、指纹图谱等方法评价中药的

质量。
中药真、伪、优、劣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其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做到中药的名称准确、

品质可靠，必须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执业道德和业务素质，大力发展道地药材规 范 化 种

植，同时，应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管理与执法力度，杜绝假冒、伪劣药材。

（二）中成药的鉴定

中成药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收载中药成方制 剂４５８
种，据初步统计，全国药厂生产的中药制剂已超过５０００种。

中成药的鉴定方法同中药材一样，主要包括性状、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目前 《中
国药典》对中成药鉴定常用的鉴别方法有显微鉴别，如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收载中药

制剂４５８种中有２４８种收载了显微 鉴 别 项，约 占 成 方 制 剂 的５５％，比１９９０年 版 增 加６９
种，比１９９５年版增加３３种，呈上升趋势，显微鉴定已成为控制中成药质量行之有效的常

规方法和质量标准内容之一。用薄层色谱法进行定性鉴别，以色谱法和光谱法为主进行含

量测定的品种较１９９５年版药典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由于中成药处方 组 成 比 较 复 杂，
剂型多样，质量控制指标建立较难。因此，研究中成药鉴定方法，使中成药质量稳定、可

控，实现中成药现代化和走向国际市场，也是中药鉴定学的任务之一。

三、研究和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

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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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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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稳定、可控，促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键。凡正式批准生产的

中药 （包括中药材、饮片及中成药）都要制定质量标准。中药标准是国家对中药质量及其

检验方法所作的技术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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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质量标准应充分体现 “安全有效、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的原则。中药质量标准包括中药材、饮片和中成药的质量标准，要求中药的来

源和处方要固定，采收加工、炮制方法和生产工艺要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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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规范化的中药质量

标准是中药鉴定学的任务之一。

四、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一）中药的资源

中药资源包括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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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表明：我国现有中药资源达１２８０７种，在这些

种类中，传统中药约１２００种，其中常用中药约５００余种，民族药１５００～２０００种，其余为

民间草药。丰富的天然资源是中药材的主要来源之一。我国经营的商品中药材中，野生药

材品种约占总数的８０％以上，约占收购量的６０％。许多药材在特定的生产区域，由于适

宜的气候、土壤、水质和多年来优良的种植方法，使其优质而高产，疗效卓著，且产销历

史悠久，称为道地药材。据初步统计，全国的 道 地 药 材 约 有２００种。如 四 川 的 黄 连、附

子、川芎，云南的三七，甘肃的当归、大 黄，宁 夏 的 枸 杞 子，内 蒙 古 的 黄 芪，吉 林 的 鹿

茸、人参，辽宁的细辛、五味子，山西的党参，河南的地黄、牛膝，山东的北沙参、金银

花，江苏的薄荷，安徽的牡丹皮，浙江的玄参、浙贝母，福建的泽泻，广东的砂仁，广西

的蛤蚧等都是历史悠久、全国著名的道地药材，有的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据统计，栽培

与饲养的药材品种约占总数的２０％，占收购量的４０％。

（二）中药资源的保护

合理地保护与开发中药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对实现中药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我国政府于１９８４年发布了第一批 《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 名 录》，共 收 载 植 物３５４种；１９８７
年发布了第二批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共收载植物约４００种；同年公布了 《野

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制定了第一批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名录》；１９８９年又公

布了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现在全国各地建立的植物、动物自然保护区已达近

千处。同时开展野生中药变家种、家养或进行野生抚育；建立中药种质资源库；并应用新

技术、新方法对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建立中药材现代化 产 业 基

地，是实现中药材标准化、现代化，实现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２００２年发布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药材ＧＡＰ），并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

起正式实施，大力发展优质道地药材生产及野生珍稀或濒危动植物药材野生变 家 种、家

养，可使中药资源永续利用。



　 １８　　　 · 中药鉴定学部分 ·
·····················································

（三）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在保护和合理开发中药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寻找和扩大新药源也是中药鉴定学的任务

之一。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方法有：

１．进行全国性药源普查，寻找新的中药资源。如通过多次全国性药源普查，发现了

不少野生中药资源和某些进口药材的国产品种资源，如新疆的阿魏、紫草、贝母；西藏的

胡黄连；云南的诃子、马钱子；广西的安息香；海南的大风子、降香等。

２．根据生物的亲缘关系寻找新药源。如根据商品调查，作金银花的忍冬属植物有十

多种，有 效 成 分 绿 原 酸 的 含 量 种 间 差 别 较 大，如 灰 毡 毛 忍 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和红腺忍冬Ｌ．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ａＭｉｑ．的花蕾含量较高，前者达１２％，后者

达１０％左右，比山东的正品金银花还高，现已将红腺忍冬载入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

３．从民族药或民间药中寻找新药源。如沙棘是藏族、蒙古族习用药材，其干燥成熟

果实常用于止咳祛痰、消食化滞、活血散瘀。近年来发现沙棘叶含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及维

生素Ｃ、胡萝卜素和氨基酸等生理活性成分，颇具开发价值。

４．以有效成分为线索，寻找和扩大新药源。麝香酮是麝香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麝

鼠香中含有麝香酮，灵猫香中含有与天然麝香相似的化学成分，且具相似的药理作用，可

能成为麝香的代用品。抗肝炎有效成分齐墩果酸在工业生产上的原料主要是五加科植物几

种木的皮、叶和果实，其含量均在３６％以下，但在曲莲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ａｍａｂｉｌｉｓＤｉｅｌｓ和雪

胆Ｈ．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Ｃｏｇｎ．ｅｘＦｏｒｂ．ｅｔＨｅｍｓｌ．的块根中，齐墩果酸提取率高达７％～９５％，
是较好的新药源。

５．以药理筛选结合临床疗效寻找和扩大新药源。如在抗肿瘤药的药理筛选中发现唐

松草新碱具 有 较 好 的 抗 肿 瘤 活 性，后 从１０种 东 北 产 唐 松 草 属 植 物 里 找 到 展 枝 唐 松 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ｍＳｔｅｐｈ．，其根中唐松草新碱的含量最高可达１３６％。

６．从古本草中寻找或探索老药新用途。古本草中还有不少品种现今未使用，有些多

来源的品种现今只用了一、二种或古今用药不同，若能进行认真考证，一定能发掘出有用

的新资源种类。

７．以新技术、新方法扩大新药源。如杜仲、黄柏、厚朴等皮类中药的环剥技术，麝

的家养和活麝取香，黑熊家养和引流熊胆汁，人工牛黄的研制，人参、紫草、三七、延胡

索等的组织培养等。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如细胞工程、基因工程技术生产有效成分，近年

来已取得不少新进展，如水蛭素基因工程、羚羊角蛋白质基因工程等，为减轻中药对自然

资源的依赖和破坏，获得有效成分高含量的中药开辟了新途径。目前还有以临床疗效为依

据，用高通量筛选技术寻找新药的方法。

（卫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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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药鉴定学的发展史

　　学习要点　①历代重要本草著作的书名、作者、成书年代、收载药物总数和在中药鉴

定方面的学术价值。②近代中药鉴定学发展概况。

第一节　古代中药鉴定知识与本草

中药鉴别知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国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

中，通过不断尝试，并学会运用眼、耳、鼻、舌、手等感官来识别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和

矿物的形、色、质地和气味，从而鉴别出哪些可供药用，哪 些 不 可 供 药 用 及 有 毒、无 毒

等，逐渐形成了 “药”的感性知识。在无文字时代，这些药物知识凭借师 承 口 传 丰 富 起

来，它是本草学的基础。在文字产生以后，就有了关于药物的记载，古代记载药物知识的

专著称为 “本草”。从秦、汉到清代，本草著作约有４００种之多。这些著作包含着我国人

民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和鉴别中药的丰富的文字资料，是祖国医药学的宝贵财富，并

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就记载有葛、苓、芍药、蒿、芩等５０多种药用

植物的产地、采集、性状等知识。《五十二病方》据专家推论，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

早的医学方书。其 中 载 有２４７种 药 物，２８３首 中 药 处 方 和 丸、散、饼、曲、酒 等 中 药 剂

型。
《神农本草经》为我国已知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著者不详，成 书 年 代 约 在 西 汉 时 期，

它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载药３６５种，分上、中、下三品。在序录中记载，药 “有
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并对药物的

产地、采集时间、方法以及辨别药物形态真伪的重要性，有一些原则性的概括。原书早已

失传，但原文收载于后代本草中，现有明代、清代的辑本。值得指出的是，《五十二病方》
中的２４７种 药 物，将 近 一 半 在 《神 农 本 草 经》中 没 有 记 载，说 明 当 时 的 用 药 品 种 还 更

多。　　　　
《本草经集注》是梁代陶弘景以 《神农本草经》和 《名医别录》为基础编撰而成，载

药７３０种。全书以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

用七类，为后世依药物性质分类的导源。本书对药物的产地、采收、形态、鉴别等有所论

述，开展了对药物基原的考察，有的还记载了火烧试验、对光照视的鉴别方法。原书已失

传，现存敦煌残卷，其主要内容收载于后代本草中。
《新修本草》（又称 《唐本草》）是唐代李、苏敬等２２人集体编撰，由官府颁行的，

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由国家颁布的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本草。
载药８５０种，新增１１４种新的药物，其中不少是 外 来 药 物，如 由 印 度 传 入 的 豆 蔻、丁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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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辽传入的石榴、乳香等；波斯传入的青黛等。该书有较多的基原考证。附有图经７
卷，药图２５卷。出现了图文鉴定的方法，为后世图文兼备的本草打下了基础。原书已散

失不全，现仅存残卷。现有尚志钧辑本 《唐·新修本草》。
唐代个人编著的本草亦多，著名的有孟诜的 《食疗本草》、陈藏器的 《本草拾遗》、李

的 《海药本草》等。
《开宝本草》是在宋代开宝年间官命刘翰、马志等在唐代本草的基础上撰成 《开宝新

详定本草》，后又重加详定，称为 《开宝重定本草》，简称 《开宝本草》。
《嘉祐本草》和 《图经本草》。宋代嘉祐年间，官命掌禹锡等编辑 《嘉 祐 补 注 神 农 本

草》，简称为 《嘉祐补注本草》或 《嘉祐本草》，新增药物９９种。又令苏颂校注药种图说，
编成 《图经本草》，共２１卷，对药物的产地、形态、用途等均有说明，成为后世本草图说

的范本。该书首创版印墨线药图，绝大多数药图为实地写生图，图名大多冠以州县名，说

明当时对药材质量的评价已十分重视药材的道地性。
《证类本草》是宋代最值得重视的本草。北宋后期唐慎微将 《嘉祐补注本草》和 《图

经本草》校订增补，编成本草、图经合一的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 《证类本草》。此

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共３１卷，载药１７４６种，新增药物５００余种。该书总结了宋代以

前药物鉴定的知识，其质量远远超过以前各书，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本草，为研究古

代药物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本草纲目》是明代对药学贡献最大的本草著作。李时珍参阅了经史百家著作和历代

本草８００多种，历 经３０年，编 写 成５２卷，约２００万 字，载 药１８９２种 的 巨 著 《本 草 纲

目》。其中新增药物３７４种，附方１１０００余条。这部著作是我国１６世纪以前 医 药 成 就 的

大总结。本书以药物自然属性作为分类基础，每药标名为纲，列事 为 目，名 称 统 一，结

构严谨，为自然分类的先驱。对药物的形态鉴别方法和内容也是较为完善的。李 时 珍 博

览群书，在 “集解”项中引录了很多现已失传的古代本草对药物鉴别的记载，为后世 留

下了宝贵的史料。《本草 纲 目》的 出 版，对 中 外 医 药 学 和 生 物 学 科 都 有 巨 大 影 响。１７世

纪初传到 国 外，曾 译 成 多 国 文 字，畅 销 世 界 各 地，成 为 世 界 性 的 重 要 药 学 文 献 之

一。　　　　
《本草纲目拾遗》是清代赵学敏编撰的，此书是为了拾遗补正李时珍的 《本草 纲 目》

而作，载药９２１种，其中新增药物７１６种，如冬虫夏草、西洋参、浙贝母、鸦胆子、银柴

胡等均系初次记载，大大丰富了药学内容。
《晶珠本草》为清代蒂玛尔－丹增嘉措编撰，共载青海、西藏东部、四川西部的药材

２２９４种。叙述 了 每 种 药 的 来 源、生 境、性 味 和 功 效 等，是 历 代 收 集 藏 药 最 多 的 典

籍。　　　
《植物名实图考》和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是清代吴其编撰的，是植物学方面科学

价值较高的名著，也是考证药用植物的重要典籍。《植物名实图考》收载植物１７１４种，对

每种植物的形态、产地、性味、用途叙述颇详，并附有较精确的插图，其中很多植物均经

著者亲自采访、观察，并重视其药用价值；《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一书摘录了大量古代文

献资料，载有植物８３８种，给近代药用植物的考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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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重要本草著作简介

书名 年代 著者 内容简介

神农本草经 西 汉 时 期 （公 元

一、二世纪）
不明 我国已知最早的药 物 学 专 著。总 结 了 汉 代 以 前 的 医 药 经

验。载药３６５种。对 药 物 的 产 地、采 集 时 间 及 方 法、药

物真伪鉴别有一些原则性的概括

本草经集注 南北朝 （梁）

（５０２～５３６年）
陶弘景 共７卷，载 药７３０种，以 药 物 自 然 属 性 分 类，分 为 玉 石、草

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类。记载了药物的性味、

产地、采集、形态、鉴别等内容。开展了药物基原的考察

新 修 本 草

（唐本草）
唐

（６５９年）
李 、苏

敬 等 ２２
人

共５４卷，载药８５０种，新增药１１４种，其中有不少 外 国

输入药物，如 安 息 香、血 竭 等。由 政 府 组 织 编 辑 颁 行，

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具有药典性质的本草

海药本草 唐

（约９０７～９２５年）
李 共６卷，主载外国输入的药物

图经本草 宋

（１０６１年）
苏颂等 共２１卷，为我国最早的版印墨线药图，绝大多数图为实

地写生绘 制，成 为 后 世 本 草 图 说 的 范 本。原 书 已 失 传，

但其药图９３０余幅及文字说明仍存于 《证类本草》之中。

重视药材的道地性。为现今本草考证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经 史 证 类 备

急本草

《证类本草》

宋

（１１０８年）
唐慎微 共３１卷，载药１７４６种，新 增 药５００余 种。是 我 国 现 存

最早的完整本草，是 现 今 研 究 宋 代 以 前 本 草 发 展 最 完 备

的重要参考书

本草纲目 明

（１５９６年）
李时珍 共５２卷，载 药１８９２种，新 增 药３７４种，附 药 图１１０９

幅，附方１１０９６条。全 书 按 药 物 自 然 属 性，自 立 分 类 系

统，为自然 分 类 的 先 驱，集 明 代 以 前 本 草 学 说 之 大 成。

１７世纪初传到国外，被译成多国文字

本草纲目

拾遗

清

（１７６５年）
赵学敏 共１０卷，载药９２１种，其中 《本草纲目》未 记 载 的 药 物

有７１６种。新增药有西洋参、冬虫夏草、鸦胆子等

晶珠本草 清

（约１８３５年）
蒂 玛 尔－
丹增嘉措

共载青海、西藏东部、四川西部的药材２２９４种。叙述了

每种药的来 源、生 境、性 味 和 功 效 等，是 历 代 收 集 藏 药

最多的典籍

植 物 名 实 图

考

清

（１８４８年）
吴其 载植物１７１４种，共３８卷。本 书 为 植 物 学 名 著，其 中 有

很多药用植 物，根 据 著 者 平 生 经 验，辨 别 形 色 气 味，摹

绘成图，附以考证，以求名实相符

第二节　近代中药鉴定学的发展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外药学传入我国。在西方生药学传入我国以前，中国的学

者主要以传统方 法 研 究 中 药。２０世 纪 初，国 外 生 药 学 传 入 我 国，丁 福 保 著 《中 药 浅 说》
（１９３３年），从化学实验角度分析和解释中药，引进了化学鉴定方法。１９３４年赵黄、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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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等编著了我国第一本 《生药学》上编，接着叶三多广集西欧及日本书籍的有关资料，
于１９３７年写出了 《生药学》下编。它引进了现代鉴定中药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后来应用

“生药学”的现代鉴定知识和技术，整理研究中药，中药鉴定学科的建立，起到了先导作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中医药事业十分重视，使中药在管理、生

产、医疗、教育、科研以及对外交流等各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一、中医学院的建立和中药鉴定学的诞生

我国在１９５６年建立了四所中医学院，从此中医药登上了高等教育的殿堂，以后全国

各省、直辖市相继成立中医学院，目前全国共有中医药院校２６所。１９５９年开始各学校相

继成立了中药系，开设了中药专业。１９６４年就开设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 《中药材鉴定学》
（后改为 《中药鉴定学》）。根据中药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中药鉴定学》被确定为专业

课之一。《中药鉴定学》教材先后已出版了五次，１９７７年版和１９８０年版为全国试用教材

（成都中医学院主编），１９８６年 （任仁安主编）、１９９６年 （李家实主编）又编写出版二次，
定为全国统编和规划教材。２００３年 （康廷国主编）出版了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

划教材。

二、国家为中药鉴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９５４年成立了药材公司，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相应的中药管理机构，对中

药的产、供、销实行有计划的统一经营。１９５５年中医研究院 （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建

立后，成立了中药研究所，特别是在１９５８年以后，中药的科研机构遍布全国各个省、市、
自治区，构成了中医药的科研网，改变了中医药事业以往落后的面貌。

在药检机构方面，从中央到各省区都成立了药品检验所，一些市县也相应成立了药品

检验所 （室），这些机构都设有中药检验室，对中药的品种和质量的检查、监督、管理有

了专门执法机构，使中药的质量得以保证和不断提高。
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用药安全和有效，为了加强对中药质量的管理，颁布了药品的法定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 《中国药典》）和部颁 《药品标准》，各省区也先

后颁布了地方药品标准。近５０年来 《中国药典》先后出版了七版。在中药鉴定的方法和

内容方面，每版药典都比前一版有所提高，药材检测标准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中药质

量的管理有法可依。

三、中药鉴定研究方法和技术不断提高

１．本草考证　本草学研究成为中药品质评价研究的基础。本草学就是古代中国的传

统药物学，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药学体系之一。它是内容丰富有待发掘的宝

贵药学资源。专门从事本草研究的专家先后对２００多个中药品种进行了全面考证，并出版

了 《本草学》等专著，辑复了 《唐·新修本草》等，出版了 《本草纲目》校点本、《滇南

本草》校订本等著名本草。要认真继承传统药物的功效，必须考证不同朝代药物的变迁。
中药的本草考证已成为中药品种整理、新药研制、国家药品标准制订等必不可少的内容。

２．基原鉴定　国家组织了全国性的药源普查和中药品种整理研究工作，尤其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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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八五”攻关项目对２２３种 （类）常用中药进行了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搞清了

它们的历史沿革、药用品种和主流品种，并进行了质量研究，该研究成果分别编成 《常用

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南方协作组１～４册、北方协作组１～３册。并先后出版了许

多有关中药基原鉴定的专著，如 《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中华本

草》（分普通本和精选本）、《新华本草纲要》、《中国中药资源丛书》（包括 《中国中药资

源》、《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国中药区划》、《中国常用中药材》、《中国药材地图集》和

《中国民间单验方》，是一套系统的中药资源专著，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随着生物技术的

发展及其在中药鉴定方面的应用，已能在分子水平上鉴定中药的真伪优劣。如随机扩增多

态技术 （ＲＡＰＤ）、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技术及ＰＣＲ鉴别技术、ＤＮＡ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已

相继应用在中药的品种和质量鉴定中。

３．性状鉴定　性状鉴定是鉴定中药的传统方法，从古至今在鉴定中药的真伪优劣上

均有不可取代的位置。现今通过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使之更加

科学和准确。《中药材手册》、《中药鉴定学》、《药材学》、《生药学》、《中国药材学》、《现

代实用本草》等专著和教材中有详尽论述。

４．显微鉴定　显微鉴定是中药和中成药鉴定的有效手段，在中药鉴定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和深入研究。显微鉴定是 《中国药典》质量控制指标之一。出版了许多专著，如 《中
药材粉末显微鉴定》、《中成药显微分析》等，发表了许多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取得了

不少科研成果。电子显微镜的问世，使细胞结构的观察水平取得了巨大的突破，特别是扫

描电镜，由于具有很大的景深，显示出观察特征的三维立体结构，用来观察种子表面的细

微结构，叶、花冠的表皮细胞及角质层纹理，毛的形态，花粉粒的形状、纹饰及孔沟等，
使鉴定特征更为明显。近年来应用电子计算机检索中药显微特征来鉴别中药也取得了一定

进展。

５．理化鉴定　随着相关学科新技术的发展，中药理化鉴定方法得以不断创新，色谱

与光谱技术、色谱与光谱连用技术、计算机技术、差热分析技术、Ｘ－射线分析技术、傅

立叶变换拉曼光谱法无损鉴别中药材，免疫技术及中药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技术等应用于中

药的定性与定量分析，使中药的质量评价方法进一步迈向科学化和标准化。“九·五”国

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 “中药材质量标准的规范化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充实了 《中国药

典》药材质量标准内容，最终建立了６１种常用中药材国际参照执行标 准，还 为 许 多 一、
二类中药新药研究奠定了基础。出版的专著有 《中药鉴别紫外谱线组法及应用》、《中成药

薄层色谱鉴别》、《中药材薄层色谱鉴别》、《中药材光谱鉴别》、《中药指纹图谱研究技术》
等。

（卫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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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药的采收、加工和贮藏

　　学习要点　①采收与中药质量的关系。②各类中药的一般采收原则。③中药产地加工

的目的，常用的加工方法。④中药贮藏中常见的变质现象。⑤中药的贮藏和防治变质的方

法。⑥常用的名词、术语。

第一节　中 药 的 采 收

一、采收与中药质量的关系

中药品质的好坏，决定于有效物质含量的多少，有效物质含量的高低与产地、采收时

间、采收方法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如 薄 荷 （Ｍｅｎｔｈａ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挥 发 油 主 要 分 布 于 叶 中，
在花蕾期叶片中含油量最高，花盛期油中主成分薄荷脑含量最高，但花后期叶的 产 量 最

多；槐花在花蕾期芦丁的含量最高可达２８％，如已开花，则芦丁含量急剧下降；甘草在

生长初期甘草甜素的含量为６５％，开花前期为１０５％，开花盛期为４５％，生长末期为

３５％。所以要确定适宜的采收期，必须把有效成分的累积动态与药用部位的产量变化结

合起来考虑，既要考虑有效成分含量，又要兼顾产量。

二、各类中药的一般采收原则

（一）植物药类

１．根及根茎类　一般在秋、冬季节植物地上部分将枯萎时及春初发芽前或刚露苗时

采收，此时根或根茎中贮藏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通常含有效成分也比较高。

２．茎木类　　一般在秋、冬两季采收。

３．皮类　一般在春末夏初采收，此时树皮养分及液 汁 增 多，形 成 层 细 胞 分 裂 较 快，
皮部和木部容易剥离，伤口较易愈合。少数皮类药材在秋冬两季采收，如苦楝皮此时有效

成分含量较高。肉桂则在春季和秋季各采一次。杜仲、黄柏等可采用 “环剥技术”。

４．叶类　多在植物光合作用旺盛期，开花前或果实未成熟前采收。

５．花类　一般不宜在花完全盛开后采收，开放过久几近衰败的花朵，不仅影响药材

的颜色、气味，而且有效成分的含量也会显著减少。花类中药，在含苞待放时采收的如金

银花、辛夷、丁香、槐米等；在花初开时采收的如红花、洋金花等；在花盛开时采收的如

菊花、番红花等。对花期较长、花朵陆续开放的植物，应分批采摘，以保证质量。

６．果实种子类　 一般果实多 在 自 然 成 熟 或 将 近 成 熟 时 采 收。有 的 采 收 幼 果，如 枳

实、青皮等。种子类药材需在果实成熟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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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全草类　 多在植株充分生长，茎叶茂盛时采割，如青蒿、穿心莲、淡竹叶等；有

的在开花时采收，如益母草、荆芥、香薷等。而茵陈有两个采收期，春季采收的习称 “绵
茵陈”，秋季采收的习称 “茵陈蒿”。

８．藻、菌、地衣类　药用部位不同，采收时间不一，如茯苓立秋后采收较好，冬虫

夏草在夏初子座出土孢子未发散时采收，海藻在夏秋二季采捞，松萝全年均可采收。

（二）动物药类

因原动物种类和药用部位不同，采收时间也不相同。

１．昆虫类　入药部分含虫卵的，应在虫卵孵化前采收，如桑螵蛸应在深秋至次年三

月中旬前采收，过时卵已孵化，质量降低。以成虫入药的，均应在活动期捕捉，如土鳖虫

等。有翅昆虫，宜在清晨露水未干时捕捉，因此时不易起飞，如斑蝥等。

２．两栖类、爬行类　多数宜在夏秋两季捕捉，如蟾蜍、各种蛇类。亦有在霜降期捕

捉的，如中国林蛙等。

３．脊椎动物　大多数全年均可采收，如龟甲、鸡内金、牛黄、马宝等。但鹿茸需在

５月中旬至７月下旬锯取，过时则骨化，麝香活体取香则多在１０月份进行。

（三）矿物药类

全年均可采收，大多结合开矿采掘。

第二节　中药的产地加工

一、中药产地加工的目的

中药材采收后，除少数要求鲜用，如生姜、鲜石斛等外，绝大多数要经过产地加工，
形成干药材。中药材产地加工的目的是促使鲜药材的干燥，符合医疗应用要求和 商 品 规

格，以保证药材质量，便于包装、贮 藏、运 输。最 终 达 到 形 体 完 整，含 水 分 适 度，色 泽

好，香气散失少，不变味 （必须加工改变味的玄参、生地等例外），有效物质损失少等要

求，才能保证药材质量。

二、常用的加工方法

１．拣、洗　将采收的新鲜药材除去泥沙杂质和非药用部分，但具芳香气味的药材一

般不用水洗，如薄荷、细辛、木香等。

２．切片　　较大的根及根茎类、坚硬的藤木类和肉质的果实类药材有的趁鲜切成块、
片，以利干燥。如大黄、鸡血藤、木瓜。但对具挥发性成分和有效成分易氧化的则不宜切

成薄片干燥，如当归、川芎等。

３．蒸、煮、烫　含浆汁、淀 粉 或 糖 分 多 的 药 材，用 一 般 方 法 不 易 干 燥，须 先 经 蒸、
煮或烫的处理，则易干燥，同时使一些药材中的酶失去活力，不致分解药材的有效成分。
但加热时间长短不等，视药材的性质而定，如白芍煮至透心，天麻、红参蒸至透心，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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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置沸水中略烫，桑螵蛸、五倍子蒸至杀死虫卵或蚜虫。

４．熏硫　有些药材为使色泽洁白，防止霉 烂，常 在 干 燥 前 后 用 硫 黄 熏 制，如 山 药、
白芷、川贝母等。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药材经熏硫后硫化物残留，影响药材的安全性，
有些药材熏硫后有效成分大为下降，如白芷等。同时熏硫造成环境污染，故该加工方法值

得进一步研究。

５．发汗　有些药材在加工过程中为了促使变色，增强气味或减小刺激性，有利于干

燥，常将药材堆积放置，使其发热、“回潮”，内部水分向外挥散，这种方法称为 “发汗”，
如厚朴、杜仲、玄参、续断、茯苓等。

６．干燥　除少数药材，如石斛、地黄，有时要求鲜用外，大多数药材经加工后均应

及时干燥。干燥的目的是除去新鲜药材中大量水分，避免发霉、变色、虫蛀以及有效成分

分解和破坏，保证药材质量，利于贮藏。干燥的方法通常有晒干、烘干、阴干等。《中国

药典》对干燥方法规定如下：凡烘干、晒干、阴干均可的，用 “干燥”表示；不宜用较高

温度烘干的，则用 “晒干”或 “低温干燥”表示 （一般不超过６０℃）；烘干、晒干均不适

宜的，用 “阴干”或 “晾干”表示；少数药材需短时间干燥，则用 “曝晒”或 “及 时 干

燥”表示。近年来使用远红外加热干燥、微波干燥、冷冻干燥等新方法干燥药材。

第三节　中 药 的 贮 藏

贮藏保管对中药材品质亦有直接的影响。如果贮藏不当，药材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

质现象，降低质量和疗效。

一、中药贮藏中常见的变质现象

１．虫蛀　药材经虫蛀后，有的形成空洞，有的被毁成粉，污染和破坏药材。一般害

虫生长繁殖最适宜 的 温 度 在１６℃～３５℃，相 对 湿 度 在７０％以 上，药 材 含 水 量 在１３％以

上。一般螨类生长的适宜温度约在２５℃左右，相对湿度在８０％以上，５～１０月是繁殖旺

盛期，应注意防治。

２．生霉　大气中存在有大量的霉菌孢子，如散落在药材表面，在２５℃左右，相对湿

度８５％以上，药材含水量超过１５％和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即萌发为菌丝，分泌酵素，溶

蚀药材的内部组织，促使腐败、变质，失去药效。有的黄曲霉菌的 代 谢 产 物 为 黄 曲 霉 毒

素，对肝脏有强烈的毒性。对中药进行霉菌总数测定和黄曲霉毒素等的限量检查，是从卫

生学角度评价中药质量的内容之一。

３．变色　各种药材都有其固有的颜色，颜色是药材 的 品 质 标 志 之 一。如 贮 藏 不 当，
药材本身含有的成分因氧化、聚合或分解、缩合等作用，使原来色泽加深或改变，以致变

质。发生变色的原因，除自身所含的某些成分化学性质不稳定，易分解变质，或在酶的作

用下易发生氧化、聚合、缩合反应引起变色外，某些外因如温度、湿度、日光、氧气、不

当的加工方法也容易引起药材变色。

４．走油　指某些含油药材在贮藏不当时油分向外溢出，或药材在受潮、变色、变质

后表面呈现油样物质的变化，也称为 “走油”，如柏子仁、麦冬、天冬、枸杞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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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风化　有的矿物药容易风化，失掉结晶水，使药材性状改变，功效发生变化，如

芒硝、明矾、胆矾等。

６．自燃　因储藏不当而致药材自动燃烧的现象称为自燃。其原因主要是富含油脂的

药材，层层堆置，如通风不良，堆中产生的热量积聚，使 局 部 温 度 增 高，先 焦 化 直 至 燃

烧，如柏子仁、海金沙、紫苏子等，有的药材因吸湿回潮或水分含量过高，垛中产生的内

热扩散不出，使垛中局部高热炭化而自燃，如菊花、红花等。

７．其他　有些药材在贮藏过程中所含有效成分会自然分解或起化学变化而降低疗效，
如绵马贯众、樟脑、冰片等，这类药材不能久贮。

二、中药的贮藏和防治变质的方法

１．仓库的管理　应有严格的日常管理制 度，保 持 经 常 检 查，保 证 库 房 干 燥、清 洁、
通风。注意外界温度、湿度的变化，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调节室内温度和湿度。药材入库前

应详细检查有无虫蛀、生霉等情况。凡有问题的包件都应进行适当的处理，合格的包件才

能入库贮藏。贮藏的方法可根据药材的特性分类保管。如剧毒药与非毒性药材分开，专人

管理；容易吸湿霉变的药材应特别注意通风干燥，必要时可翻晒或烘烤；容易自燃的药材

不能堆垛太高，应特别注意通风干燥；含淀粉、蛋白质、糖类等营 养 成 分 容 易 虫 蛀 的 药

材，应贮存于容器中，放置干燥通风处，并经常检查，必要时进行灭虫处理；少数贵重药

材也应与一般药材分开，专人管理，有的应密闭贮存，勤检查，防霉，防蛀；有效成分不

稳定的不能久储。保管储藏中要坚持 “发陈出新”和 “先进先出”的原则。

２．储藏方法　
（１）经验贮藏　在中药贮藏保管方面，人们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如牡丹皮与泽泻放

在一起，牡丹皮不易变色，泽泻不易虫蛀；花椒、细辛、山苍子 （毕澄茄）、樟脑、大蒜

头都可单独与有腥气的动物药一起存放，可防虫；白酒的蒸气能使害虫不易生存，也可直

接洒在药材上；有些药材可暂时放入石灰缸或埋入谷糠中保存，能避免受潮。
（２）冷藏　药材害虫一般在环境温度８℃～１５℃时停止活动，在－４℃～８℃时，即进

入冬眠状态，温度低于－４℃，经过一定时间，可以使害虫致死。不但能防虫，亦可防霉，
防变色、走油等。

（３）高温处理　药材害虫对高温的抵抗力较差，当环境温度在４０℃～４５℃时，害虫

就停止发育、繁殖。温度升到４８℃～５２℃时，害虫将在短时间内死亡。注意烘烤药材温

度不宜超过６０℃，含挥发油的药材不宜烘烤，以免影响质量。
（４）化学药剂处理　用于药材杀虫的药剂必须挥发性强，有强烈的渗透性，能渗入包

装内，效力确切，作用迅速，可在短时间内杀灭一切害虫和虫卵，杀虫后能自动挥散而不

残留在药材上，不污染环境，对人的毒性小，对药材的质量没有影响。
（５）气调贮藏 （气调养护）　近年来国内用气调养护贮藏药材取得成效。气调养护是

将药材贮藏于密闭塑料帐内，抽出空气再充氮或二氧化碳，使帐内或库内氧气降到５％以

下，在较短时间内可使害虫缺氧窒息而死，含氧量控制在８％以上即可防霉。该法无化学

药剂残留，不污染环境，可保持药材原有质量。或采用降氧充氮加低药的方法亦可达到较

好的养护效果。
（６）除氧剂密封储存　利用除氧剂与储藏系统内的氧气产生化学反应，生成一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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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化物，除掉氧气，达到保持中药品质的目的。试验证明，用该法储藏的贵细药材在长

达３年多的时间内，品质完好。该法安全性强。
（７）辐射灭菌技术　６０钴射线有很强的灭菌能力，且对药材有效成分无影响。γ射线

用于中成药的灭菌效果十分理想，低剂量照射药品后，含菌量可达到国家标准，高剂量照

射药品后，可达到彻底灭菌，能解决中成药长期以来存在的生虫、发霉和染菌的问题。

（卫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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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药的拉丁名

　　学习要点　①中药拉丁名的含义。②中药拉丁名的命名原则。

中药拉丁名是用拉丁文字按一定的命名原则为中药命名的一种中药学名。由于采用一

物一名的命名方式，避免了因名称而产生的许多混乱现象，也有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中

药的国际贸易。

中药的拉丁名称在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收载的中药中有记载。

一、植物类和动物类中药的拉丁名

中药拉丁名一般均需标明药用部位，即由前面的药用部位 （用单数第一格）和后面的

药名 （用单数第二格）组成。药名为植物或动物的拉丁属名，或种名，或属种名，各词的

第一 字 母 均 需 大 写。如 黄 连 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ｏｐｔｉｄｉｓ、枇 杷 叶Ｆｏｌｉｕｍ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ｅ、红 花Ｆ１ｏｓ
Ｃａｒｔｈａｍｉ、马钱子ＳｅｍｅｎＳｔｒｙｃｈｎｉ、牛黄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Ｂｏｖｉｓ等。少数不标明入药部位。

１．标明入药部位的中药

（１）对于一属中只有一个品种作药用，或一属中有几个种作同一药材使用时，一般采

用属名作 为 药 名 来 命 名，如：杜 仲Ｃｏｒｔｅｘ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一 属 中 只 有 一 个 植 物 种 作 药 材

用）；麻黄 ＨｅｒｂａＥｐｈｅｄｒａｅ（一属中有几个植物种作同一药材用）；少数依照习惯采用种

名命名，如石榴皮ＰｅｒｉｃａｒｐｉｕｍＧｒａｎａｔｉ（种名命名，习惯用法）。
（２）同属中有几个品种来源，分别作为不同药材使用的，则 以 属 种 名 命 名。如 当 归

Ｒａｄｉｘ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独 活 Ｒａｄｉｘ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ｉｓ、白 芷 Ｒａｄｉｘ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ｅ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ｅ等。

如果某一药材习惯上已采用属名作药名时，则一般不再改动，而把同属其他种的药材

用属种名作药名，以便区分。如细辛 ＨｅｒｂａＡｓａｒｉ、杜衡 ＨｅｒｂａＡｓａｒｉＦｏｒｂｅｓｉｉ等。
（３）药用部位如包括两个不同部位时，把主要的或多数地区习用的列在前面，用ｅｔ

（和）或ｓｅｕ（或）相 连 接，如 大 黄ＲａｄｉｘｅｔＲｈｉｚｏｍａＲｈｅｉ；或 分 别 命 名，如 大 蓟 Ｈｅｒｂａ
ＣｉｒｓｉｉＪａｐｏｎｉｃｉ、ＲａｄｉｘＣｉｒｓｉｉＪａｐｏｎｉｃｉ等。

（４）药材收载不同属的植物时，以两个属名作药名，并以ｓｅｕ连接。如老鹳草 Ｈｅｒｂａ
ＥｒｏｄｉｉｓｅｕＧｅｒａｎｉｉ。

（５）拉丁名中如有形容词形容前面药用部位名词时，则 列 于 最 后。如 苦 杏 仁Ｓｅｍｅｎ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ｅＡｍａｒｕｍ及淡豆豉ＳｅｍｅｎＳｏｊａ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ｕｍ中的Ａｍａｒｕｍ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ｕｍ。

２．不标明入药部位的中药　少数中药的拉丁名不标明药用部位，直接以属名或种名

或俗名命名，这是遵循习惯用法，有些是国际通用名称。不标明入药部位的中药 通常以

一个单数第一格名词命名，适用于这类命名的有以整体入药的动物药、动 物 分 泌 物、菌

类、地衣类和植物加工品等。如全蝎Ｓｃｏｒｐｉｏ、麝香 Ｍｏｓｃｈｕｓ、蜂蜜 Ｍｅｌ、茯苓Ｐｏｒｉａ、松



　 ３０　　　 · 中药鉴定学部分 ·
·····················································

萝Ｕｓｎｅａ、儿茶Ｃａｔｅｃｈｕ、芦荟Ａｌｏｅ等。

二、矿物类中药的拉丁名

因为矿物没有明确的药用部位，所以其命名与植物类、动物类中药不同。

１．对天然矿物中药的命名是以该矿物的英文名经拉丁化而构成。如朱砂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ｓ
来自辰砂矿的英文名Ｃｉｎｎａｂａｒ，磁石 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ｕｍ系英文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ｅ拉丁化而来等。

２．对矿物加工品的中药拉丁名命名一般是用该矿物加工品主要化学成分的英文名拉

丁化而成，如芒硝，其中药拉丁名为ＮａｔｒｉｉＳｕｌｆａｓ，即钠ｎａｔｒｉｕｍ和硫酸盐ｓｕｌｆａｓ二词组

合而成的化学名称，意为 “硫酸钠盐”。
国外药典对生药拉丁名称的记载，如日本药局方 （１９７６）系将药名放在前面 （用第二

格），而药用部位名放在后面 （用第一格），恰与我国的写法相反。如黄连ＣｏｐｔｉｄｉｓＲｈｉｚｏ
ｍａ、番泻叶ＳｅｎｎａｅＦｏｌｉｕｍ等。但对于药用油类的命名又 与 我 国 的 写 法 相 同，如 肉 桂 油

Ｏｌｅｕｍ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ｉ等。由此可见，生药的拉丁名国际上并无统一规定，有些属于习 惯 用

法。如有国际通用名称，则命名时应尽量一致，以便交流。

（卫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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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 药 的 鉴 定

　　学习要点　①中药鉴定的依据。② 《中国药典》凡例和附录中与中药鉴定有关的规

定，如精确 度，药 材 取 样 法 （取 样 原 则，平 均 供 试 品 的 量），杂 质 检 查 法，水 分 测 定 法

（每种方法适用范围），灰分测定法 （方法、测定温度、所用酸的种类及浓度）等。③中药

鉴定的一般程序。④中 药 鉴 定 常 用 的 方 法：来 源 鉴 定 的 步 骤、方 法 及 内 容，包 括 原 植

（动）物的科名、植 （动）物名、药用部位，矿物的类、族、矿石名或岩石名；性状鉴定

的方法、特点、步骤及所包含的内容，包括形状、大小、颜色、表面特征、质地、断面特

征、气、味、水试、火试以及相应的注意事项；显 微 鉴 定 中 常 用 的 制 片 方 法，试 剂 的 选

用，细胞壁及细胞内含物的鉴别，显微测量的方法和显微常数测定的种类，扫描显微镜和

偏光显微镜在中药鉴定中的应用；理化鉴定中的物理常数测定，化学定性分析法，微量升

华法，荧光分析法，显微化学分析法，色谱法，分光光度法，膨胀度测定，色度检查等。

⑤中药中常见有害物质如农药残留量、重金属、砷盐、黄曲霉素类及相应的检测方法。⑥
含量测定的方法，挥发油的测定方法及适用范围，浸出物测定所选溶剂及测定方法。⑦中

药鉴定的新技术、新方法。⑧ 《中国药典》中中药材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第一节　中药鉴定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３２条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务院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 《中国药典》）　是国家监督管理药品质量的法定技术

标准。它规定了药品的来源、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是全国药品生产、供应、使用和检验

等单位都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药典》先后共颁布

了七版：１９５３年版仅一部，１９６３年版、１９７７年版、１９８５年版、１９９０年版、１９９５年版到

２０００年版均分一部和二部，在一部中收载中药材及中药成方制剂等。《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

版一部收载中药材５３４种，中成药４５８种；现代分析技术的使用得到进一步扩大；增、修

订后的附录较１９９５年版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简称 《部颁药品标准》）　包括中药材和中药成

方制剂的 《部颁药品标准》、《进口药材暂行标准》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进口药材标

准》等，是补充在同时期该版药典中尚未收载的品种和内容，也是国家药品标准，是全国

各有关单位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定依据。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中药资源丰富，品种繁多，在鉴定时有许多品种是国家药品标准

未收载的，没有药用法定依据。但为了研究其品质及药用价值，以利于开发利用，也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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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专著进行鉴定。

第二节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

凡例和附录中的有关规定

　　为了更好地使用药典，依法进行中药鉴定，必须了解药典中正文的药材品种及凡例、
附录等的有关规定。现将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凡例和附录中有关规定择要介绍如

下：

一、凡例

《中国药典》“凡例”是解释和使用 《中国药典》，正确进行质量检定的基本指导原则，
并把与正文、附录及质量检定有关的共性问题加以规定，避免在全书中重复说明。“凡例”
中的有关规定同样具有法定的约束力。 “凡例”对 《中国药典》所载药品的名称及编排，
标准规定，检验方法和限度，对照品，对照药材，标准品，计量，精确度，试药，试液，
指示剂，动物试验，包装，标签等加以规定。“凡例”还明确规定，对本版药典收载的药

材及制剂，均应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如果用其他方法，应将该方法与规定的方法做比

较试验，根据实验结果掌握使用，但在仲裁时仍以本版规定的方法为准。
现将 “凡例”中有关规定择要举例如下：

１．名称及编排　每一中药材品种项下按顺序可分别列有：中文名、汉语拼音名、药

材拉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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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等。

２．精确度　指取样量的准确度和实验的精密度。
（１）供试品与试药等 “称重”或 “量取”的量其精确度可根据数值的有效数位来确

定。如称取 “０１ｇ”系指称取重量可为００６～０１４ｇ；称取 “２ｇ”系指称取量可为１５～
２５ｇ；称取 “２０ｇ”系指称取量可为１９５～２０５ｇ；称取 “２００ｇ”系指称取量可为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ｇ。“精密称定”时，系指称取重量应准确至所取重量的千分之一；“称定”系指称

取重量应准确至所取重量的百分之一。“精密量取”系指量取体积的准确度应符合国家标

准中对该体积移液管的精度要求；“量取”系指可用量筒或按照量取体积的有效数位选用

量具。取用量为 “约”若干时，系指取用量不得超过规定量的±１０％。
（２）恒重，除另有规定外，系指供试品连续两次干燥或炽灼后的重 量 差 异 在０３ｍｇ

以下的重量。干燥至恒重的第二次及以后各次称重均应在规定条件下继续干燥１小时后进

行；炽灼至恒重的第二次称重应在继续炽灼３０分钟后进行。
（３）试验中规定 “按干燥品 （无水物，或无溶剂）计算”时，除另有规定外，应取未

经干燥 （或未去水，或未去溶剂）的实验品进行试验，并将计算中的取用量按检查项下测

得的干燥失重 （或水分，或溶剂）扣除。
（４）试验中的 “空白试验”，系指在不加供试品或以等量溶剂替代供试液的 情 况 下，

按同法操作所得的结果；含量测定中的 “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系指按供试

品所耗滴定液的量 （ｍｌ）与空白试验中所耗滴定液量 （ｍｌ）之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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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录

附录中与中药材有关的规定有：药材取样法、药材检定通则、药材及成方制剂显微鉴

别法、分光光度法、色谱法、杂质检查法、重金属检查法、砷盐检查法、有机氯类农药残

留量测定法、水分测定法、灰分测定法、膨胀度测定法、挥 发 油 测 定 法、浸 出 物 测 定 法

等。

（一）药材取样法

药材取样法是指选取供检定用药材样品的方法。取样的代表性直接影响到检定结果的

正确性。因此，必须重视取样的各个环节。

１．检查包件　取样前，应注意品名、产地、规格等级及包件式样是否一致，检查包

装的完整性、清洁程度以及有无水迹、霉变或其他物质污染等情况，详细记录。凡有异常

情况的包件，应单独检验。

２．从同批药材包件中抽取鉴定用样品的原则　①药材总包件数在１００件以下的，取

样５件；②１００～１０００件，按５％取样；③超过１０００件的，超过部分按１％取样；④不足

５件的，逐件取样；⑤贵重药材，不论包件多少均逐件取样。

３．破碎或粉末状药材的取样　对破碎的、粉末状的或大小在１ｃｍ以下的药材，可用

采样器 （探子）抽取供试品，每一件至少在不同部位抽取２～３份供试品，包件少的抽取

总量应不少于实验用量的３倍；包件多的，每一包件的取样量一般按下列规定：①一般药

材１００～５００ｇ。②粉末状药材２５ｇ。③贵重药材５～１０ｇ。④个体大的药材，根据实际情况

抽取有代表性的供试品。如药材的个体较大时，可在包件不同部位 （包件大的应从１０ｃｍ
以下的深处）分别抽取。

４．平均供试品的量　将所取供试品混合拌匀，即为 总 供 试 品。对 个 体 较 小 的 药 材，
应摊成正方形，依对角线划 “×”字，使分为四等份，取用对角两份；再如上操作，反复

数次至最后剩余的量足够完成所有必要的试验以及留样数为止，此为平均供试品。个体大

的药材，可用其他适当方法取平均供试品。平均供试品的量一般不得少于实验所需用的３
倍数，即１／３供实验室分析用，另１／３供复核用，其余１／３则为留样保存，保存期至少１
年。

（二）杂质检查法

中药中杂质的混存，直接影响药材的纯度。这些杂质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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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砂石、泥块、尘土等。
检查方法：

１．取规定量的供试品，摊开，用肉眼或放大镜 （５～１０倍）观察，将杂质拣出；如

其中有可筛分的杂质，应通过适当的筛，将杂质筛出。

２．将各类杂质分别称重，计算出在供试品的含量 （％）。
药材中混存的杂质与正品相似，难以用肉眼鉴别时，可称取适量，应用显微、理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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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试验，证明其为杂质后，计入杂质重量中。对个体大的药材，必要时可破开，检查有无

蛀虫、霉烂或变质情况。杂质检查所用的供试品量，一般按药材取样法称取。

（三）水分测定法

中药中含有过量的水分，不仅易霉烂变质，使有效成分分解，且相对地减少了实际用

量而影响治疗效果，因此，控制中药中的水分含量对保证中药质量有密切关系。
供试品一般先经破碎成直径不超过３ｍｍ的颗粒或碎片，直径和长度在３ｍｍ以下的

花类、种子和果实类药材，可不破碎。减压干燥法需先过２号筛。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测定中药中水分的方法有４种：
第一法 （烘干法）　本法适用于不含或少含挥发性成分的药品。取供试品２～５ｇ，平

铺于干燥至恒重的扁形称瓶中，打开瓶盖在１００℃～１０５℃干燥５小时，冷却３０分钟，精

密称定重量，再在上述温度干燥１小时，冷却，称重至连续两次称重差异不超过５ｍｇ为

止。根据减失的重量，计算供试品中含水量 （％）。
第二法 （甲苯法）　本法适用于含挥发性成分的药品。用化学纯甲苯直接测定，必要

时甲苯可先加水少量，充分振摇后放置，将水层分离弃去，经蒸馏后使用。
第三法 （减压干燥法）　本法适用于含有挥发性成分的贵重药品。干燥剂为新鲜五氧

化二磷。将供试品放入干燥至恒重的称瓶中，精密称定，打开瓶盖，放于减压干燥器中，
减压至２６７ｋＰａ（２０ｍｍＨｇ）以下持续３０分钟，室温放置２４小时，当内外压一致后，称

重。
第四法 （气相色谱法）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按药典规定进行。
标准溶液的制备　取纯化水０２ｇ，置２５ｍｌ量瓶中，精密称定，加无水乙醇至刻度，

摇匀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供试品适量 （含水量约０２ｇ），粉碎，精密称定，置具塞的锥

形瓶中，精密加入无水乙醇５０ｍｌ，混匀，超声处理２０分钟，放置１２小时，再超声处理

２０分钟，离心，取上清液即得。
测定法　取无水乙醇、标准溶液及供试品溶液各５ｍｌ，注入气相色谱仪，计算即得。

（四）灰分测定法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灰分测定法包括总灰分和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法。

１．总灰分测定法　药材的总灰分包括药材本身经过灰化后遗留的不挥发性无机盐类

（即生理灰分）以及药材表面附着的不挥发性无机盐类 （即外来杂质）。总灰分测定法样品

应能通过２号筛，炽灼坩埚应至恒重，样品缓缓炽热，注意避免燃烧，至完全炭化时，逐

渐升高温度 至５００℃～６００℃，使之完全灰化至恒重计算。

２．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法　酸不溶性灰分即总灰分中不能溶于１０％盐酸的灰分。因植

物本身的无机盐如钙盐大多可溶于稀盐酸而除去，来自泥砂等的硅酸盐则不溶解而残留，
故测定酸不溶性灰分能较准确地表明药材中有无泥砂掺杂及其含量。酸不溶性灰分的测

定：将所得的总灰分加入稀盐酸约１０ｍｌ加热处理后，用无灰滤纸滤过，坩锅内残渣用水

洗于滤纸上，并洗涤至洗液不显氯化物反应为止，滤渣连滤纸一同移入 同 一 坩 锅 内，干

燥，炽灼至恒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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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药鉴定的一般程序

中药鉴定就是依据 《中国药典》、《部颁药品标准》等，对检品的真实性、纯度、质量

进行检定和评价。中药鉴定的一般程序为：

一、取样

检品的来源包括抽检与送检两类。送检是中药生产单位或经营单位为保证中药品种和

质量而委托药检部门或科研单位进行鉴定的一种形式，抽检是药品监督部门为保证人民用

药安全、有效，保证中药市场规范、有序而进行的随机抽样。所取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均

匀性，并留样保存。取样的代表性直接影响到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必须按 《中国药典》附

录中药材取样法规定执行。

二、鉴定

根据检品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的检测目的，选择相应的鉴定方法进行鉴定。

１．中药品种 （真、伪）的鉴定　包括原植 （动、矿）物的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

定、理化鉴定及生物鉴定等项内容。

２．中药质量 （优、劣）的鉴定　包括：
（１）中药纯度的检查　检查项包括杂质、水分、灰分 （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重

金属、砷盐、农药残留量等项内容。
（２）中药质量优良度的检定　包括浸出物、有效成分含量测定等。

三、检验记录及检验报告书

１．检验记录　检验记录是出具报告书的原始依据，应做到记录原始、数据真实、字

迹清楚、资料完整。药检工作者接受检品后，应做好登记记录及检验记录，包括抽检和送

检单位 （或人名）、日期、检品名、检品量、代表量、产地、批号、包装、检验目的、检

验依据、鉴定项目及方法、结果、鉴定人、复核人等。其中检验目的、鉴定项目及方法、
试验数据及结果为记录的主要部分。在试验过程中的所有数据、现象及结果均应据实详细

记录，不得任意涂改。

２．检验报告书　检验报告书是对药品质量作出的技术鉴定，如是药品检验所出具的

检验报告书，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技术文件，应长期保存。检验完备后，要及时填写检验

报告书，包括鉴定的依据、试验内容、结果、结论及处理 意 见 等。每 一 个 检 品 检 验 结 束

后，应将记录本、剩余检品、留样、检验报告书交主管人员审核，检验结果经复核无疑义

后，抄送有关部门备案，并由中药鉴定受理部门向送检单位或抽检部门分发报告书，同时

将多余实验样品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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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药鉴定的方法

中药鉴定常用的鉴定方法有：来源 （原植物、动物和矿物）鉴定法、性状鉴定法、显

微鉴定法及理化鉴定法等。中药鉴定的样品非常复杂，有中成药及完整的中药材，也有饮

片、碎块和粉末。各种方法有其特点和适用对象，可单独使用，但大多需要几种方法配合

进行工作，这要根据检品的具体条件和要求灵活掌握。

一、来源 （原植物、动物和矿物）鉴定法

来源鉴定法又称基原鉴定法，是应用植 （动、矿）物的分类学知识，对中药的来源进

行鉴定，确定其正确的学名，以保证在应用中品种准确无误。来源鉴定的内容包括：原植

（动）物的科名、学名、药用部位，矿物药的类、族、矿石名或岩石名。以原植物鉴定为

例，其步骤如下：

１．观察植物形态　对具有较完整植物体的检品，应注意观察根、茎、叶、花和果实

等部位的特征，对繁殖器官 （花、果或孢子囊、子实体等）尤应仔细观察，并做好记录。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检品是不完整的，一般都要追溯其原植物，包括深入到 产 地 调

查，采集完整植物，进行对照鉴定。

２．核对文献　根据已观察到的形态特征和检品的产地、别名、效用等线索，可查阅

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中草药书籍和图鉴，加以分析对照。能初步确定科属的，可直接查阅有

关植物分科分属资料，如对科属尚不能确定的，可查阅植物分科分属检索表。在核对文献

时，首先应查考植物分类学著作，如 《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中药资

源丛书》及一些地方性植物志等，其次再查阅具有中药品种方面的著作，如 《中 药 志》、
《中药材品种论述》、《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中药大辞典》、《全国中草药汇

编》、《中药鉴别手册》、各省中药志及药物志等。必要时，还须进一步查对原始文献，以

便正确鉴定。

３．核对标本　当初步鉴定出检品是什么科、属、种时，可以到相关标本馆与已鉴定

学名的该科属标本核对，或与已正确鉴定学名的某种标本核对。如有条件，能与模式标本

（发表新种时所被描述的植物标本）核对，或请有关专家、植物分类研究单位协 助 鉴 定，
可获得正确鉴定结果。

中药的原植物鉴定，除上述经典分类学方法外，还可使用细胞分类法、染色体技术、
植物化学分类法、数学分类法、分子生物技术等现代技术进行鉴定。

二、性状鉴定法

就是用眼观、手摸、鼻闻、口尝、水试、火试等十分简便的方法来鉴别药材的外观性

状，这些方法在我国医药学宝库中积累了丰富的传统鉴别经验，它具有简单、易行、迅速

的特点。性状鉴定与来源鉴定一样，除仔细观察样品外，有时亦需核对药材标本和文献。
传统鉴别经验与现代动植物分类学和形态组织学相结合，使性状鉴定更加准确与科学，是

重要的药材鉴定方法之一，也是中药鉴定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之一。性状鉴定的 内 容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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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形状、大小、颜色、表面特征、质地、断面特征、气、味、水试、火试等。

（一）中药材

１．形状　是指药材的形态。药材的形状与药用部位有关，每种药材的形状一般比较

固定。有的经验鉴别术语形象生动，易懂易记，如党参根头部分称为 “狮子头”，款冬花

形如 “火炬头”，海马外形为 “马头蛇尾瓦楞身”等。如观察很皱缩的 全 草，叶 或 花 类，
可先浸湿使软，展平。观察某些果实、种子时，如有必要可浸软后，取下果皮或种皮，以

观察内部特征。

２．大小　是指药材的长短、粗细 （直径）和厚度。一般应测量较多的样品，可允许

有少量高于或低于规定的数值。测量时可用毫米刻度尺。对细小的种子，可放在有毫米方

格线的纸上，每１０粒种子紧密排成一行，测量后求其平均值。

３．颜色　药材的颜色与其成分有关，每种药材常有 自 己 特 定 的 颜 色，如 丹 参 色 红，
黄连色黄，紫草色紫，熟地黄色黑等。颜色是否符合要求，是衡量药材质量好坏的重要因

素之一。一般应在日光下观察药材的颜色。如用两种色调复合描述色泽时，以后一种色调

为主色，例如黄棕色，即以棕色为主色。

４．表面特征　指药材表面是光滑还是粗糙，有无皱纹、皮孔、鳞片、毛茸或其他附

属物等。如白芥子表面光滑，紫苏子表面有网状纹理，海桐皮表面有钉刺，合欢皮的皮孔

棕红色、椭圆形，辛夷 （望春花）苞片外表面密被灰白色或灰绿色有光泽的长茸毛，均为

其重要鉴别特征。

５．质地　指药材的轻重、软硬、坚韧、疏松 （或松泡）、致密、黏性、粉性、油润、
角质、绵性、柴性等特征。有的药材因加工方法不同，质地也不一样，经蒸、煮加工的药

材，常质地坚实，半透明，呈角质样；富含淀粉者，晒干后质地常显粉性。

６．断面特征　包括自然折断面和横切面。折断面特征指药材折断时的现象，如是否

容易折断，有无声响，有无粉尘散落及折断时断面上的特征，如断面是否平坦，或显纤维

性、颗粒性、裂片状，有无胶丝，是否可以层层剥离，有无放射状纹理等。对不易折断或

折断面不平坦的药材，可削平后观察维管束排列情况、射线的分布等。横切面的经验鉴别

术语很多，如 “菊花心”，是指药材横切面上维管束与不甚直的射线排列成细密的放射状

纹理，且沿射线常有裂隙，形如开放的菊花，如黄芪、甘草等；“车轮纹”，是指药材横切

面上维管束与较宽而直的射线排列成稀疏整齐的放射状纹理，形如木质车辐，如防己等；
茅苍术有 “朱砂点”等；还有一些属于异常构造的，如大黄的 “星点”，何首乌的 “云锦

状花纹”等。横切面的特征在鉴别饮片时特别有意义。

７．气　有些药材有特殊的香气或臭气，如阿魏具强烈的蒜样臭气 ，檀香、麝香有特

异芳香气等。“气”是由于药材含有挥发性物质的缘故，也是药材的重要鉴别特征之一。
检查 “气”时，可直接嗅闻，或在折断、破碎或搓揉时进行，有时可用热水湿润后检查。

８．味　药材的味是由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决定的，每种药材的味感是比较固定的，对

鉴别某些药材特别有价值，如乌梅、木瓜、山楂均以味 酸 为 好；黄 连、黄 柏 以 味 越 苦 越

好；甘草、党参以味甜为好等。味感是衡量药材品质的标准之一，如味感改变，就要考虑

品种和质量是否有问题。如检查味感时，可取少量在口里咀嚼约１分钟，使舌面的各部位

都接触到药液，或加开水浸泡后尝浸出液。有毒的药材如需尝味时，取样要少，尝后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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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吐出漱口，洗手，以免中毒。

９．水试　利用某些药材在水中产生的各种特殊的变化来鉴别药材，如沉浮、溶解情

况、颜色、透明度、有无黏性、膨胀度、旋转与否及有无荧光等。如红花加水浸泡后，水

液染成金黄色，药材不变色；秦皮水浸，浸出液在日光下显碧蓝色荧光；苏木投热水中，
水显鲜艳的桃红色；小通草 （旌节花属植物）遇水表面显黏性；熊胆粉末投入清水杯中，
即在水面旋转并呈黄色线状下沉而短时间内不扩散。这些现象常与药材中所含有的化学成

分或组织构造有关。

１０．火试　有的药材用火烧之，能产生特殊的香气或臭气，会有颜色、烟雾、闪光或

响声等现象出现，可据此鉴别其真伪甚至优劣。如麝香少许用火烧时有轻微的爆鸣声，起

油点似珠，浓香四溢，灰烬白色；海金沙易点燃并产生爆鸣声及闪光，而松花粉及蒲黄无

此现象，可资鉴别。

（二）中药饮片

中药饮片系指将药材通过净制、切制或炮炙，制成的一定规格的，直接供配方、制剂

使用的加工 药 材，又 称 “咀 片”。饮 片 的 规 格 有 片、段、块、丝 等。其 厚 薄 大 小 通 常 为：
片：极薄片０５ｍｍ以下，薄片１～２ｍｍ，厚片２～４ｍｍ；段：长１０～１５ｍｍ；块：为８～
１２ｍｍ的方块；丝：皮类药材丝宽２～３ｍｍ，叶类药材丝宽５～１０ｍｍ。

中药饮片与完整药材相比，改变了形状、大小、颜色甚至气味 （某些炮制品）。加之

用机器切片也改变了原手工饮片的规则性，在性状鉴定时特别要注意横切面、表面和气味

的特征。有的饮片横切 面 特 征 十 分 突 出，如 大 血 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ｕｎｅａｔａ （Ｏｌｉｖ．）Ｒｅ
ｈｄ．ｅｔＷｉｌｓ．〕，只要一片饮片 （茎藤横切面），即可 鉴 定 出 植 物 种。类 似 实 例 还 有 槟 榔、
千年健、藕节等。

三、显微鉴定法

显微鉴定法是利用显微镜来观察药材的组织构造、细胞形状及内含物的特征、矿物的

光学特性，和用显微化学方法，确定细胞壁及细胞内含物的性质或某些品种有效成分在组

织中的分布等，用以鉴别药材的真伪与纯度甚至品质，以及对中成药是否按处方规定投料

进行鉴定。

（一）显微制片方法

显微鉴定时可根据检品的不同情况 （完整药材、破碎药材、粉末或中成药等）制作相

应的制片，进行显微观察。

１．横切片或纵切片　对完整的药材，选取适当部位，软 化 后 用 徒 手 或 滑 走 切 片 法，
切成１０～２０μｍ的横切或纵切薄片，选用蒸馏水、稀甘油、甘油醋酸试液、水合氯醛试液

或其他试液处理后制片观察。必要时可制成永久切片。

２．表面制片　将样品湿润软化后，切取或撕取其表皮，加适宜的试液制片。

３．粉末制片　取粉末少量，置载玻片上，选用蒸馏水、稀甘油、甘油醋酸试液、水

合氯醛试液或其他适当试液处理后制片。

４．解离组织片　如样品中薄壁组织占大部分，木化组织少或分散存在，可用氢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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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法；如果样品坚硬，木化组织较多或集成较大群束，可用硝铬酸法或氯酸钾法。在解离

前，应先将样品切成宽或厚约２ｍｍ的小条或片。
（１）氢氧化钾法　置样品于试管中，加５％氢氧化钾溶液适量，加热至用玻璃棒挤压

能离散为止，倾去碱液，加水洗涤后，取出少量置载玻片上，用解剖针撕开，以稀甘油装

片观察。
（２）硝铬酸法　置样品于试管中，加硝铬酸试液适量，放置，至用玻璃棒挤压能离散

为止，倾去酸液，加水洗涤后，照氢氧化钾法操作，装片观察。
（３）氯酸钾法　置样品于试管中，加硝酸溶液 （１→２）及氯酸钾少量，缓缓加热，待

产生的气泡渐少时，再及时加入氯酸钾少量，以维持气泡稳定地发生，至用玻璃棒挤压能

离散为止，倾去酸液，加水洗涤后，照氢氧化钾法操作，装片观察。

５．花粉粒与孢子制片　取花粉、花药 （或小的花朵）或孢子囊群 （干燥样品浸于冰

醋酸中软化），用玻璃棒捣碎，过滤于离心管中，离心，取沉淀，加新鲜配制的醋酸与硫

酸 （９∶１）的混合 液１～３ｍｌ，置 水 浴 上，加 热２～３分 钟，离 心，取 沉 淀，用 水 洗 涤２
次，加５０％甘油与１％苯酚３～４滴，用品红甘油胶封藏观察。也可用水合氯醛试液装片

观察。

６．矿物药磨片　除可用上述粉末制片法制片观察外，矿物药因特别坚硬，要进行显

微鉴别，必须用一定的设备按一定的工序将矿物磨制成００３ｍｍ厚的薄片后制片，然 后

根据鉴定对象不同的光学性质选用透射光源或反射光源的偏光显微镜进行鉴定。

７．鉴别由粉末药材制成的中成药　散剂照上述粉末制片法制片；丸剂、片剂等可取

２～３丸 （片）研细后，取少量供试品，滴加规定的试液，搅拌均匀，使粘结的细胞、组

织散离，再按粉末特征进行鉴别；蜜丸可挑取少量供试品制片，或用热水 脱 蜜 后 制 片 观

察。

（二）显微化学鉴定法

１．细胞壁性质的鉴别　
（１）木质化细胞壁　加间苯三酚试液１～２滴，稍放置，加盐酸１滴，因木化程度不

同，显红色或紫红色。
（２）木栓化或角质化细胞壁　加苏丹Ⅲ试液，稍放置或微热，显橘红色至红色。
（３）纤维素细胞壁　加氯化锌碘试液，或先加碘试液湿润后，稍放置，再加硫酸溶液

（３３→５０），显蓝色或紫色。
（４）硅质化细胞壁　加硫酸无变化。

２．细胞内含物性质的鉴别　
（１）淀粉粒　①加碘试液，显蓝色或紫色。②用甘油醋酸试液装置，置偏光显微镜下

观察，未糊化的淀粉粒显偏光现象；已糊化的无偏光现象。
（２）糊粉粒　①加碘试液，显棕色或黄棕色。②加硝酸汞试液，显砖红色。材料中如

含有多量脂肪油，宜先用乙醚或石油醚脱脂后进行试验。
（３）脂肪油、挥发 油 或 树 脂　①加 苏 丹Ⅲ试 液，显 橘 红 色、红 色 或 紫 红 色。②加

９０％乙醇，脂肪油不溶解 （蓖麻油及巴豆油例外），挥发油则溶解。
（４）菊糖　加１０％α－萘酚乙醇溶液，再加硫酸，显紫红色并很快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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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黏液　加钌红试液，显红色。
（６）草酸钙结晶　①加稀醋酸不溶解，加稀盐酸溶解而无气泡发生。②加 硫 酸 溶 液

（１→２），逐渐溶解，片刻后析出针状硫酸钙结晶。
（７）碳酸钙结晶 （钟乳体）　加稀盐酸溶解，同时有气泡发生。
（８）硅质　加硫酸不溶解。

（三）显微测量

在显微镜下测量细胞及细胞内含物等的大小，可用目镜测微尺测量。目镜测微尺需用

镜台测微尺标化后计算出目微尺每小格在该物镜与目镜组合条件下所相当的大小 （μｍ）。
测量时，以目镜测微尺测量目的物的小格数，乘以每小格的大小 （μｍ）即得。一般情况

通常是在高倍物镜下进行，但欲测量较长的纤维、非腺毛等的长度时，则以在低倍物镜下

测量较方便。记录最大值与最小值，可允许有少量略高或略低于药典规定的数值。

（四）显微常数测定

常见的显微常数主要有用于叶类鉴别的气孔数、气孔指数、栅表比、脉岛数和脉端数

等。这些显微常数常因植物种类不同而异，而同种植物则较为恒定，对于叶类、某些带叶

的全草类和花类药材的品种鉴定有重要意义。

（五）常用试液的选用

显微鉴定所用试剂的配制应按 《中国药典》附录中试液配制法配制。
（１）水、稀甘油和甘油醋酸试液　适用于观察淀粉粒、油滴、树脂等细胞后含物及细

胞壁的颜色。
（２）水合氯醛试液　切片或中药粉末加水合氯醛液并适当加热处理，有清净、透明作

用，便于观察细胞形状和组织构造及细胞内含的各种结晶体。

（六）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偏光显微镜的应用

电子显微镜 （简称电镜）　是以电子束为光源，利用电磁透镜成像，并与一定的机械

装置和高真空技术相结合所构成的现代化、综合性精密电子光学仪器。扫描电子 显 微 镜

（简称扫描电镜）是其中的一个基本类型。扫描电镜已广泛应用于生物样品表面及其断面

立体形貌的观察，它的分辨率较高，可达３ｎｍ，放大倍数一般可达几十万倍，样 品 的 制

备方法较为简单，不用切成薄片，能直接观察样品表面结构，图像富有立体感。扫描电镜

在中药鉴定中已被广泛应用，如对茎、叶表皮组织的结构 （毛、腺体、角质层、蜡质、气

孔、分泌物），花粉粒、种皮和果皮的纹饰，细胞后含物 （晶体），组织或细胞 （纤维、导

管、管胞、石细胞），动物药材的体壁、鳞片及毛等的表面细微特征的分析鉴定特别有价

值。
偏光显微镜　主要用于观察和分析矿物类中药的光学性质，对于透明矿物，一般使用

透射光源的偏光显微镜，对于不透明矿物则使用反射光源的偏光显微镜。亦有用于研究动

物、植物类中药的组织及细胞内含物，如淀粉粒、草酸钙簇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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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化鉴定法

利用某些物理的、化学的或仪器分析方法，鉴定中药的真实性、纯度和品质优劣程度

的方法，统称为理化鉴定法。用理化鉴定法分析药材中所含的有效成分或主要化学成分的

有无和含量的多少以及有害物质的有无等。中药的理化鉴定法发展很快，新的分析手段和

方法不断出现，已成为中药质量控制，指导中药生产，寻找和扩大新药源，制订中药质量

标准等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常用的理化鉴定方法有：

（一）物理常数的测定

包括相对密度、旋光度、折光率、硬度、黏稠度、沸点、凝固点、熔点等的测定。这

对挥发油类、油脂类、树脂类、液体类药 （如蜂蜜等）和加工品类 （如阿胶等）药材的真

实性和纯度的鉴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药材中如掺有其他物质时，物理常数就会随之

改变，如 《中国药典》规定蜂蜜的相对密度在１３４９以上，蜂蜜中掺水就会影响黏稠度，
使相对密度降低。《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对有些药材的物理常数作了规定，薄荷油相

对密度为０８８８～０９０８；冰片 （合成龙脑）的熔点为２０５℃～２１０℃；肉桂油的折光率为

１６０２～１６１４等。

（二）一般理化鉴别

１．化学定性分析　利用药材中的化学成分能与某些试剂产生特殊的气味、颜色、沉

淀或结晶等反应来鉴别中药的真伪。一般在试管中进行，亦有直接在药材切片或粉末上进

行以了解该成分所存在的部位。

２．微量升华　是利用中药中所含的某些化学成分，在一定温度下能升华的性质，获

得升华物，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结晶形状、色泽，或取升华物加试液观察反应。如大黄粉末

升华物为黄色针状、片状或羽毛状结晶，在结晶上加碱试液显红色，确证其为蒽醌类化合

物。

３．荧光分析　是利用中药中所含的某些化学成分，在紫外光或常光下能产生一定颜

色的荧光的性质进行鉴别。样品应置紫外光灯下约１０ｃｍ处观察，除另有规定外，紫外光

灯的波长为３６５ｎｍ，如 用 短 波 （２５４～２６５ｎｍ）时，应 加 以 说 明，因 两 者 荧 光 现 象 不 同。
进行荧光分析时，可直接取中药断面、饮片、粉末或浸出物在紫外光灯下进行观察，如黄

连折断面在紫外光灯下显金黄色荧光，木质部尤为明显；秦皮的水浸出液在自然光下显碧

蓝色荧光。有些中药本身不产生荧光，但用酸、碱或其他化学方法处理后，可使某些成分

在紫外光灯下产生可见荧光，例如芦荟水溶液与硼砂共热，即起反应显黄绿色荧光。

４．显微化学分析　是将药材的切片、粉末或浸出物等置于载玻片上，加某些化学试

剂后产生沉淀或结晶，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形状和颜色进行鉴别。如丁香切片滴加３％氢氧

化钠的氯化钠饱和溶液，油室内有针状丁香酚钠结晶析出。利用显微和化学方法，确定中

药有效成分在中药组织构造中的部位，称显微化学定位试验。如北柴胡横切片加１滴无水

乙醇－浓硫酸 （１∶１）液，在显微镜下观察可见木栓层，栓内层和皮层显黄绿色至蓝绿

色，示其有效成分柴胡皂苷存在于以上部位。

５．泡沫指数和溶血指数的测定　利用皂苷的水溶液振摇后能产生持久性的泡沫和溶



　 ４２　　　 · 中药鉴定学部分 ·
·····················································

解红血球的性质，可测定含皂苷类成分药材的泡沫指数或溶血指数作为质量指标，如 《中
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用泡沫反应鉴别猪牙皂。

（三）常规检查

１．水分测定法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规定的水分测定法有四种，即烘干法、甲苯

法、减压干燥法和气相色谱法。详细内容见 《中国药典》相关内容。

２．灰分测定法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规定的灰分测定法包括总灰分测定法和酸不

溶性灰分测定法。详细内容见 《中国药典》相关内容。

３．膨胀度的测定　膨胀度是药品膨胀性质的指标，系指按干燥品计算，每１ｇ药品在

水或其他规定的溶剂中，在一定的时间与温度条件下膨胀后所占有的体积 （ｍｌ）。主要用

于含黏液质、胶质和半纤维素类的天然药品。药材中含有的黏液质、果胶、树胶等成分，
有吸水膨胀的性质，其吸水膨胀的程度和其所含的黏液等成正比关系，可通过测定膨胀度

进行鉴别。南葶苈子和北葶苈子外形不易区分，北葶苈子膨胀度不低于１２，南葶苈子膨

胀度不低于３，两者的膨胀度差别较大，通过测定比较可以区别二者。又如哈蟆油膨胀度

不低于５５，伪品的膨胀度远低于此，可资区别。

４．酸败度　酸败度是指油脂或含油脂的种子类药材，在贮藏过程中发生复杂的化学

变化，产生游离脂肪酸、过氧化物和低分子醛类、酮类等分解产物，因而出现异臭味，影

响药材的感观性质和内在质量。通过酸值、羰基值或过氧化值的测定，以控制含油脂种子

类药材的酸败程度。如药典规定郁李仁的酸值不得超过１００、羰基值不得过３０、过氧化

值不得过００５。

５．色度检查　在贮藏过程中易变色、走油的药材，利用比色鉴别法检查药材在贮藏

过程中有色杂质的限量，了解和控制其走油变质的程度。如白术的酸性乙醇提取液与对照

液相比较显色不得较深。

６．有害物质的检查　中药中的有害物质包括残留农药、霉菌 和 霉 菌 毒 素 及 重 金 属、
砷盐等。中药如果被污染了有害物质，就会影响人体健康。近年来，中药的安全性评价越

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两者是同样重要的。现就有害物质的检测

分述如下：
（１）有机氯农 药 残 留 量 的 检 测　农 药 的 种 类 很 多，其 中 有 机 氯 类 农 药 中 滴 滴 涕

（ＤＤＴ）和六六六 （ＢＨＣ）是使用最久、数量最大的农药，虽然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已

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停止生产滴滴涕和六六六，由于它们用后在土壤或生物体中长期残

留和蓄积而危害人体，故各国非常重视食品和药物中残留量的检测和限量问题。中药中有

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分析，一般用气相色谱法测定。《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规定使用ＧＣ
－ＥＣＤ法测定中药中９种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并对甘草和黄芪明确规定了有机氯农药

残留量六六 六 （总ＢＨＣ）不 得 超 过 千 万 分 之 二；滴 滴 涕 （总ＤＤＴ）不 得 超 过 千 万 分 之

二；五氯硝基苯 （ＰＣＮＢ）不得超过千万分之一。
（２）有机磷农药 残 留 量 的 检 测　有 机 磷 农 药 常 见 的 有 敌 敌 畏、敌 百 虫 （美 曲 膦 酯）

等。利用某些有机磷农药，如敌百虫等对胆碱脂酶具抑制作用，且酶的基质 （β－ 醋酸萘

酯）水解产物能与特定显示剂 （固蓝β－盐）结合呈紫色反应原理，在已有农药的薄层板

上，其农药斑点部位因酶的活性被抑制，基质不被水解，不引起呈色反应，在紫色薄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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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衬出无色斑点，根据斑点大小，经扫描检测出农药的残留量，此法称薄层－酶抑制法。
（３）黄曲霉毒素的检查　黄曲霉毒素为黄曲霉等的代谢产物，是强烈的致癌物质。世

界各国对食品和药品中黄曲霉毒素的限量作了严格的规定。有关检测的方法主要是根据黄

曲霉毒素中毒性最大的成分黄曲霉毒素Ｂ１、Ｂ２ 和Ｇ１、Ｇ２ 的理化性质设计的，即它们能

溶于氯仿、甲醇而不溶于己烷、乙醚和石油醚，在紫外光下 （３６５ｍｍ）分别呈蓝色和黄

绿色荧光，或通过薄层色谱用黄曲霉毒素标准品对照，并根据斑点大小定量。
（４）重金属的检查　重金属是指在实验条件下能与硫代乙酰胺或硫化钠作用显色的金

属杂质，如铅、汞、镉、铜、铬等。目前测定重金属含量使用较多的是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药典中收载重金属、砷盐限量及其他金属盐检查的中药主要是矿物药类，如石膏含重

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等。少数挥发油，如薄菏油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个别加

工品，如阿胶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三十。
（５）砷盐检查　 《中国药典》用古蔡法或二乙基硫代氨基甲酸银法两种方法。药典规

定玄明粉含砷量不得超过百万分之二十；芒硝含砷量不得超过百万分之十；石膏含砷量不

得过百万分之二；阿胶含砷量不得过百万分之三。

（四）色谱法

色谱法又称层析法，是中药化学成分分离和鉴别的重要方法之一。可根据分离方法分

为：纸色谱法、薄层色谱法、柱色谱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蛋白电泳色谱法

等。

１．薄层色谱法　薄层色谱法系将适宜的吸附剂或载体涂布于玻璃板、塑料或铝基片

上，形成均匀薄层。待点样、展开后，与适宜的对照物 （对照品或对照药材）按同法在同

板上所得的色谱图对比，用以进行药品的定性鉴别、杂质检查，并可用薄层扫描仪扫描，
进行含量测定。该法是目前中药鉴定中使用最多的色谱法之一。

２．高效液相色谱法　是用高压输液泵将具有不同极性的单一溶剂或不同比例的混合

溶剂、缓冲液等流动相泵入装有固定相的色谱柱，经进样阀注入供试品，由流动相带入柱

内，在柱内各成分被分离后，依次进入检测器，色谱信号由记录仪或积分仪记录。用以进

行药品的鉴别、杂质检查或含量测定。该法不受样品挥发性的约束，对低挥发性，热稳定

性差，高分子化合物和离子型化合物均较适合，现已广泛用于中药材和中成药的 质 量 分

析。

３．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的流动相为气体，称为载气，注入进样口的供试品被加

热汽化，并被载气带入色谱柱，在柱内各成分被分离后，先后进入检测器，色谱信号用记

录仪或数据处理器记录。气相色谱法最适用于含挥发油及其他挥发性组分的中药及中成药

的分析，用于进行药品的鉴别、杂质检查或含量测定。

４．蛋白电泳色谱法　利用中药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等带电荷的成分，在同一电场作

用下，由于各成分所带电荷性质、数目及分子质量不同，而泳动的方向和速度不同，在一

定时间内，各成分移动距离不同，出现谱带的条数不同而达到分离鉴定的目的。中药材中

的动物类、果实种子类及根茎类等含蛋白质及氨基酸，已用该法成功地进行真伪鉴别。如

蛇类药材及其伪品，西洋参、人参及其伪品，山药及其伪品的鉴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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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法是通过测定被测物质在特定波长处或一定波长范围内对光的吸收度，对该

物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分光光度法包括紫外分光光度法、比色法、红外分光光

度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常用的波长范围为：２００～４００ｎｍ的紫外光区；４００～７６０ｎｍ
的可见光区；２５～２５μｍ （按波数计为４０００～４００ｃｍ－１）的红外光区。所用仪器为紫外分

光光度计、可见分光光度计 （或比色计）、红外分光光度计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１．紫外分光光度法　对主成分或有效成分在２００～４００ｎｍ处有最大吸收波长的中药，
常可选用此法。此法不仅能测定有色物质，对有共轭双键等结构的无色物质也能 精 确 测

定，具有灵敏、简便、准确，既可作定性分析又可作含量测定等优点。由于测定样品大多

为非单体化合物，在实际工作中常会遇到一些物质的吸收光谱极相似，但却是两种不同的

化学成分，所以鉴定结果尚不能单凭紫外吸收光谱来定论，配合其他鉴别方法和手段才更

为可靠。

２．比色法　是比较溶液颜色深度以确定物质含量的方法。本法多用于中药的定量分

析及物理常数的测定。在可见光区４００～７６０ｎｍ，有些物质对光有吸收，有些物质本身并

没有吸收，但在一定条件下加入显色试剂或经过处理使其显色后，可用此法测定。显色时

由于影响呈色深浅的因素较多，所以测定时需用标准品或对照品同时比较。

３．红外分光光度法　近年来红外分光光度法直接用于中药粗提物或粉末直接压片成

功地进行品种鉴别的报道越来越多，试验结果证明，不同品种均具有较高的特征性和可重

复性，完全能用于中药及其伪品的鉴别，除矿物中药红外光谱鉴别有专著外，还有麝香、
牛黄、血竭、蟾酥、珍珠、熊胆及其伪品牛胆、猪胆、黄柏浸膏等鉴别的报道。

４．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本法的特点为专属性强，检测灵敏度和精度均高，测定速

度快，是目前用于测定中药中重金属和微量元素最常用的仪器。

（六）色谱－光谱联用仪分析法

每一种分析技术均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将单一的分析技术联合起来，不仅能获得

更多的信息，而且可能产生单一分析技术所无法得到的新的信息。因此，联用技术已成为

仪器分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气相－质谱 （ＧＣ－ＭＳ）、红外－质谱 （ＩＲ－ＭＳ）、高

效液相－质谱 （ＨＰＬＣ－ＭＳ）、质谱－质谱 （ＭＳ－ＭＳ）等。气相色谱－质谱与计算机联

用，充分发挥了气相色谱的高分离效能和质谱的高鉴别能力的特点，在含挥发性成分的中

药分析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质谱－质谱联用仪技术在国外已有报道 （称 “串联质谱”），
分析时不需要对中药提取分离，可直接以粉末进样，对粉末药材的分析鉴定非常适用。

（七）浸出物测定

对有效成分尚不清楚或尚无精确定量方法的中药，一般可根据已知成分的溶解性质选

用水、乙醇或其他溶剂对药材中可溶性物质进行测定，用以控制中药的 质 量。通 常 选 用

水、一定浓度的乙醇 （或甲醇）、乙醚作浸出物测定。分冷浸法和热浸法。测定用的供试

品须粉碎，使能通过二号筛，并混合均匀，按 《中国药典》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
······ · 总论　第五章　中药的鉴定 · ４５　　　 　

（八）含量测定

含量测定的方法很多，既有经典分析方法 （容量法、重量法等）又有现代仪器分析法

（如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法、薄层扫描法、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可根据各药材的具体情

况选用适当的方法进行。
挥发油含量测定　中药中的挥发油常因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和临床疗效而成为有效成

分 （部位），其含量多少是中药质量指标之一。《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规定，挥发油含量

测定方法有２种。甲法：适用于测定相对密度在１０以下的挥发油。乙法：适用于测定相

对密度在１０以上的挥发油。

五、新技术和新方法简介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高新实验技术和新学科理论不断渗透到中药鉴定

领域，使中药鉴定学成为多学科的汇集点，并向高速化、信息化、标准化方向迈进。目前

中药鉴定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主要有：

（一）ＤＮＡ分子遗传标记技术

ＤＮＡ分子是由Ｇ、Ａ、Ｃ、Ｔ四种碱基构成，为双螺旋结构的长链状分子，生物体特

定的遗传信息便包含在特定的碱基排列顺序中，不同物种遗传上的差异表现在这４种碱基

排列顺序的变化，这就是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比较物种间ＤＮＡ分子的遗传多样性的差异

来鉴别物种就是ＤＮＡ分子遗传标记鉴别。通过选择适当的ＤＮＡ分子遗传标记，能在属、
种、亚种、居群或个体水平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的鉴别。

ＤＮＡ分子遗传标记技术的方法有：①限制性内切酶酶切片段 长 度 多 态 性 （ＲＦＬＰ），
该方法试验步骤繁琐，所需样品量大。②聚合酶链式反应 （ＰＣＲ技术），该技术所需的一

对引物设计，需要知道物种的遗传信息，因而在中药鉴别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③随机扩

增多态性ＤＮＡ （ＲＡＰＤ）和任意引物ＰＣＲ （ＡＰ－ＰＣＲ），其主要优点是适于未知序列的

基因组ＤＮＡ的检测。④ＰＣＲ扩增的特定片段的限制性位点分析 （ＰＣＲ－ＲＦＬＰ）、ＲＡＰＤ
－ＲＦＬＰ，该方法不需要提纯ＤＮＡ，不需使用同位素，不需经过测序却能得到相似结果。

⑤ＤＮＡ测序方法 （Ｄ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基于ＰＣＲ的ＤＮＡ直接测序技术以ＰＣＲ扩增引物

作为测序引物，使ＤＮＡ分子鉴定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方法在中药鉴定研究中具有

重要意义。

ＤＮＡ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已成功地应用到中药鉴定中。如用ＲＡＰＤ方法对人参、西洋

参、三七及四种人参伪品、牛蒡子及混淆品、乌梢蛇及其混淆品、金钱白花蛇及其伪品等

进行了鉴别。用ＤＮＡ测序对鹿鞭及其伪品牛鞭、驴鞭进行了鉴别，并成功地区分了鸡内

金与鸭内金等。

（二）中药指纹图谱鉴定技术

中药材指纹图谱系指中药材经适当处理后，采用一定的分析手段，得到的能够标示该

中药材特征的共有峰的图谱。中药材指纹图谱能客观地揭示和反映中药材内在质量的整体

性和特征性，能从中药源头进行质量控制。其特点是：①通过指纹图谱的特征性，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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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样品的真伪或产地。②通过指纹图谱主要特征峰的面积或比例的制定，能有效控制样

品的质量，确保样品质量的相对稳定。
目前我国进行研究和采用的指纹图谱主要有色谱指纹图谱、光谱指纹图谱、ＤＮＡ指

纹图谱等。对于指纹图谱的测定方法，应根据中药材所含化学成分的理化性质进行选择，
现在多采用色谱方法，因为色谱法提供的信息较多，容易达到中药 “指纹鉴别”的要求。
对于化学成分复杂的中药材，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用多种测定方法，建立多张指纹图谱。

中药材指纹图谱的建立和相关规范标准的制定，应该结合中药材ＧＡＰ基地建设，对

中药材栽培产地条件、药用部位、采收期、饮片加工方法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进行大范

围的研究。为了使中药材指纹图谱具有代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首先应固定中药材的

品种、药用部位、产地、采收期、产地加工和炮制方法。其检测标准包含中药材名称、汉

语拼音、来源、供试品和参照物的制备、检测方法、指纹图谱及技术参数等内容。目前，
国家中药标准要求制定指纹图谱的主要有中药注射剂，包括制定注射剂组成处方中的中药

材、有效部位或中间体及注射剂的指纹图谱。

（三）高效毛细管电泳技术

高效毛细管电泳技术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ＨＰＣＥ）是近几

年分析化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它兼有高压电泳的高速、高分辨率及高效液相色

谱 （ＨＰＬＣ）的高效率等优点，广泛用于离子型生物大分子，如氨基酸、多肽、蛋白质及

核酸等的快速分析，手性化合物等生物活性物质分离，ＤＮＡ序列和ＤＮＡ合成中产物纯

度的测定以及单个细胞和病毒分析等。高效毛细管电泳技术在中药鉴定、生物分析及生命

科学领域中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如对１２种海马、海龙类药材采用 ＨＰＣＥ进行鉴别

研究，结果表明种间区别较明显。
此外，还有Ｘ射线衍射分析法、差热分析法、计算机图像分析法、模式识别法等先

进技术和方法应用于中药鉴定，将对中药的现代化起到推动作用。

第五节　 《中国药典》中中药材质量标准的

基本内容和要求

　　对中药的品种和质量进行科学的鉴定，进而制定规范化的质量标准，是保障临床用药

安全、有效，质量稳定、可控的关键。
《中国药典》记载药品所规定的各个项目，对于保证药品的安全性、真实性、质量和

正确应用，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中，中药材质量标准规定的项目

包括名称、汉语拼音、药 材 拉 丁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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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及贮藏等项，有关项目内容的技术要求

如下：

１．中文名称、汉语拼音、药材拉丁名　按中药有关命名原则要求制定。

２．来源　包括原植 （动）物的科名、植 （动）物名、拉丁学名、药用部位、采收季

节和产地加工等。矿物药包括该矿物的类、族、矿石名或岩石名、主要成分及产地加工。
一个药材有多种植 （动）物来源的，药典收选其中的主流品种，并将质量好、产量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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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广的排列在前。采收季节和产地加工系指能保证药材质量的最佳采收季节和产地加工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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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织、粉 末、解 离 组 织 或 表 面 制 片、显 微 化

学）、理化鉴别 （包括一般理化鉴别、色谱鉴别和光谱鉴别等）。对多来源的药材，如组织

特征无明显区别的，则合并描写，有明显区别的，分别描写 （如性状项）。色谱鉴别应设

对照品或对照药材。选用方法要求专属、灵敏、快速、简便。

５．检查　包括杂质、水分、灰分、酸不溶性灰分、重金属、农药残留量及有关的毒

性成分等，应按药典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查。

６．浸出物测定　包括水溶性、醇溶性及醚溶性浸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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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药材的干品计算。

７．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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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

建立含量测定项目。含量测定的方法以精密、准确、简便、快速为原则，并注意新仪器、
新技术的应用；含量限度的规定，紧密结合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及多来源的实际情况，规

定合理的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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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订合理的加

工炮制工艺，明确辅料用量和炮制品的质量要求。

９．性味与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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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有大毒”，以引起注意。

１０．功能与主治　作用、医疗应用。系以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和复方配伍用药的经验

为主，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新用途，但均作为指导用药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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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传统的十八反、十九畏，孕妇及其他疾患和体质的禁

忌等，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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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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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论

植　物　药　类

第六章

根及根茎类中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各药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主产地、特殊的采收加工

方法。③各药材性状，尤其是颜色、表面和折断面鉴别特征，特殊的气、味及其与成分之

间的关系；部分药材的饮片的鉴别要点。④部分药材的组织构造、异常构造及粉末显微主

要鉴别特征。⑤部分药材的成分类别及主要成分。⑥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⑦
部分药材的浸出物测定方法及所用溶媒。⑧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的成分。⑨
部分药材有害物质检查的种类和限量要求。⑩部分药材伪品的来源及鉴别要点。

根及根茎是植物的两种不同器官，具有不同的外形和内部构造。由于很多中药材同时

具有根和根茎两部分，两者又互有联系，因此为便于比较，将根及根茎类中药并入一章叙

述。

第一节　根 类 中 药

一、性状鉴别

根类中药包括药用部位为根或以根为主带有部分根茎的药材。根无节、节间之分，一

般无芽。根的形状，通常为圆柱形、长圆锥形、圆锥形或纺锤形等。双子叶植物的根一般

为直根系，主根发达，侧根较细，主 根 常 为 圆 柱 形，如 甘 草、黄 芪、牛 膝 等，或 呈 圆 锥

形，如白芷、桔梗等，有的呈纺锤形，如地黄、何首乌等；少数为须根系，多数细长的须

根集生于根茎上，如威灵仙、龙胆等。单子叶植物的根一般为须根系，有的须根先端膨大

成纺锤形块根，如郁金、麦冬等。

根的表面常有纵皱纹或横纹，有的可见皮孔；双子叶 植 物 的 根 表 面 常 为 栓 皮，较 粗

糙，单子叶植物的根表面常无栓皮而为表皮，有的仅具较薄的栓化组织。有的根顶端带有

根茎或茎基，根茎俗称 “芦头”，上有茎痕，俗称 “芦碗”（如人参等）。根的质地和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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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常因品种而异，有的质重坚实，有的体轻松泡；折断面显粉性 （含淀粉多），或显

纤维性、角质状等。
观察根的横断面，首先应注意区分双子叶植物根和单子叶植物根。一般双子叶植物根

有一圈形成层的环纹，环内的木部较环外的皮部大，中央无髓部，自中心向外有放射状的

射线纹理，木部尤为明显，外表常有栓皮。单子叶植物根有一圈内皮层的环纹；中柱一般

较皮部为小，中央有髓部，自中心向外无放射状纹理，外表无木栓层，有的具较薄的栓化

组织。其次，应注意根的断面组织中有无分泌组织散布，如伞形科植物当归、白芷等有黄

棕色油点。还应注意少数双子叶植物根的异常构造，如何首乌的云锦纹，商 陆 的 罗 盘 纹

等。

二、显微鉴别

用显微镜观察根的组织构造，首先应根据维管束的 类 型、排 列 的 方 式、有 无 形 成 层

等，区分为双子叶或单子叶植物根。

１．双子叶植物根　一般均具次生构造。最外层大多为周皮，由木栓层、木栓形成层

及栓内层组成。木栓形成层通常发生于中柱外方部位，形成周皮后原有的表皮及皮层细胞

均已死亡脱落；栓内层通常为数列细胞，有的比较发达，又名 “次生皮层”。少数根类中

药的次生构造不发达，无周皮而有表皮，如龙胆；或表皮死亡脱落由微木栓化的外皮层细

胞行保护作用，称为 “后生表皮”，如细辛；或由皮层的外部细胞木栓化起保护作用，称

为 “后生皮层”，如川乌；这些根的内皮层均较明显。
维管束一般为无限外韧型，由初生韧皮部、次生韧皮部、形成层、次生木质部和初生

木质部组成。初生韧皮部细胞大多颓废，次生韧皮部有筛管、伴胞、韧皮薄壁细胞、韧皮

纤维等，有韧皮射线；形成层连续成环或束间形成层不明显；次生木质部占根的大部分，
由导管、管胞、木薄壁细胞或木纤维组成，射线较明显；初 生 木 质 部 位 于 中 央，分 为 几

束，呈星角状，星角的数目随科属种类而不同，有鉴定参考意义。双 子 叶 植 物 根 一 般 无

髓；少数次生构造不发达的根初生木质部未分化到中心，中央为薄壁组织区域，形成明显

的髓部，如川乌、龙胆等。
双子叶植物根常见的异常构造有：
（１）多环性同心环状排列的维管束　如牛膝、川牛膝、商陆等。在正常次生构造发育

到一定阶段时，常由中柱外方部位的薄壁细胞恢复分裂能力而形成新的形成层，由此形成

第一轮同心环维管束，以后随着外方薄壁细胞的继续分裂，又相继形成第二轮、第三轮同

心维管束等，如此形成多环性同心环状排列的维管束。
（２）韧皮部维管束　如何首乌。由韧皮部的薄壁细胞恢复分裂能力而形成异心性环状

的形成层，由此形成层的分裂活动产生异心性环状排列的异常维管束。
（３）内涵韧皮部　又称木间韧皮部，如华山参等。即在次生木质部中包埋有次生韧皮

部，它是由形成层不规则的活动所形成，形成层不仅向外也向内产生韧皮部。
（４）木间木栓　如黄芩、秦艽。在木质部内形成的木栓带，称 为 木 间 木 栓 或 内 涵 周

皮，它是由次生木质部的薄壁细胞木栓化形成。

２．单子叶植物根　一般均具初生构造。最外层通常为一列表皮细胞，无木栓层，有

的细胞分化为根毛，细胞外壁一般无角质层；少数根的表皮细胞切线分裂为多层细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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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根被，如百部、麦冬等。皮层宽厚，占根的大部分，内皮层及凯氏点通常明显。中柱与

皮层的界限分明，直径较小。维管束为辐射型，韧皮部与木质部相间排列，呈辐射状，无

形成层。髓部通常明显。
在显微鉴定时应注意根中是否有分泌组织存在，如桔梗、党参等有乳管；人参、三七

等有树脂道；当归、木香等有油室。是否有草酸钙结晶或碳酸钙结晶，如人参有簇晶，甘

草有方晶，牛膝有砂晶，麦冬有针晶。有的根含有多量淀粉粒，如葛根 （甘葛藤）；有的

根含有菊糖，不含淀粉粒，如桔梗等；个别中药既含淀粉粒又含菊糖，如党参。厚壁组织

的有无也应注意，通常根类中药可以见到韧皮纤维或木纤维、石细胞。

第二节　根茎类中药

一、性状鉴别

根茎类中药系指入药部位主要是根茎或带有少许根部的地下茎药材，鳞茎则带有肉质

鳞叶。
根茎类是一类变态茎，为地下茎的总称，包括根状茎、块茎、球茎及鳞茎等。根茎表

面有节和节间，单子叶植物尤为明显；节上常有退化的鳞片状或膜质状小叶、叶柄基部残

余物或叶痕；有时可见幼芽或芽痕；根茎上面或顶端常残存茎基或茎痕，侧面和下面有细

长的不定根或根痕。药材中以根状茎多见，其形状不一，有圆柱形、纺锤形、扁球形或不

规则团块状等。鳞茎的地下茎呈扁平皿状，节间极短，称鳞茎盘，上 面 有 肉 质 肥 厚 的 鳞

叶，如百合、川贝母等。蕨类植物的根茎常有鳞片或密生棕黄色鳞毛。
观察根茎的横断面，首先应注意区分双子叶植物根茎和单子叶植物根茎。一般说来，

双子叶植物根茎外表常有木栓层，维管束环状排列，木部有明显的放射状纹理，中央有明

显的髓部。单子叶植物根茎外表无木栓层或仅具较薄的栓化组织，通常可见内皮层环纹，
皮层及中柱均有维管束小点散布，无髓部。其次，应注意根茎断面组织中有无分泌组织散

布，如油点等。还应注意少数双子叶植物根茎的异常构造，如大黄的星点。

二、显微鉴别

在显微镜下观察根茎的组织构造，可根据维管束的类型和排列形式，区分双子叶、单

子叶和蕨类植物根茎。

１．双子叶植物根茎　一般均具次生构造。外表常有木栓层，少数为表皮。如木栓形

成层发生在皮层外方，则初生皮层仍然存在，如黄连等；多数根茎仅有栓内层细胞构成次

生皮层。内皮层多不明显。中柱外方部位有的具厚壁组织，如纤维和石细胞群，常排成不

连续的环。维管束大多为无限外韧型，少数为双韧型，多呈环状排列，束间被射线分隔。
中央有髓部。

双子叶植物根茎常见的异常构造有：
（１）髓维管束　是指位于根茎髓部的维管束，如大黄根茎髓部有多个内韧型异型维管

束环列或散在，每个异型维管束的射线细胞内含棕色物质，射线呈星芒状射出，形成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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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的 “星点”。
（２）内生韧皮部　是指位于木质部里端，在髓部的周围形成各个分离的韧皮部束，如

茄科、葫芦科植物等。
（３）木间木栓　在次生木质部内形成的木栓带。如甘松根茎中的木间木栓环包围一部

分韧皮部和木质部，把维管柱分隔成数个束。

２．单子叶植物根茎　均为初生构造。外表通常为一列表皮细胞，少数根茎皮层外部

细胞木栓化，形成 “后生皮层”，代替表皮起保护作用，如藜芦等。皮层宽广，常有叶迹

维管束散在；内皮层大多明显。中柱中有多数维管束散在，维管束大多为有限外韧型，也

有周木型。无髓部。

３．蕨类植物根茎　均为初生构造。外表通常为一列表皮，表皮下面有下皮层，为数

列厚壁细胞，下皮层内为薄壁细胞组成的基本组织。一般具网状中柱，网状中柱的一个维

管束又称分体中柱。分体中柱的形状、数目和排列方式是鉴定品种的重要依据。每一维管

束外围有内皮层，为周韧维管束，如绵马贯众等。有的根茎具双韧管状中柱，即木质部排

成环圈，其里外两侧均有韧皮部及内皮层环，中央有髓部，如狗脊。
蕨类植物根茎的木质部无导管而有管胞，管胞大多为梯纹。在 基 本 组 织 的 细 胞 间 隙

中，有的具间隙腺毛，如绵马贯众。
根茎类中药的显微鉴别，应注意有无分泌 组 织 存 在，如 川 芎、苍 术 等 有 油 室；石 菖

蒲、干姜等有油细胞。单子叶植物根茎中常有黏液细胞，其中常含草酸钙针晶或针晶束，
如半夏、白及等。厚壁组织也常有存在，是重要的鉴别特征之一，如苍术的木栓层中有石

细胞带，黄连 （味连）的皮层及中柱外方部位均有石细胞。多数根茎类中药含有淀粉粒，
菊科和桔梗科的中药含有菊糖而无淀粉粒，如苍术等。

狗　　脊

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ｉｂｏｔｉｉ

　　【来源】　为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脊Ｃｉｂｏｔｉｕｍｂａｒｏｍｅｔｚ （Ｌ．）Ｊ．Ｓｍ．的干燥根茎。
【产地】　主产于福建、四川等省。
【采收加工】　秋、冬二季采挖根茎，除去泥沙，干燥；或削去硬根、叶柄及金黄色

茸毛，趁鲜切厚片，干燥，为 “生狗脊片”；蒸后，晒至六、七成干再切厚片，干燥，为

“熟狗脊片”。
【性状鉴别】　药材　呈不规则的长块状，长１０～３０ｃｍ，少数可长至５０ｃｍ，直径２

～１０ｃｍ。表面深棕色，被光亮的金黄色茸毛，上面有数个棕红色叶柄残基，下面残存黑

色细根。质坚硬，难折断。无臭，味淡微涩。生狗 脊 片 呈 不 规 则 长 条 形 或 圆 形 纵 片，长

５～２０ｃｍ，宽２～１０ｃｍ，厚１５～５ｍｍ；周边不整齐，有时有未去尽的金黄色茸毛，外表

深棕色；切面浅棕色，较平滑，近外皮约１～４ｍｍ处有一条明显凸起的棕黄色木质部环

纹；质坚脆，易折断，有粉性。熟狗脊片呈黑棕色；质地坚硬，角质样；微有香气，味微

甘。
狗脊以肥大、质坚实无空心、外表被有金黄色茸毛者为佳。生狗脊片以厚薄均匀，质

脆，有粉性，无毛，不空心者为佳。熟狗脊片以片面黑棕色，质坚硬者为佳。
饮片　烫狗脊　形同生狗脊片。表面鼓起，表面棕褐色，无绒毛，质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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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鉴别】　根茎横切面　①表皮细胞１列，外被金黄色非腺毛。②厚壁细胞１０～
２０列，黄棕色，壁孔明显，内含淀粉粒。③双韧管状中柱，木质部由管胞组成，其内外

均有韧皮部及内皮层。④皮层及髓部较宽，均为薄壁细胞，内含淀粉粒，有的含黄棕色物

质。
叶柄基部横切面　分体中柱多呈 “Ｕ”形，３０余个断续排列成双卷状。木质部居中，

外围为韧皮部、内皮层。
【成分】　根茎含绵马酚，毛茸含鞣及色素。
【理化鉴别】　取生狗脊片折断，在紫外光灯 （２５４ｎｍ）下观察，断面显淡紫色荧光，

凸起的木质部环显黄色荧光。

绵 马 贯 众

Ｒｈｉｚｏｍａ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Ｃｒａｓｓｉ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ｉｓ

　　【来源】　为鳞毛蕨科植物粗茎鳞毛蕨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ｃｒａｓｓｉｒｈｉｚｏｍａＮａｋａｉ带叶柄残基的

干燥根茎。
【产地】　主产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采收加工】　秋季采挖根茎，削去叶柄、须根，除去泥沙杂质，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倒卵形而稍弯曲，上端钝圆或截形，下端较尖，有的纵剖

为两半，长７～２０ｃｍ，粗４～８ｃｍ。外表黄棕色至黑褐色，密被排列整齐的叶柄残基及条

状披针形鳞片，并有弯曲的须根。叶柄残基呈扁圆柱形，长３～５ｃｍ，直径０５～１ｃｍ；质

硬，断面略平坦，棕色，有黄白色维管束５～１３个，环列；每 个 叶 柄 残 基 外 常 有３条 须

根；剥去叶柄残基，可见根茎，质坚硬，横断面呈深绿色至棕色。有黄白色小点状维管束

５～１３个，排列成环，其外散有较多的叶迹维管束。气特殊，味初微涩，渐苦而辛。
以根茎个大、质坚实，叶柄残基断面与根茎断面棕绿色者为佳。
饮片　绵马贯众　为不规则厚片或小块。外表、切面、气味同药材。
绵马贯众炭　形如绵马贯众。表面焦黑色，内部焦褐色，味涩。
【显微鉴别】　叶柄基部横切面　①表皮细胞１列，细胞较小，外壁稍厚。②下皮为

数列多角形棕色厚壁细胞。③周韧维管束 （分体中柱）５～１３个，环列；每个维管束外围

一列扁小的内皮层细胞，凯氏点明显，其外有１～２列中柱鞘薄壁细胞；木质部由多角形

的管胞组成。④薄壁组织排列疏松，间隙中常有特殊的细胞间隙腺毛，腺头单细胞球形或

梨形，内含棕色分泌物，具短柄。⑤薄壁细胞内含淀粉粒及棕色物质。
【成分】　①主含间苯三酚衍生物绵马精 （ｆｉｌｍａｒｏｎｅ），不 稳 定，能 缓 慢 分 解 产 生 绵

马酸类 （ｆｉｌｉｃｉｃａｃｉｄｓ）、黄绵马素类、白绵马素类等化合物。②挥发油。③鞣质。④树脂

等。
间苯三酚类化合物为抗肿瘤与驱虫有效成分，以绵马精驱虫效力最强；但贮藏日久，

有效成分易分解而疗效降低。挥发油亦有驱虫活性。
【理化鉴别】　 （１）取叶柄基部或根茎横切片，滴加１％香草醛溶液及盐酸，镜检，

间隙腺毛呈红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用绵马贯众对照药材为对照品，进行薄层

色谱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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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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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黄

ＲａｄｉｘｅｔＲｈｉｚｏｍａＲｈｅｉ

　　【来源】　为蓼科植物掌叶大黄Ｒｈｅｕｍ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Ｌ．、唐古特大黄Ｒｈｅｕｍｔａｎｇｕｔｉｃ
ｕｍ Ｍａｘｉｍ．ｅｘＢａｌｆ．或药用大黄Ｒｈｅ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Ｂａｉｌｌ．的干燥根及根茎。

【产地】　掌叶大黄　主产于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地，多为栽培。
唐古特大黄　主产于青海、甘肃、西藏及四川地区，野生或栽培。
药用大黄　主产于四川、贵州、云南、湖北、陕西等省，栽培或野生。
商品中以掌叶大黄产量大，唐古特大黄次之，药用大黄产量较少。
【采收加工】　秋末地上部分枯黄或次春植株发芽前采挖，除去泥土及细根，刮去外

皮 （忌用铁器），加工成卵圆形、圆柱形，或切成块、瓣、厚片，绳穿成串干燥或直接干

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类圆柱 形、圆 锥 形、卵 圆 形 或 不 规 则 块 片 状，长３～１７ｃｍ，

直径３～１０ｃｍ。除尽外皮者 表 面 黄 棕 色 至 红 棕 色，有 的 可 见 类 白 色 网 状 纹 理 及 “星 点”
（异常维管束）散在，残留的外皮棕褐色，多具绳孔及粗皱纹。质坚实，断面淡红棕色或

黄棕色，颗粒性。根茎髓部宽广，有 “星点”环列或散 在；根 形 成 层 环 明 显，木 质 部 发

达，具放射状纹理，无 “星点”。气清香，味苦微涩，嚼之粘牙，有砂粒感，唾液染成黄

色。
以个大、质坚实、气清香、味苦微涩者为佳。
饮片　大黄　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厚片或块，周边黄棕色至红棕色，可见类白色网状

纹理或残存有棕褐色至黑棕色外皮。质轻、脆，易折断。切面、气味同药材。
酒大黄　形如大黄。表面深棕色或深褐色，偶有焦斑。略有酒气。
熟大黄　形如大黄。表面黑褐色。有特异香气，味微苦。
大黄炭　形如大黄。表面焦黑色，断面焦褐色。质轻脆，易折断。有焦香气，味微苦

涩。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及皮层大多已除去。②韧皮部筛管明显，薄壁组

织发达，有大型黏液腔。③形成层环明显。④木质部射线较密，宽２～４列细胞，内含棕

色物，导管非木化，常１至数个相聚，排列稀疏。⑤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及淀粉粒。
根茎横切面　髓部宽广，有异常维管束散在或环列，异常维管束的形成层成环，外侧

为木质部，内侧为韧皮部，韧皮部中有大型黏液腔，内含红棕色物质，射线呈星状射出。
粉末　黄棕色。①草酸钙簇晶多而大，直径２０～１６０μｍ，有的可达１９０μｍ。②导 管

多为大型网纹，并有具缘纹孔及细小螺纹导管，非木化。③淀粉粒甚多，单粒呈类球形或

多角圆形，脐点星状；复粒由２～８分粒组成。
掌叶大黄草酸钙簇晶棱角大多短钝，唐古特大黄草酸钙簇晶棱角大多长宽而尖，药用

大黄草酸钙簇晶棱角大多短尖。
【成分】　①含蒽醌衍生物，有游离状态的和结合状态的，其 中 以 结 合 状 态 者 为 主，

游离状 态 者 占 少 部 分。游 离 蒽 醌 衍 生 物 有 大 黄 酸 （ｒｈｅｉｎ）、大 黄 素 （ｅｍｏｄｉｎ）、大 黄 酚

（ｃｈｒｙｓｏｐｈａｎｏｌ）、芦荟大黄素 （ａｌｏｅｅｍｏｄｉｎ）、大黄素甲醚 （ｐｈｙｓｃｉｏｎ）等，为大黄的抗菌

成分。结合性蒽醌衍生物为游离蒽醌类的葡萄糖苷、双葡萄糖苷或双蒽酮苷，系大黄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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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泻下成分，以双蒽酮苷泻下作用最强，双蒽酮苷为番泻苷 Ａ、Ｂ、Ｃ、Ｄ、Ｅ、Ｆ （ｓｅｎ
ｎｏｓｉｄｅＡ、Ｂ、Ｃ、Ｄ、Ｅ、Ｆ）等。②含鞣质类物质，有没食子酰葡萄糖、没食子酸、ｄ－
儿茶素，为收敛成分。③此外，尚含挥发油、有机酸、脂肪酸、甾醇及多种无机元素。

【理化鉴别】　 （１）粉末微量升华，可见黄色菱状针晶或羽状结晶，加碱显红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大黄对照药材、大黄酸对照品作对照，进行

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五个橙黄色

的荧光主斑点；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橙黄色荧光斑点，置氨蒸气中熏

后，日光下检视，斑点变为红色。
【检查】　土大黄苷　取本品粉末０２ｇ，加甲醇２ｍｌ，温浸１０分钟，放冷，取上清液

１０μｌ点 于 滤 纸 上，以 ４５％ 的 乙 醇 展 开，取 出，晾 干，放 置 １０ 分 钟，置 紫 外 光 灯

（３６５ｎｍ）下检视，不得显持久的亮紫色荧光。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按干

燥品计算，含大黄素 （Ｃ１５Ｈ１０Ｏ５）和大黄酚 （Ｃ１５Ｈ１０Ｏ４）的总量不得少于０５０％。
【附注】　伪品　同属波叶组植物藏边大黄Ｒ．ｅｍｏｄｉＷａｌｌ．、河套大黄 （波叶大黄）

Ｒ．ｈｏｔａｏｅｎｓｅＣ．Ｙ．ＣｈｅｎｇｅｔＣ．Ｔ．Ｋａｏ、华北大 黄Ｒ．ｆｒａｎｚｅｎｂａｃｈｉｉＭüｎｔ、天 山 大 黄

Ｒ．ｗｉｔｔｒｏｃｈｉｉＬｕｎｄｓｔｒ．等的根和根茎，在部分地区和民间称山大黄或土大黄。药材根茎

直径多在５ｃｍ以下，横切面均无星点。虽然也含有蒽醌衍生物成分，但不含或仅含痕量

双蒽酮苷番泻苷类，故泻下作用很差。药材一般均含土大黄苷 （ｒｈａｐｏｎｔｉｃｉｎ，为二苯乙烯

苷类物质）。药材新鲜折断面在紫外光灯下显蓝紫色荧光。

虎　　杖

Ｒｈｉｚｏｍａ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ｉ

　　【来源】　为蓼科植物虎杖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的干燥根茎和根。
【性状鉴别】　多 为 圆 柱 形 短 段 或 不 规 则 厚 片，长 短 不 一，长１～７ｃｍ，直 径０５～

２５ｃｍ。外皮棕褐色，有纵皱纹及须根痕，根茎有节，节间长２～３ｃｍ。质坚硬，不易折

断；切面皮部较薄，棕褐色，易与木部分离；木部宽广，棕黄色，射线呈放射状；根茎中

央有髓，呈空洞状或分隔。气微，味微苦、涩。
【成分】　①蒽醌类化合物，以游离型为主，结合型的含量较低；游离蒽醌有：大黄

素、大黄素甲醚、大黄酚等，为抗菌成分；结合型蒽醌有：大黄素、大黄素甲醚的葡萄糖

苷。②二苯乙烯 类 化 合 物：三 酚 （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即 白 藜 芦 醇）为 抗 真 菌 成 分，三 酚 苷

（ｐｏｌｙｄａｔｉｎ）有镇咳及降血脂作用。③鞣质及酚性化合物。④多种多聚糖。⑤黄酮类化合

物等。

何　首　乌

Ｒａｄｉｘ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ｉ

　　【来源】　为蓼科植物何首乌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Ｔｈｕｎｂ．的干燥块根。
【产地】　主产于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
【采收加工】　秋、冬两季叶枯萎时采挖，削去两端，洗净，干燥或切块后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团块状或不规则纺锤形，长６～１５ｃｍ，直径４～１２ｃｍ。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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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棕色或红褐色，皱缩不平，有浅沟及细根痕，皮孔横长，两端各具有一个明显的根痕。
质坚实而重，不易折断，切断面浅黄棕色或浅红棕色，显粉性，皮部有４～１１个类圆形异

常维管束环列，形成云锦状花纹，中央木质部较大，有的呈木心。气微，味微苦而甘涩。
以个大、质坚实而重、红褐色、断面显云锦状花纹、粉性足者为佳。
饮片　何首乌　为不规则圆形或钝五角星形横切片，厚约０３ｃｍ。纵切片常呈不规则

形。切面、气、味同药材。
制何首乌　为不规则皱缩的块片，厚约１ｃｍ。表面黑褐色或棕褐色，凹凸不平。质

坚硬，断面角质样，棕褐色或黑色。气微，味微甘而苦涩。
【显微鉴别】　块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细胞充满棕色物。②韧皮部较宽，散有类圆形

异型维管束４～１１个，为外韧型维管束，导管稀少。③根中央维管束形成层成环；导管

稀少，周围有管胞及少数木纤维。④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及淀粉粒。
粉末　黄棕色。①草酸钙簇晶直径１０～８０ （１６０）μｍ，偶见簇晶与较大方晶合生。

②棕色细胞类圆形，腔内充满浅黄棕色、棕色或红棕色物质及淀粉粒。③木纤维成束，细

长。④淀粉粒单粒类球形，脐点人字形、星状或三叉状，复粒由２～９分粒构成。此外尚

有具缘纹孔导管、木栓细胞及棕色块。
【成分】　①二苯乙烯苷化合物，如２，３，５，４′－四羟基二苯乙烯－２－Ｏ－β－Ｄ－

葡萄糖苷 （２，３，５，４′－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ｓｔｉｌｂｅｎｅ－２－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有抗衰老、提

高免疫功能、防止动脉硬化及保肝作用。②卵磷脂 （ｌｅｃｉｔｈｉｎ）。③蒽醌类衍生物，主要为

大黄素、大黄素甲醚、大黄酚及其苷。④鞣质。⑤铁及锌含量较高。
【理化鉴别】　 （１）粉末微量升华后得黄色柱状或针簇状结晶，遇碱液显红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何首乌对照药材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

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条斑；再喷

以磷钼酸硫酸溶液，稍加热，立即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

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条斑。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２，

３，５，４′－四羟基二苯乙烯－２－Ｏ－β－Ｄ－葡萄糖苷 （Ｃ２０Ｈ２２Ｏ９）不得少于１０％。
【附注】　伪品　 （１）同科植物翼蓼Ｐｔｅｒｏｘｙｇｏｎｕｍ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ＤａｎｍｅｒｅｔＤｉｅｌｓ和毛脉

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ｃｉｌｌｉｎｃｒｖｅ （Ｎａｋａｉ）Ｏｈｗｉ的 块 根，前 者 习 称 “红 药 子”，后 者 习 称 “朱 砂

七”，有的地区曾混作何首乌用，应注意鉴别。两者均为不规则团块，断面皮部无 “云锦

花纹”，髓部有异常维管束。红药子呈紫褐 色 至 深 红 色；质 轻 脆，易 折 断；味 苦，极 涩。
朱砂七呈棕黄色至土黄色；断面具多数纵横交错的纤维束；味微苦。

（２）人形 “何 首 乌”。用 芭 蕉 科 植 物 芭 蕉 Ｍｕｓａｂａｓｉｏｏ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的 根 茎 雕 刻 成

男、女人形状，并在其表面涂以锅烟墨或红棕色泥土，在头顶插入何首乌藤，或将其埋入

地下，待外表颜色变深后挖出，伪充何首乌，以高价销售。何首乌藤与 “人体”系用锲钉

连接而成，“人体”横切面为多数散生的筋脉点 （单子叶植物维管束），无云锦纹及木心可

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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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膝

Ｒａｄｉｘ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ｉｓ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ｅ

　　【来源】　为苋科植物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Ｂｌ．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河南省武陟、沁阳等地，河北、山东、安徽等省亦产。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冬季茎叶枯萎时采挖，除去须根及泥沙，捆成小把，晒至干皱后，将

顶端切齐，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细长圆柱形，有时稍弯曲，上端较粗，下端较细，长１５～５０

（９０）ｃｍ，直径０４～１ｃｍ。表面灰黄色或淡棕色，有细纵皱纹、横长皮孔及稀疏的细根

痕。质硬脆，易折断，受潮变柔韧，断面平坦，淡黄棕色，微呈角质样而油润，可见黄白

色小点 （异常维管束）断续排列成２～４轮同心环，中心维管束木部较大，黄白色。气微，
味微甜而稍苦涩。

以根长、肉肥、皮细、黄白色者为佳。
饮片　牛膝　为类圆形的厚片或圆柱形短段，长０５～１５ｃｍ，直径０４～１ｃｍ。切

面、气、味同药材。
酒牛膝　形如牛膝。呈棕色，偶有焦斑，味甜而稍涩，有酒气。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窄。③异常维管束断续排列

成２～４轮；维管束外韧型，束间形成层除最外轮明显外，向内各轮均不明显。④根中央

有正常维管束，中心木质部集成２～３群。⑤少数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砂晶。
【成分】　①三萜皂苷，其苷元为齐墩果酸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②甾类化合物如促脱皮

甾酮 （ｅｃｄｙｓｔｅｒｏｎｅ）、牛膝甾酮 （ｉｎｏｋｏｓｔｅｒｏｎｅ）具有较强的促进蛋白质合成作用。③牛膝

肽多糖ＡＢＡＢ，有免疫活性。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齐墩果酸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

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蓝色斑点。

川　牛　膝

ＲａｄｉｘＣｙａｔｈｕｌａｅ

　　【来源】　为苋科植物川牛膝Ｃｙａｔｈｕｌ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Ｋｕａｎ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材　近圆柱形，微扭曲，向下略细或有少数分枝，长３０～６０ｃｍ，直

径０５～３ｃｍ。表面黄棕色或灰褐色，有纵皱纹及支根痕，可见多数横向突起的皮孔。质

坚韧，不易折断，切断面浅黄色或棕黄色，有多数淡黄色小点 （维管束）排列成数轮同心

环。气微，味甜。
饮片　川牛膝　为圆形薄片。切面淡黄色或棕黄色，可见多数黄色点状维管束排成数

轮同心环。周边黄棕色或灰褐色。质柔软。气微，味甜。
酒川牛膝　形如川牛膝。表面暗褐色，微有酒香气。

商　　陆

Ｒａｄｉｘ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ｅ

　　【来源】　为 商 陆 科 植 物 商 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ｃｉｎｏｓａＲｏｘｂ．或 垂 序 商 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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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Ｌ．的干燥根。
【产地】　商陆主产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亦产。垂序商陆产于安徽、

浙江、陕西等省。
【采收加工】　秋季至次春采挖，除去须根及泥沙，切成块或片，晒干或阴干。
【性状鉴别】　药材　为横切或纵切的不规则块片，厚薄不等。外皮灰黄色或灰棕色。

横切片为不规则圆形，弯曲不平，边缘皱缩，直径２～８ｃｍ，厚２～６ｍｍ，切面浅黄棕

色或黄白色，木部隆起，形成多个凸起的同心性环轮 （异常构造），俗称 “罗盘纹”。纵切

片弯曲或卷曲，长５～８ｃｍ，宽１～２ｃｍ，木部呈平行条状突起。质硬。气微，味稍甜，
久嚼麻舌。以片大、色白、有粉性者为佳。

饮片　醋商陆　形如商陆。黄棕色，略有醋气。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商陆　①木栓层细胞数列至１０余列。②皮层较窄。③维管

组织为三生构造，有数层同心性形成层环，每环有几十个外韧型维管束；两环之间为薄壁

组织。④中央有正常维管束，木质部细胞呈放射状排列。⑤薄壁细胞含草酸钙针晶束，有

少数草酸钙方晶或簇晶。并含淀粉粒。
粉末　灰白色。①草酸钙针晶成束或散在，尚可见草酸钙方晶或簇晶。②木纤维多成

束，壁厚或稍厚，有多数十字形纹孔。③淀粉粒单粒类圆形或长圆形，复粒由２～３分粒

组成。
【成分】　商 陆 根　①三 萜 皂 苷，水 解 得 加 利 果 酸 （ｊａｌｉｇｏｎｉｃａｃｉｄ）、去 羟 加 利 果 酸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ｉｃａｃｉｄ）、商陆皂苷元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ｇｅｎｉｎ）。又分离出一系列皂苷，如商陆皂苷甲、
乙、丙、丁、戊、己、辛。②γ－氨基丁酸。为降压成分。③商陆多糖。具有显著的增强

免疫活性。④降压成分组织胺。⑤甾醇类化合物α－菠菜甾醇、Δ′－豆甾醇等。
商陆皂苷是商陆扶正固本的有效成分之一，商陆皂苷甲有很强的抗炎活性。

银　柴　胡

Ｒａｄｉｘ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ｅ

　　【来源】　为石竹科植物银柴胡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Ｌ．ｖａｒ．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Ｂｇｅ．的干燥

根。
【性状鉴别】　呈类圆柱形，偶有分枝，长１５～４０ｃｍ，直径０５～２５ｃｍ。表面浅

棕黄色至浅棕色，有扭曲的纵皱纹及支根痕，多具孔穴状或盘状凹陷，习称 “砂眼”，从

砂眼处折断可见棕色裂隙中有细砂散出。根头部略膨大，有密集的呈疣状突起的芽苞、茎

或根茎的残基，习称 “珍珠盘”。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不平坦，较疏松，有裂隙，皮

部甚薄，木部有黄、白色相间的放射状纹理。气微，味甘。
栽培品有分枝，下部多扭曲，直径０６～１２ｃｍ。表面浅棕黄色或浅黄棕色，纵皱纹

细腻明显，细支根痕多呈点状凹陷。根头部有多数疣状突起。几无砂眼。折断面质地较紧

密，几无裂隙，略显粉性，木部放射状纹理不甚明显。味微甜。

太　子　参

Ｒａｄｉｘ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ｅ

　　【来源】　为石竹科植物孩儿参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Ｍｉｑ．）ＰａｘｅｘＰａｘ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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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ｆｆｍ．的干燥块根。
【产地】　主产于江苏、山东、安徽等省。主为栽培。
【采收加工】　夏季茎叶枯萎时采挖，洗净，除去须根，晒干或置沸水中略烫后晒干。
【性状鉴别】　呈细长纺锤形或细长条形，稍弯曲，长２～１０ｃｍ，直径２～６ｍｍ。表

面黄白色，较光滑，微有纵皱纹，凹陷处有须根痕，顶端有茎痕及芽痕。质硬而脆，易折

断，断面平坦，类白色，显粉性 （晒干品）；或淡黄白色、角质样 （烫制品）。气微，味微

甘。
以条粗、色黄白、无须根者为佳。
【显微鉴别】　块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数列细胞。②皮层薄，细胞多切向延长。③韧

皮部较窄，射线宽广。④形成层成环。⑤木质部占根的大部分，木射线宽广，导管稀疏，
放射状排列，初生木质部３～４原型。⑥薄壁细胞中充满淀粉粒，并含少量草酸钙簇晶。

【成分】　①皂苷。②多种氨基酸。③β－谷甾醇。④胡萝卜苷。⑤太子参环肽Ａ、Ｂ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Ｂ）。⑥果糖、蔗糖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太子参对照药材为对照，进行薄

层色谱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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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　灵　仙

Ｒａｄｉｘ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ｉｓ

　　【来 源】　为 毛 茛 科 植 物 威 灵 仙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ｓｂｅｃｋ、棉 团 铁 线 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ｈｅｘａｐｅｔａｌａＰａｌｌ．或东北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ｃａＲｕｐｒ．的干燥根和根茎。

【性状 鉴 别】　威 灵 仙　根 茎 呈 柱 状，长１５～３５ｃｍ，偶 达１０ｃｍ，直 径０３～
１５ｃｍ；表面淡棕黄色；顶端残留茎基；下侧着生多数细根；质较坚韧，断面纤维性。根

呈细长圆柱形，稍弯曲，长７～１５ｃｍ，直径１～３ｍｍ；表面黑褐色，有细纵纹，有的皮部

脱落，露出黄白色木部；质硬脆，易折断，断面皮部较广，与木部间常有裂隙，木部淡黄

色，略呈方形。气微，味淡。
棉团铁线莲　根茎呈短柱状，长１～４ｃｍ，直径０５～１ｃｍ。根长４～２０ｃｍ，直径１～

２ｍｍ；表面棕褐色至棕黑色；断面木部圆形。味咸。
东北铁线莲　根茎呈柱状，长１～１１ｃｍ，直径０５～２５ｃｍ。根较密集，长５～２３ｃｍ，

直径１～４ｍｍ，表面棕黑色，断面木部近圆形。味辛辣。
均以根长、色黑或棕黑、无地上残基者为佳。
【成分】　威灵仙　①根含多种三萜类皂苷，为齐墩果酸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或常春藤

皂苷元 （ｈｅｄｅｒａｇｅｎｉｎ）的衍生物。②根含原白头翁素 （ｐｒｏｔｏａｎｅｍｏｎｉｎ），遇热或放置易聚

合为白头翁素 （ａｎｅｍｏｎｉｎ）。
棉团铁线莲　根含白头翁素、生物碱、肉豆蔻酸等。
东北铁线莲　根含三 萜 皂 苷：铁 线 莲 皂 苷 （ｃｌｅｍａｔｏｓｉｄｅ）Ａ、Ａ′、Ｂ、Ｃ，皂 苷 元 均

为齐墩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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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乌

ＲａｄｉｘＡｃｏｎｉｔｉ

　　【来源】　为毛茛科植物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的干燥母根 （主根）。
【产地】　主产于四川江油、平武，陕西省；湖北、湖南、云南、河南等省亦有种植。
【采收加工】　６月下旬至８月上旬采挖，除去子根、须根及泥沙，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不规则圆锥形，稍弯曲，中部多向一侧膨大，顶端有残存的

茎基，长２～７５ｃｍ，直径１２～２５ （３５）ｃｍ。表面棕褐色或灰棕色，稍皱缩，有小

瘤状突起的侧根及除去子根后的痕迹。质坚实，不易折断，横切面粉质，类白色或浅灰黄

色，可见多角形的环纹 （形成层）。气微，味辛辣而麻舌。
以饱满、质坚实、断面色白有粉性者为佳。
饮片　制川乌　为不规则长三角形的片。表面黑褐色或黄褐 色，有 灰 棕 色 形 成 层 环

纹。体轻，质脆，断面有光泽。无臭，微有麻舌感。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后生皮层为棕色木栓化细胞。②皮层薄壁组织偶见石细

胞，类长方形、方形或长椭圆形，胞腔较大；内皮层不甚明显。③韧皮部宽广，散有筛管

群。④形成层呈多角形环。其内外侧偶有１至数个异型维管束。⑤木质部导管多单列，径

向或略呈 “Ｖ”字形排列。⑥髓部明显。⑦薄壁细胞含淀粉粒。
粉末　灰黄色。①石细胞近无色或淡黄绿色，呈类长方形、类方形、多角形或一边斜

尖，壁厚者层纹明显，纹孔稀疏。②后生皮层细胞棕色，有的壁呈瘤状增厚突入细胞腔。

③导管主为具缘纹孔。④淀粉粒单粒类球形、长圆形或肾形，复粒由２～１５分粒组成。
【成分】　①生物碱，其 中 主 要 为 剧 毒 的 双 酯 类 生 物 碱：中 乌 头 碱 （ｍｅｓａｃｏｎｉｔｉｎｅ），

乌头碱 （ａｃｏｎｉｔｉｎｅ），次乌头碱 （ｈｙｐａｃｏｎｉｔｉｎｅ），杰斯乌头碱 （ｊｅｓａｃｏｎｉｔｉｎｅ），异翠雀花碱

（ｉｓｏ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ｎｅ）等。尚含川乌碱甲、乙和脂乌头碱等。②乌头多糖 （ａｃｏｎｉｔａｎ）。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粉末约５ｇ，加乙醚３０ｍｌ与氨试液３ｍｌ，浸渍１小时，时

时振摇，滤过，取滤液６ｍｌ，蒸干，残渣加７％盐酸羟胺甲醇溶液１０滴与０１％麝香草酚

酞甲醇溶液２滴，滴加氢氧化钾饱和的甲醇溶液至显蓝色后，再多加４滴，置水浴中加热

１分钟，用 冷 水 冷 却。滴 加 稀 盐 酸 调 节ｐＨ 值 至２～３，加 三 氯 化 铁 试 液１～２滴 与 氯 仿

１ｍｌ，振摇，上层液显紫色。（检查酯碱）
（２）取本品粉末０５ｇ，加乙醚１０ｍｌ与氨试液０５ｍｌ，振摇１０分钟，滤过。滤液置分

液漏斗中，加硫酸液 （０２５ｍｏｌ／Ｌ）２０ｍｌ，振摇提取，分取酸液适量，用水稀释后照分光

光度法测定，在２３１ｎｍ的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检查】　酯型生物碱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制川乌

含酯型生物碱以乌头碱 （Ｃ３４Ｈ４７ＮＯ１１）计，不得过０１５％。
【含量测定】　制川乌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制川乌

含生物碱以乌头碱 （Ｃ３４Ｈ４７ＮＯ１１）计，不得少于０２０％。

草　　乌

ＲａｄｉｘＡｃｏｎｉｔｉＫｕｓｎｅｚｏｆｆｉｉ

　　【来源】　为毛茛科植物北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ｋｕｓｎｅｚｏｆｆｉｉＲｅｉｃｈｂ．的干燥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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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呈不规则长圆锥形，略弯曲，长２～７ｃｍ，直径０６～１８ｃｍ。顶端常

有残茎和少数不定根残基，有的顶端一侧有一枯萎的芽，一侧有一圆形或扁圆形不定根残

基。表面灰褐色或黑棕褐色，皱缩，有纵皱纹、点状须根痕和数个瘤状侧根。质硬，断面

灰白色或暗灰色，有裂隙，形成层环纹多角形或类圆 形，髓 部 较 大 或 中 空。无 臭，味 辛

辣、麻舌。

附　　子

ＲａｄｉｘＡｃｏｎｉ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ａ

　　【来源】　为毛茛科植物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子根的加工品。
【产地】　四川、陕西省为主要栽培产区，湖北、湖南、云南、河南等省亦有种植。
【采收加工】　６月下旬至８月上旬采挖，摘取子根，除去泥土、须根，习称 “泥附

子”，再按大小分类，加工成下列品种：
盐附子　选个大、均匀的泥附子，洗净，浸入食用胆巴的水溶液 （主含氯化镁）中过

夜，再加食盐，继续浸泡，每日取出晾晒，并逐渐延长晾晒时间，直至附子表面出现大量

结晶盐粒 （盐霜），质地变硬时为止。
黑顺片　选择大、中个头的泥附子，洗净，浸入食用胆巴的水溶液中数日，连同浸液

煮至透心，捞出，水漂，纵切成约５ｍｍ的厚片，再用水浸漂，用调色液使附片染成浓茶

色，取出，蒸至现油面光泽后，烘至半干，再晒干或继续烘干。
白附片　选择大小均匀的泥附子，洗净，浸入食用胆巴的水溶液中数日，连同浸液煮

至透心，捞出，剥去外皮，纵切成约３ｍｍ的片，用水浸漂，取出，蒸透，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盐 附 子　呈 圆 锥 形，长４～７ｃｍ，直 径３～５ｃｍ。表 面 灰 黑 色，

有盐霜。顶端宽大，中央有凹陷的芽痕，周围有瘤状突起的支根或支根痕。质重而坚硬，
难折断，受潮则变软。横切面灰褐色，有多角形环纹 （形成层），环纹内侧导管束排列不

整齐，并有充满盐霜的小空隙。气微，味咸而麻，刺舌。
黑顺片　为不规则的纵切片，上宽下窄，长１７～５ｃｍ，宽０９～３ｃｍ，厚２～５ｍｍ，

外皮黑褐色，切面暗黄色，油润具光泽，半透明，并有纵 向 脉 纹 （导 管 束）。质 硬 而 脆，
断面角质样。气微，味淡。

白附片　无外皮，黄白色，半透明状，厚约３ｍｍ。
盐附子以个大、坚实、灰黑色、表面起盐霜者为佳。黑顺片以片大、厚薄均匀、表面

油润光泽者为佳。白附片以片大、色白、半透明者为佳。
饮片　淡附片　为薄切片；切面淡灰褐色，有小空隙。质硬脆，断面角质样。味淡，

口尝无麻舌感。
炮附片　形如黑顺片或白附片。色泽加深，略鼓起，气微香。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为次生构造不发达根的构造。①后生皮层为黄色木栓化细

胞。②皮层细胞切向延长，偶有石细胞，类长方形，胞腔较大；内皮层明显。③韧皮部宽

广，散有筛管群。④形成层呈多角形环。⑤木质部导管多单列或略呈 “Ｖ”字形排列。⑥
髓部明显。⑦薄壁细胞充满淀粉粒。

【成分】　①根含生物碱。为剧毒的双酯类生物碱：中 乌 头 碱 及 乌 头 碱、次 乌 头 碱。
附子因系加工品，生品中所含毒性很强的双酯类生物碱，在加工的过程中易水解，生成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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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较 小 的 单 酯 类 生 物 碱 苯 甲 酰 乌 头 胺 （ｂｅｎｚｏｙｌａｃｏｎｉｎｅ）、苯 甲 酰 中 乌 头 胺

（ｂｅｎｚｏｙｌｍｅｓａｃｏｎｉｎｅ）和苯甲酰 次 乌 头 胺 （ｂｅｎｚｏｙｌｈｙｐａｃｏｎｉｎｅ）。如 继 续 水 解，生 成 毒 性

更小的不带酯键的胺醇类生物碱乌头胺 （ａｃｏｎｉｎｅ）、中乌头胺 （ｍｅｓａｃｏｎｉｎｅ）和次乌头胺

（ｈｙｐａｃｏｎｉｎｅ）。因此附子的毒性较生品为小。盐附子的毒性则较蒸煮过的黑顺片、白附片

为大。中乌头碱为镇痛的主要活 性 成 分。②强 心 成 分 消 旋 去 甲 基 乌 药 碱 （ｄｌ－ｄｅｍｅｔｈｙｌ
ｃｏｃｌａｕｒｉｎｅ，ｈｉｇｅｎａｍｉｎｅ）、棍掌碱 （ｃｏｒｙｎｅｉｎｅ）及去甲猪毛菜碱 （ｓａｌｓｏｌｉｎｏｌ）。

【理化鉴别】　取黑顺片或白附片粗粉４ｇ，加乙醚３０ｍｌ与氨试液５ｍｌ，振摇２０分钟，
滤过。滤液置分液漏斗中，加０２５ｍｏｌ／Ｌ硫酸溶液２０ｍｌ，振摇提取，分取酸液，照分光

光度法测定，在２３１ｎｍ与２７４ｎｍ处有最大吸收。
【检查】　乌头碱限量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取黑顺片、白附片或淡附

片粗粉，用乌头碱对照品作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

相应的位置上出现的斑点应小于对照品的斑点或不出现斑点。

白　　芍

ＲａｄｉｘＰａｅｏｎｉａｅＡｌｂａ

　　【来源】　为毛茛科植物芍药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浙江东阳、安徽亳县、四川中江，贵州、山东等省亦产，均系栽培。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采挖，洗净，除去头尾及细根，刮去外皮，置沸水中煮至

透心，立即捞出放入冷水中浸泡，取出晒干；或先煮，后刮外皮，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柱形，平直或稍弯曲，两端平截，长５～１８ｃｍ，直径１～

３ｃｍ。表面类白色或浅红棕色，光洁，隐约可见横长皮孔及纵皱纹，有细根痕或偶有残留

棕褐色外皮。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平坦，角质样类白色或微红色，形成层环明显，射

线放射状。气微，味微苦而酸。
以根粗长、匀直、质坚实、皮色整洁、无白心或裂隙者为佳。
饮片　白芍　为近圆形或椭圆形薄片。质坚脆。切面、气味同药材。
炒白芍　形如白芍。表面、切面显微黄色，偶见焦斑。
酒白芍　微有酒气，余同炒白芍。
【显微鉴别】　粉末　类白色。①草酸钙簇晶较多，直径１１～３５μｍ，存在于 薄 壁 细

胞中，有的一个细胞含２至数个簇晶，含晶细胞常纵列成行。②木纤维长梭形，壁厚。③
导管为具缘纹孔或网纹。④薄壁细胞含糊化淀粉团块。

【成分】　①苷类成分：芍药根含多量芍药苷 （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可达１０７２％，经加工

为白芍后，含量显著减少，约在１％以下；并含少量羟基芍药苷 （ｏｘｙ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芍药

内酯苷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ｉｎ）、苯甲酰 芍 药 苷 （ｂｅｎｚｏｙｌ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②苯 甲 酸。③鞣 质。④挥 发

油等。　　　　
芍药苷为解痉、镇痛、抗炎有效成分。白芍总苷有抗肝损伤作用。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粉末５ｇ，加乙醚５０ｍｌ，加热回流１０分钟，滤过。取滤液

１０ｍｌ，蒸干，加醋酐１ｍｌ与硫酸４～５滴，先显黄色，渐变成红色、紫色，最后呈绿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芍药苷对照品作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

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蓝紫色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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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芍

药苷 （Ｃ２３Ｈ２８Ｏ１１）不得少于０８０％。

赤　　芍

ＲａｄｉｘＰａｅｏｎｉａｅＲｕｂｒａ

　　【来 源】　为 毛 茛 科 植 物 芍 药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或 川 赤 芍Ｐａｅｏｎｉａｖｅｉｔｃｈｉｉ
Ｌｙｎｃｈ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材　呈 圆 柱 形，稍 弯 曲，长５～４０ｃｍ，直 径０５～３ｃｍ。表 面 棕 褐

色，粗糙，有须根痕及横向凸起的皮孔及纵皱纹，有的外皮易脱落。质硬而脆，易折断，
断面平坦，粉白色或微红色，皮部窄，木部放射状纹理明显，有的具裂隙。气微香，味微

苦、酸涩。
以根粗壮，外皮易脱落，断面粉白色，粉性大 （俗称 “糟皮粉渣”）者为佳。
饮片　为类圆形切片，直径０５～３ｃｍ，厚０３～０５ｃｍ。周边棕褐色或黑棕色，切面

粉白色或微红色，皮部窄，木部放射状纹理明显，有时具裂隙。质硬而脆。气微香，味微

苦、酸涩。
【成分】　①苷类成分：芍药苷 （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及 少 量 羟 基 芍 药 苷、苯 甲 酰 芍 药 苷、

芍药内酯苷等。②苯甲酸。③鞣质等。

黄　　连

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ｏｐｔｉｄｉｓ

　　【来源】　为毛茛科植物黄连Ｃｏｐｔ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三角叶黄连Ｃｏｐｔｉｓ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
Ｃ．Ｙ．ＣｈｅｎｇｅｔＨｓｉａｏ或 云 连Ｃｏｐｔｉｓｔｅｅｔａ Ｗａｌｌ．的 干 燥 根 茎。以 上 三 种 依 次 习 称 “味

连”、“雅连”、“云连”。
【产地】　味连　主产于重庆市石柱、南川，四川洪雅、峨眉等地。湖北、陕西、甘

肃等省亦产。栽培品，为商品黄连的主要来源。
雅连　主产于四川洪雅、峨眉等地，为栽培品。
云连　主产于云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原系野生，现有栽培。
【采收加工】　秋季采挖，除去须根及泥沙，干燥，撞去残留须根。
【性状鉴别】　药 材　味 连　多 分 枝，常 弯 曲，集 聚 成 簇，形 如 鸡 爪，单 枝 长３～

６ｃｍ，直径３～８ｍｍ。表面黄褐色或灰黄色，粗糙，有不规则结节状隆起及须根或须根残

基，有的节间较长，表面平滑如茎杆，习称 “过桥”；上部残留褐色鳞叶，顶端常有残余

的茎或叶柄残基。质坚硬，折断面不整齐，皮部橙红色或暗棕色，木部鲜黄色或橙黄色，
有放射状纹理，髓部红棕色，有时空心。气微，味极苦。

雅连　多为单枝，微弯曲，略呈圆柱形，长４～８ｃｍ，直径０５～１ｃｍ 。 “过桥”较

长，顶端有少许残茎。
云连　多为单枝，弯曲呈钩状，较细小，长２～５ｃｒｎ，直径２～４ｍｍ。表面棕黄 色，

有 “过桥”，折断面较平坦，黄棕色。
均以粗壮、质坚实、断面皮部橙红色、木部鲜黄色或橙黄色、味极苦者为佳。
饮片　黄连　为不规则的薄片或碎片，周边、切面、气味特征同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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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黄连　形如黄连片，周边棕褐色，切面皮部暗棕色，木部棕黄色，偶见焦斑。具炒

香气而略带酒香。
姜黄连　形如黄连片，周边暗棕色，切面木部棕黄色。带姜的辛辣味。
萸黄连　形如黄连片。周边棕色，切面木部棕黄色。有吴茱萸的辛辣味。
【显微鉴别】　根茎横切面　味连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较宽，石细胞鲜黄

色，单个或成群散在。③中柱鞘纤维束木化，或伴有少数石细胞，均显黄色。④维管束外

韧型，环列，束间形成层不明显；木质部黄色，均木化，木纤维较发达。射线宽窄不一。

⑤髓部均为薄壁细胞，无石细胞。⑥薄壁细胞含细小淀粉粒。
雅连　与味连相似，但髓部尚有多数石细胞群。
云连　皮层、中柱鞘及髓部均无石细胞。
粉末　味连　黄棕色或黄色。气微，味极苦。①石细胞鲜黄色，类方形、类圆形、类

长方形或近多角形，直径２５～６４μｍ，长至１０２μｍ，壁厚，有的层纹明显，孔沟及壁孔明

显。②中柱鞘纤维鲜黄色，纺锤形或梭形，壁厚。③木纤维鲜黄色，较细长，壁稍厚，有

稀疏点状纹孔。④ 鳞叶表皮细胞绿黄色或黄棕色，细胞长方形或长多角形，壁微波状弯

曲，或作连珠状增厚。此外尚有类长方形木薄壁细胞，细小导管，淀粉粒及木栓细胞。
雅连　与味连相似，但石细胞较多，较大，直径２３～１０２μｍ，长可达２５２μｍ。
云连　无石细胞和中柱鞘纤维。
【成分】　①三种黄连均含多种异喹啉类 生 物 碱，以 小 檗 碱 （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含 量 最 高，

呈盐酸盐存 在，其 次 为 黄 连 碱 （ｃｏｐｔｉｓｉｎｅ）、甲 基 黄 连 碱 （ｗｏｒｅｎｉｎｅ，云 连 无）、巴 马 亭

（ｐａｌｍａｔｉｎｅ）、药根碱 （ｊａｔｒｏｒｒｈｉｚｉｎｅ）、表小檗碱 （ｅｐｉ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等，由于它们结构相似，
常统称为黄连生物碱。此外，尚含木兰碱。②酸性成分阿魏酸、绿原酸等。

黄连碱和表小檗碱是黄连的特征性成分。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粗粉约１ｇ，加乙醇１０ｍｌ，加热至沸腾，放冷，滤过。取

滤液５滴，加稀盐酸１ｍｌ与含氯石灰少量，即显樱红色；另取滤液５滴，加５％没食子酸

的乙醇溶液２～３滴，蒸干，趁热加硫酸数滴，即显深绿色。（检查小檗碱）
（２）取粉末或薄切片置载玻片上，加９５％乙醇１～２滴及３０％硝酸１滴，加盖玻片放

置片刻，镜检，有黄色针状或针簇状结晶析出 （硝酸小檗碱）。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黄连对照药材及盐酸小檗碱对照品为对

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黄

色荧光斑点；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一个黄色荧光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本品含小檗碱

以盐酸小檗碱 （Ｃ２０Ｈ１７ＮＯ４·ＨＣｌ）计，不得少于３６％。

防　　己

Ｒａｄｉｘ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ｅ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ｅ

　　【来源】　为防己科植物粉防己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Ｓ．Ｍｏｏｒｅ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亦产。
【采收加工】　秋季采挖，洗净，除去粗皮，晒至半干，切段，个大者再纵切，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呈不规则圆柱形、半圆柱形 或 块 片 状，常 屈 曲 不 直，结 节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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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如猪大肠，长５～１０ｃｍ，直径１～５ｃｍ。表面淡灰黄色，弯曲处常有深陷的横沟。质坚

实，断面平坦，灰 白 色，富 粉 性，木 部 占 大 部 分，有 稀 疏 的 放 射 状 纹 理 （习 称 “车 轮

纹”）。气微，味苦。
以质坚实、粉性足、去净粗皮者为佳。
饮片　防己片　为类圆形或破碎的厚片，切面灰白色，粉性，有稀疏的放射状纹理，

周边色较深。气微，味苦。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已除去或有残留。②皮层细胞切向延长，散有石

细胞群，石细胞类方形或多角形，壁稍厚。③韧皮部较宽。④形成层成环。⑤木质部导管

稀少，成放射状排列，导管旁有木纤维，射线较宽。⑥薄壁细胞含淀粉粒，并可见细小杆

状草酸钙结晶。
【成分】　含多种异喹啉生物碱。其中主要为粉防己碱 （汉防己甲素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ｉｎｅ），防

己诺林碱 （汉防己乙素，ｆａｎｇｃｈｉｎｏｌｉｎｅ），轮环藤酚碱 （ｃｙｃ１ａｎｏｌｉｎｅ）等十余种生物碱。
粉防己碱、防己诺林碱等具有镇痛、抗炎、降压、扩冠脉作用，还具有抗肿瘤作用。
【理化鉴别】　 （１）取 本 品 粉 末２ｇ，加０５ｍｏｌ／Ｌ硫 酸 溶 液２０ｍｌ，水 浴 加 热１０分

钟，滤过，滤液加氨试液调至ｐＨ９，移置分液漏斗中，加苯２５ｍｌ，振摇提取，分取苯液

５ｍｌ，置瓷蒸发皿中，蒸干，残渣加钼硫酸试液数滴，即显紫色，渐变绿色至污绿色，放

置，色渐加深。（粉防己碱反应）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粉防己碱与防己诺林碱对照品为对照，依法

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 相 同 颜 色 的 斑

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本品于８０℃干

燥４小时，含粉防己碱 （Ｃ３８Ｈ４２Ｎ２Ｏ６）不得少于０７０％。

北　豆　根

Ｒｈｉｚｏｍａ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ｉ

　　【来源】　为防己科植物蝙蝠葛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ｕｍｄａｕｒｉｃｕｍ ＤＣ．的干燥根茎。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细 长 圆 柱 形，弯 曲，有 分 枝，长 可 达５０ｃｍ，直 径０３～

０８ｃｍ。表面黄棕色至暗棕色，多有弯曲的细根，并可见突起的根痕及纵皱纹，外皮易剥

落。质韧，不易折断，断面不整齐，纤维性，木部淡黄色，呈放射状排列，中心有髓。气

微，味苦。
饮片　为类圆形厚片，切面纤维性，木部黄色，维管束放射状环列，显车轮纹，髓部

类白色。

延　胡　索

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来源】　为罂粟科植物延胡索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ｙａｎｈｕｓｕｏＷ．Ｔ．Ｗａｎｇ的干燥块茎。
【产地】　主产于浙江东阳、磐安。湖北、湖南、江苏等省亦多栽培。
【采收加工】　夏初茎叶枯萎时采挖，除去细根，冼 净，置 沸 水 中 煮 至 恰 无 白 心 时，

取出，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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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药材　呈不规则扁球形，直径０５～１５ｃｍ。表面黄色或黄褐色，有不

规则网状皱纹，顶端有略凹陷的茎痕，底部常有疙瘩状凸起。质硬而脆，碎断面黄色，角

质样，有蜡样光泽。气微，味苦。
以个大、饱满、质坚实、色黄、断面色黄亮者为佳。
饮片　延胡索　为圆形厚片，或不规则的碎颗粒。切面、气味同药材。
醋延胡索　形同延胡索。表面深黄色或黄褐色，光泽不明显。略有醋气，味苦，略有

酸味。
【显微鉴别】　粉末　绿黄色。①下皮厚壁细胞多 角 形、类 方 形 或 长 条 形，壁 木 化、

稍厚，有的呈连珠状增厚，具细密纹孔。②石细胞类圆形、长圆形或长多角形，壁较厚，
纹孔细密。③薄壁细胞中含糊化的淀粉团块。④导管多为螺纹，少数为网纹。

【成分】　含多种生物碱，主要有：延胡索甲素 （ｄ－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ｎｅ即ｄ－紫堇碱）、延胡

索乙素 （ｄｌ－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ｐａｌｍａｔｉｎｅ即ｄｌ－四氢巴马亭）、延胡索丙素 （ｐｒｏｔｏｐｉｎｅ即原鸦片

碱）、延胡索丁素 （ｌ－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ｃｏｐｔｉｓｉｎｅ即ｌ－四氢黄连碱）、延胡索戊素 （即ｄｌ－四氢

黄连碱）、延胡索己素 （ｌ－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ｕｍｂａｍｉｎｅ即ｌ－四氢非洲防己碱）、延 胡 索 庚 素

（ｄ－ｃｏｒｙｂｕｌｂｉｎｅ即ｄ－紫堇鳞茎碱）、延胡索辛素、延胡索壬素、延胡索癸素等及去氢紫

堇碱 （ｄｅｈｙｄｒｏ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ｎｅ即去氢延胡索甲素）等。
延胡索乙素为主要镇痛、镇静成分。去氢延胡索甲素对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有疗效。
【理化鉴别】　 （１）取 本 品 粉 末２ｇ，加０２５ｍｏｌ／Ｌ硫 酸 溶 液２０ｍｌ，振 摇 片 刻，滤

过。取滤液２ｍｌ，加１％铁氰化钾溶液０４ｍｌ与１％三氯化铁溶液０３ｍｌ的混合液，即显

深绿色，渐变深蓝色，放置后底部有较多的深蓝色沉淀。另取滤液２ｍｌ，加重铬酸钾试液

１滴，即生成黄色沉淀。（鉴别延胡索乙素、丁素、戊素和己素等）
（２）《中国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以 延 胡 索 对 照 药 材 和 延 胡 索 乙 素 对 照 品 为 对

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

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板　蓝　根

Ｒａｄｉｘｌｓａｔｉｄｉｓ

　　【来源】　为十字花科植物菘蓝Ｉｓａｔｉｓ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Ｆｏｒｔ．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河北、江苏、河南、安徽。此外，全国许多地区均有栽培。
【采收加工】　秋季采挖，除去泥沙，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柱形，稍扭曲，长１０～２０ｃｍ，直径０５～１２ｃｍ。表面浅

灰黄色或浅棕黄色，有纵皱纹及支根痕，皮孔横长。根头部略膨大，可见轮状排列的暗绿

色或暗棕色叶柄残基和密集的疣状突起。质略软而实，易折断，断面皮部黄白色，木部黄

色。气微，味微甜而后苦涩。
以条长、粗大、体实者为佳。
饮片　板蓝根　为圆形厚片，切面气味同药材。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较窄。③韧皮部宽广，射线

明显。④形成层成环。⑤木质部导管周围有木纤维束。⑥薄壁细胞含淀粉粒。
【成分】　根含：①靛兰 （ｉｎｄｉｇｏ）、靛玉红 （ｉｎｄｉｒｕｂｉｎ）。②氨基酸：如精氨酸、脯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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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谷氨酸、γ－氨基丁酸、缬氨酸和亮氨酸、棕榈酸。③多糖：如蔗糖。④苷类：如芥

子苷 （ｓｉｎｉｇｒｉｎ），腺苷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⑤β－谷甾醇。
【理化鉴别】　 （１）本品水煎液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蓝色荧光。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精氨酸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

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４５％乙醇浸出物 （热浸法）不得

少于２５０％。

地　　榆

Ｒａｄｉｘ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ｅ

　　【来 源】　为 蔷 薇 科 植 物 地 榆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Ｌ．或 长 叶 地 榆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Ｌ．ｖａｒ．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Ｂｅｒｔ．）ＹüｅｔＬｉ的干燥根。后者习称 “绵地榆”。

【产地】　地榆　主产于东北、华东，全国大多数省区亦产。
绵地榆　主产于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
【采收加工】　春季将发芽时或秋季植株枯萎后采挖，除去须根，洗净，干燥，或趁

鲜切片，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地榆　根呈不规则圆柱形或纺锤形，多弯曲，长５～２０ｃｍ，直

径０３～２ｃｍ。表面棕色至暗棕紫色，具纵皱纹，粗糙。质硬脆，折断面较平坦，略显粉

性，皮部淡黄色，木部粉红色或淡黄色，有放射状纹理。气微，味微苦而涩。
长叶地榆 （绵地榆）　根较长，可达２６ｃｍ，直径０５～２ｃｍ。表面棕褐色。质坚韧，

不易折断，断面皮部黄色，有多数黄白色至黄棕色絮状纤维，木部淡黄色，放射状纹理不

明显。
均以条粗、质硬、断面色红者为佳。
饮片　地榆　为不规则圆形或椭圆形片，厚０２～０５ｃｍ，直径０３～２ｃｍ。地榆切面

紫红色或棕褐色，略显粉质；长叶地榆皮部有众多黄白色至黄棕色絮状纤维。无臭，味微

苦涩。
地榆炭　形如地榆，表面焦黑色，内部棕褐色。质脆，味焦苦涩。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地榆　①木栓层为数列棕色细胞。②栓内层为数列长圆形

细胞。③韧皮部宽广，偶有单个纤维散在。④木质部导管径向断 续 排 列，有 少 数 木 纤 维

束。⑤薄壁组织有较多的草酸钙簇晶。
长叶地榆　与地榆区别为：①韧皮部有众多的单个或成束的非木化纤维。②木质部纤

维束较多。
【成分】　①含鞣质，主要有地榆素 Ｈ１～Ｈ１１ （ｓａｎｇｕｉｉｎＨ１～Ｈ１１）。②三萜类及其皂

苷，如地榆苷Ⅰ、地榆苷Ⅱ及地榆皂苷Ａ、Ｂ、Ｅ，其苷元均为熊果酸。③黄酮类化合物。

④地榆酸双内酯 （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ｄｉｌａｃｔｏｎｅ）。⑤甾醇等。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粉末２ｇ，加乙醇２０ｍｌ，加热回流约１０分钟，滤过，滤液

滴加氨试液调节ｐＨ值至８～９，滤过，滤渣备用，滤液蒸干，残渣加水１０ｍｌ使溶解，滤

过，取滤液５ｍｌ，蒸 干，加 醋 酐１ｍｌ与 硫 酸２滴，溶 液 显 红 紫 色，放 置 后 变 为 棕 褐 色。
（检查三萜皂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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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取 （１）项下备用滤渣少量，加水２ｍｌ，加三氯化铁试液２滴，显蓝黑色。（可水

解鞣质显色反应）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没食子酸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

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附注】　伪 品　紫 地 榆　有 的 地 区 将 牻 牛 儿 苗 科 植 物 条 棱 老 鹳 草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ｓｔｒｉｃ

ｔｉｐｅｓＲ．Ｋｎｕｔｈ的根称 “紫地榆”或 “赤地榆”，作地榆用。与地榆的区别是上方有膨大

的根茎残基，有较多圆柱形突起的茎基痕。药材多切成饮片，外表暗棕色，内皮紫色，上

下切面黄棕色，木部色较深，常与皮部分离。

苦　　参

ＲａｄｉｘＳｏｐｈｏｒａｅ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ｔｉｓ

　　【来源】　为豆科植物苦参Ｓｏｐｈｏｒ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Ａｉｔ．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山西、河南、河北。全国大部分地区亦产。
【采收加工】　春、秋二季采挖，除去根头及小支根，洗净，干燥，或趁鲜切片，干

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圆柱形，下部常有分枝，长１０～３０ｃｍ，直径１～２ｃｍ。表

面灰棕色或棕黄色，具纵皱纹及横长皮孔，外皮薄，多 破 裂 反 卷，易 剥 落，剥 落 处 显 黄

色，光滑。质硬，不易折断，断面纤维性。气微，味极苦。
以条匀、断面色黄白、无须根、味极苦者为佳。
饮片　多为斜 切 片，形 状 大 小 不 一，斜 圆 形 或 长 圆 形，切 片 厚３～６ｍｍ；切 面 黄 白

色，具放射状纹理及裂隙，有的可见同心性年轮环纹。气微，味极苦。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多列细胞。②韧皮部散有多数纤维束。③束间

形成层有的不明显。④木质部导管放射状排列。⑤射线较宽。⑥薄壁细胞中含淀粉粒及草

酸钙方晶。
粉末　淡黄色。①纤维及晶纤维众多。纤维壁甚厚，胞腔线形，非木化；纤维周围薄

壁细胞含草酸钙方晶，形成晶纤维。②草酸钙方晶较多。③导管主为具缘纹孔导管，较粗

大。④石细胞偶见，类长方形，孔沟稀疏。
【成 分】　 ① 根 含 ２０ 多 种 生 物 碱，主 要 为 苦 参 碱 （ｍａｔｒｉｎｅ）及 氧 化 苦 参 碱

（ｏｘｙｍａｔｒｉｎｅ）、槐定碱 （ｓｏｐｈｏｒｉｄｉｎｅ），还含羟基苦参碱、Ｎ－甲基金雀花碱、ｄ－异苦参

碱等。②含多种黄酮成分如苦参啶 （ｋｕｒａｒｉｄｉｎｅ）、苦参酮 （ｋｕｒａｒｉｎｏｎｅ）等。
生物碱及黄酮类均为活性成分。苦参碱、氧 化 苦 参 碱 等 具 有 抗 肿 瘤、升 白 细 胞、抗

炎、平喘、抗心律不齐、保肝等作用。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横切片，加氢氧化钠试液数滴，栓皮即呈橙红色，渐变为

血红色，久置不消失。木质部不呈现颜色反应。
（２）取本品粗粉１ｇ，加含０５％盐酸乙醇溶液２０ｍｌ，加热回流１小时，滤过，滤液

加氨试液使呈中性，蒸干，残渣加１％盐酸溶液１０ｍｌ使溶解，滤过，取滤液分置三支试

管中，分别加入碘化铋钾、碘化汞钾、碘化钾碘试液，均有沉淀生成。
（３）取本品粉末０５ｇ，加甲醇１０ｍｌ回流提取１０分钟，取滤液加镁粉少量与盐酸３～

４滴，加热，显红色；另取滤液点于滤纸上，喷以５％三氯化铝乙醇溶液，晾干，置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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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灯 （２５４ｎｍ）下观察，显黄绿色荧光。
（４）《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氧化苦参碱和槐定碱对照品为对照，进

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两个橙色斑

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本品按干燥品

计算，含苦参碱 （Ｃ１５Ｈ２４Ｎ２Ｏ）不得少于００８０％。
【附注】　伪品　过去曾误用过刺果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ｐａｌｌｉｄｉｆｌｏｒａ Ｍａｘｉｍ的根和根

茎。主要不同点是本品表面灰褐色至灰棕色，栓皮紧 密 不 破 裂，也 不 易 剥 离。气 微，味

苦，嚼之有豆腥气。

山　豆　根

ＲａｄｉｘＳｏｐｈｏｒａｅ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来源】　为豆科植物越南槐Ｓｏｐｈｏｒａ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Ｇａｐｎｅｐ．的干燥根及根茎。
【性状鉴别】　药材　本品根茎呈不规则的结节状，顶端常残存茎基，其下着生根数

条。根呈长圆柱形，多有分枝，长短不等，直径０７～１５ｃｍ。表面棕色至棕褐色，有不

规则的纵皱纹及突起的横向皮孔。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皮部浅棕色，木部淡黄色。味极

苦，有豆腥气。
饮片　为类圆形或斜切厚片，周边灰褐色至棕褐色，切面皮部淡棕色，木部淡黄色，

入口咀嚼有豆腥气，味极苦。

葛　　根

Ｒａｄｉｘ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ｅ

　　【来源】　为豆科植物野葛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Ｏｈｗｉ及甘葛藤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ｔｈｏｍ
ｓｏｎｉｉＢｅｎｔｈ．的干燥根。甘葛藤药材习称 “粉葛”。

【性状鉴别】　野葛　为纵切的长方形厚片或小方块，长５～３５ｃｍ，厚０５～１ｃｍ。外

皮淡棕色，有横长皮孔及纵皱纹，粗糙；切面黄白色，纹理不明显。质韧，纤维性强。无

臭，味微甜。
粉葛　呈圆柱形、类纺锤形或半圆柱形，长１２～１５ｃｍ，直径４～８ｃｍ；有的为纵切或

斜切的厚片，大小不一。表面黄白色或淡棕色，未去外皮的为灰棕色。横切面纤维性较野

葛根弱，可见由纤维形成的浅棕色同心环纹，纵切面可见由纤维形成的数条纵纹。体重，
质硬，富粉性。气微，味甘。

以块大、质坚实者为佳。
【成分】　含黄酮类物质，主要为：葛根素 （ｐｕｅｒａｒｉｎ）、黄豆苷 （ｄａｉｄｚｉｎ）及黄豆苷

元 （ｄａｉｄｚｅｉｎ）。葛根素和葛根总黄酮是葛根的主要有效成分。葛根发霉以后总黄酮含量显

著下降。野葛总黄酮含量较粉葛高。

甘　　草

Ｒａｄｉｘ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ｅ

　　【来源】　为豆科植物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胀果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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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ａｔａＢａｔ．或光果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Ｌ．的干燥根及根茎。
【产地】　甘草　主产于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以内蒙古伊盟的杭旗一

带、巴盟的橙口及甘肃、宁夏的阿拉善旗一带所产的品质最优，西北其他地区，东北、华

北亦产。目前已有人工栽培。
胀果甘草和光果甘草　主产新疆和甘肃。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采挖，以春季产者为佳。切去茎基、幼芽、支根及须根，再

切成长段后晒干。亦有将外面红棕色栓皮刮去者，称 “粉甘草”。
【性状鉴别】　药材　甘草　根呈圆柱形，长２５～１００ｃｍ，直径０６～３５ｃｍ。外皮松

紧不一，红棕色、暗棕色或灰褐色，有明显的纵皱纹、沟纹及稀疏的细根痕，皮孔横长。
质坚实而重，断面略显纤维性，黄白色，有粉性，有裂隙，形成层环明显，射线放射状，
有的有裂隙，显 “菊花心”。根茎表面有芽痕，横切面中央有髓。气微，味甜而特殊。

胀果甘草　根及根茎木质粗壮，有的有分 枝，外 皮 粗 糙，多 灰 棕 色 或 灰 褐 色。质 坚

硬，木质纤维多，粉性小。根茎不定芽多而粗大。
光果甘草　根及根茎质地较坚实，有的分枝，外皮不粗糙，多灰棕色，皮孔细而不明

显。
以外皮细紧、色红棕、质坚实、断面黄白色、粉性足、味甜者为佳。
饮片　甘草片　为类圆形或椭圆形厚片，周边红棕色或灰棕 色，切 面 显 黄 白 色 至 黄

色，形成层环明显，射线放射状，有裂隙，显 “菊花心”。气微，味甜而特殊。
炙甘草　为类圆形或椭圆形厚片，周边红棕色或灰棕色，微有光泽，切面黄色至深黄

色，形成层环不明显，射线放射状。质稍黏。具焦香气，味甜。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数列棕色细胞。②皮层窄。③韧皮部及木质部中

均有纤维束，其周围薄壁细胞中常含草酸钙方晶，形成晶鞘纤维。④束间形成层不明显。

⑤导管常单个或２～３个成群。⑥射线明显，韧皮部射线常弯曲，有裂隙。⑦薄壁细胞含

淀粉粒，少数细胞含棕色块状物。⑧根中心无髓，根茎中心有髓。
粉末　淡棕黄色，味甜而特殊。①纤维成束，壁厚；晶纤维易察见。②草酸钙方晶多

见。③具缘纹孔导管较大，稀有网纹导管。④淀粉粒多为单粒，卵圆形或椭圆形，脐点点

状。⑤木栓细胞多角形，红棕色。⑥棕色块状物形状不一。
【成分】　①三萜类化合物：如甘草甜素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ｉｎ），主要系甘草酸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

ｉｃａｃｉｄ）的钾、钙盐，为甘草的甜味成分。甘草酸水解后产生１８β－甘草次酸 （１８β－ｇｌｙ
ｃｙｒｒｈｅｔｉｃａｃｉｄ）和二分 子 葡 萄 糖 醛 酸。②甘 草 尚 含 多 种 黄 酮 类 化 合 物，主 要 有：甘 草 苷

（ｌｉｑｕｉｒｉｔｉｎ）、甘草苷 元 （ｌｉｑｕｉｒｉｔｉｎｇｅｎｉｎ）、异 甘 草 苷 （ｉｓｏｌｉｑｕｉｒｉｔｉｎ）等。③香 豆 素。④氨

基酸。⑤生物碱。⑥挥发性成分。⑦多糖。
甘草甜素有解毒、抗炎、抗癌、抑制艾滋病病毒复制作用。甘草酸有抗炎、镇咳、抗

癌作用。黄酮类化合物是甘草镇痉、抗溃疡作用的主要成分。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用甘草对照药材及甘草酸铵对

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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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橙黄色荧光斑点。
【检查】　有机氯农药残留 量　六 六 六 （总ＢＨＣ）不 得 过 千 万 分 之 二；滴 滴 涕 （总

ＤＤＴ）不得过千万分之二；五氯硝基苯 （ＰＣＮＢ）不得过千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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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甘

草酸 （Ｃ４２Ｈ６２Ｏ１６）不得少于２０％。
【附注】　伪品　甘草商品中常混有一种 “苦甘草”，为豆科植物苦豆子Ｓｏｐｈｏｒａａｌｏ

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Ｌ．的根，又名苦豆根。与 甘 草 不 同 处 是：栓 皮 反 卷 或 脱 落。质 脆，易 折 断，
断面皮部灰棕色，木部棕黄色，粉性小。气微，味极苦。

黄　　芪

Ｒａｄｉｘ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

　　【来源】　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ｖａｒ．ｍｏｎｇ
ｈｏｌｉｃｕｓ（Ｂｇｅ．）Ｈｓｉａｏ及膜荚黄芪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的干燥根。

【产地】　蒙古黄芪　主产于山西、内蒙古等省区。
膜荚黄芪　主产于东北及内蒙古、河北、四川等省区。以栽培的蒙古黄芪质量为佳。
【采收加工】　春、秋二季采挖，切去根头，除去须根、泥土，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 圆 柱 形，有 的 有 分 枝，上 粗 下 细，长３０～９０ｃｍ，直 径１～

３５ｃｍ。表面灰黄色或淡棕褐色，有纵皱纹及横向皮孔。质硬而韧，断面纤维强，并显粉

性，皮部黄白色，木部淡黄色，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显 “菊花心”。气微，味微甜。嚼

之微有豆腥气。
以条粗长、断面色黄白、味甜、有粉性者为佳。
饮片　为类圆形或椭圆形厚片，直径１～３５ｃｍ。周边、切面、气味同药材。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细胞数列，栓内层为３～５列厚角细胞。②韧皮

部有纤维束，与筛管群交替排列；近栓内层处有时可见石细胞；韧皮射线外侧弯曲，常有

裂隙。③形成层成环。④木质部导管单个或２～３个成群，有木纤维束，木射线明显，射

线中有时可见单个或２～４个成群的石细胞。⑤薄壁细胞含淀粉粒。
粉末　黄白色。①纤维成束或散离，壁厚，表面有纵裂纹，初生壁常与次生壁分离，

两端常断裂成须状，或较平截。②导管为具缘纹孔或网纹，偶有螺纹。③石细胞较少，长

方形、类圆形或不规则状，壁甚厚，少数较薄。
【成分】　两种黄芪均含：①皂苷类成分，如 黄 芪 甲 苷、乙 苷 和 丙 苷 等，具 有 降 压、

利尿和强心作用。②黄酮类成分：如芒柄花黄素、毛蕊异黄酮等。③多糖类：黄芪多糖，
具有增强免疫活性作用。④多种氨基酸及香豆素、甜菜碱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黄芪甲苷对照品为对照，进

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日光下显相同的棕褐

色斑点；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显相同的橙黄色荧光斑点。
【检查】　有机氯农药残留 量　六 六 六 （总ＢＨＣ）不 得 过 千 万 分 之 二；滴 滴 涕 （总

ＤＤＴ）不得过千万分之二；五氯硝基苯 （ＰＣＮＢ）不得过千万分之一。
【浸出物】　照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水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冷浸法测定，

不得少于１７０％。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本品按干燥品

计算，含黄芪甲苷 （Ｃ４１Ｈ６８Ｏ１４）不得少于００４０％。
【附注】　伪品　 （１）豆科植物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ｓｉｎｉｃａＲｅｈｄ的根。在安徽、江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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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称 “土黄芪”。其根少分枝，栓皮多已除去，表面淡黄色，有残存的棕色横长皮孔，长

至１５ｃｍ。质脆，易折断，断面显纤维性，皮部淡黄色，木部淡黄棕色。气微，味淡。粉

末中有晶纤维。
（２）锦葵科植物圆叶锦葵Ｍａｌｖａ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Ｌ．、欧蜀葵Ａｌｔｈａｅ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Ｌ．及

蜀葵Ａ．ｒｏｓｅａＣａｖ．的根。其根表面土黄色或棕黄色，质脆易折断。气微，味淡，因富含

黏液而嚼之有黏滑感，可与正品区别。

远　　志

Ｒａｄｉｘ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ｅ

　　【来源】　为远志科植物远志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或卵叶远志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ｓｉｂｉｒ
ｉｃａＬ．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柱形，略弯曲，长２～１５ｃｍ，直径０２～１ｃｍ。表面灰黄色

至灰棕色，有较密而深陷的横皱纹、纵皱纹及裂纹，略呈结节状。质硬而脆，易折断，断

面皮部棕黄色，木部黄白色，皮部易与木部剥离。气微，味苦、微辛，嚼之有刺喉感。
以条粗、肉厚、皮细者为佳。
饮片　制远志　为小圆柱形结节状小段，周边灰黄色或灰棕色，有较密而深陷的横皱

纹及皱纹，切面木部黄白色，皮部棕黄色。味略甜，嚼之无刺喉感。
【成分】　①三萜类皂苷，主要有远志皂苷Ａ、Ｂ、Ｃ、Ｄ、Ｅ、Ｆ、Ｇ （ｏｎｊｉｓａｐｏｎｉｎＡ、

Ｂ、Ｃ、Ｄ、Ｅ、Ｆ、Ｇ）。皂苷以皮部含量最多。②２０余种吨酮，如１，２，３，６，７－五

甲氧基吨酮 （１，２，３，６，７－ｐｅｎｔａｍｅｔｈｏｘｙ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６－羟基－１，２，３，７－四甲

氧基酮等。③酚性糖苷，如远志糖苷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ｓｉｄｅ）Ａ、Ｂ、Ｃ、Ｄ等。
远志皂苷为祛痰有效成分。

白　　蔹

Ｒａｄｉｘ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来源】　为葡萄科植物白蔹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Ｍａｋｉｎｏ的干燥块根。
【性状鉴别】　纵瓣呈长圆形或近纺锤形，长４～１０ｃｍ，直径１～２ｃｍ。切面周边常向

内卷曲，中部有１凸起的棱线；外皮红棕色或红褐色，有纵皱纹、细横纹及横长皮孔，易

层层脱落，脱落处呈淡红棕色。斜片呈卵圆形，长２５～５ｃｍ，宽２～３ｃｍ。切面类白色或

淡红棕色，可见放射状纹理，周边较厚，微翘起或略弯曲。体轻，质硬脆，易折断，折断

时有粉尘飞出。气微，味甘。
以肥大、断面白色、粉性足者为佳。

人　　参

ＲａｄｉｘＧｉｎｓｅｎｇ

　　【来源】　为五加科植物人参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Ｃ．Ａ．Ｍｅｙ．的干燥根。栽培者为 “园

参”，野生者为 “山参”。
【产地】　主产于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主为栽培品，习称 “园参”。野生品产量

甚少，习称 “野山参”（或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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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加工】　多于秋季采挖，洗净；园参除去支根，晒干或烘干，称 “生晒参”，如

不除去支根晒干或 烘 干，则 称 “全 须 生 晒 参”；取 洗 净 的 鲜 参，经 蒸 制 后 干 燥，称 “红

参”。山参晒干称 “生晒山参”。
近来研究用真空冷冻干燥法加工人参，其产品称 “冻干参”或 “活性参”，可防止有

效成分总皂苷的损失，提高产品质量。
【性状鉴别】　药材　生晒参　主根呈圆柱形或纺锤形，长３～１５ｃｍ，直径１～２ｃｍ。

表面灰黄色，上部或全体有疏浅断续的粗横纹及明显的纵皱纹，下部有支根２～３条，着

生多数细长须根 （全须生 晒 参），须 根 上 常 有 不 明 显 的 细 小 疣 状 突 起。根 茎 （习 称 “芦

头”）长１～４ｃｍ，直径０３～１５ｃｍ，多拘挛而弯曲，具不定根 （习称 “”）和稀疏的凹

窝状茎痕 （习称 “芦碗”）。质较硬，断面淡黄白色，显粉性，形成层环纹棕黄色，皮部有

黄棕色点状树脂道散布及放射状裂隙。香气特异，味微苦、甘。
红参　主根呈纺锤形或圆柱形，长３～１０ｃｍ，直径１～２ｃｍ；表面红棕色，半透明，

偶有不透明的暗黄褐色斑块，具纵沟、皱纹及细根痕；上部有断续的不明显环纹；下部有

２～３条 扭曲交叉的支根，并带弯曲的须根或仅具 须 根 残 痕。根 茎 （芦 头）长１～２ｃｍ，
上有数个凹窝状茎痕 （芦碗），有的带有１～２条完整或折断的不定根 （）。质硬而脆，
折断面平坦，角质样。气微香而特异，味甘、微苦。

生晒山参　主根与根茎等长或较短，呈人字形、菱形或圆柱形，长２～１０ｃｍ。表面灰

黄色，具纵纹，上端有细密而深陷的环状横纹，习称 “铁线纹”。支根多为２条，须根细

长，清晰不乱，有明显的疣状突起，习称 “珍珠疙瘩”。根茎细长，习称 “雁脖芦”上部

具密集的茎痕，靠近主根的一段根茎较光滑而无茎痕 （习称 “圆芦”）。不定根较粗，形似

枣核 （习称 “枣核”）。
生晒参、红参、生晒山参均以条粗、质硬、气香、味浓、完整者为佳。
饮片　生晒参　呈圆形或类圆形薄片。片面平坦，类白色，可见一个棕色或淡棕色环

纹 （形成层环），其外侧可见１～２轮明显的棕红色小点 （树脂道），有放射状裂隙。质脆

或稍韧，易折断，略显粉质。有特异香气，味微苦、甘。
红参　为圆形或类圆形薄片，片面红棕色或深红色，角质状，半透明，质硬而脆，受

潮者质较韧。气微香，味甘，微苦。
【显微鉴别】　主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窄。③韧皮部中散有树脂

道，内含黄色分泌物。④形成层成环。⑤木质部导管单个散在或数个相聚，断续排列成放

射状；导管旁偶有非木化的纤维。⑥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或细小淀粉粒 （红参已糊化）。
粉末　淡黄色 （生晒参）或红棕色 （红参）。①树脂道碎片易见，含黄色块状分泌物。

②草酸钙簇晶，直径２０～６８μｍ，棱角锐尖。③淀粉粒众多，单粒类球形，脐点点状或裂

缝状；复粒由２～６个分粒组成 （红参中淀粉粒已糊化）。④导管多网纹或梯纹，稀 有 螺

纹。⑤木栓细胞类方形或多角形，壁薄，细波状弯曲。
【成分】　①主 含 多 种 人 参 皂 苷 （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类 化 合 物，须 根 中 的 含 量 较 主 根 高。

根据皂苷元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三组：一类是四环三萜的达玛脂烷 （ｄａｍｍａｒａｎａ）系皂苷，
其中一 组 加 酸 水 解 最 后 产 物 为 人 参 二 醇 （ｐａｎａｘａｄｉｏｌ），如 人 参 皂 苷 Ｒａ１、Ｒａ２、Ｒａ３、

Ｒｂ１、Ｒｂ２、Ｒｂ３、Ｒｃ、Ｒｄ、Ｒｇ３、Ｒｈ２、Ｒｓ１、Ｒｓ２ 等；另一组水解产物为人参三醇 （ｐａｎ
ａｘａｔｒｉｏｌ），如人参皂苷Ｒｅ、Ｒｆ、２０－ｇｌｕｃｏ－Ｒｆ、Ｒｇ１、Ｒｇ２、Ｒｈ１ 等。第二类是五环三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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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齐墩果烷 （ｏｌｅａｎａｎｅ）系 皂 苷，其 苷 元 为 齐 墩 果 酸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如 人 参 皂 苷 Ｒ０。

②糖类：除一些单糖、双糖、叁糖外，还含有几十种多糖类化合物，如人参多糖 （ｐａｎａｘ
ａｎ）Ａ～Ｌ，Ｑ～Ｕ等。③挥发油中有几十种成分，如人参炔醇 （ｐａｎａｘｙｎｏｌ）、人 参 环 氧

炔醇 （ｐａｎａｘｙｄｏｌ）等。④人参多肽类。⑤其他：有机酸如柠檬酸、人参酸；氨基酸；多

种维生素等。
人参皂苷是人参的主要有效成分，尤以达玛烷系三萜皂苷活性最显著，常用以评价人

参质量。人参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抗溃疡、降低血糖等活性。
【理化鉴别】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本 品 用 人 参 对 照 药 材、人 参 皂 苷

Ｒｂ１、Ｒｅ及Ｒｇ１ 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 层 色 谱 法 试 验。供 试 品 色 谱 中，在 与 对 照 药 材 色

谱相应的位置上，分别显相同颜色的斑点或荧光斑点；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日

光下显相同的三个紫红色斑点，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显相同的一个黄色和两个橙色荧

光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生晒参、

生晒山参 含 人 参 皂 苷 Ｒｇ１ （Ｃ４２Ｈ７２Ｏ１４）和 人 参 皂 苷 Ｒｅ （Ｃ４８Ｈ８２Ｏ１８）的 总 量 不 得 少 于

０２５％；红参中的总量不得少于０２０％。
【附注】　伪品 （１）商陆科植物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ｃｉｎｏｓａＲｏｘｂ．或垂序商陆Ｐ．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Ｌ．的根。常加工成 “红参”，无芦头、芦碗，外皮多已除去，横切面可见多数

点状维管束排成数圈同心环。味稍甜后微苦，久嚼麻舌。组织中无树脂道，无簇晶，而有

三生维管束排成数轮同心环及草酸钙针晶，易与人参区别。
（２）茄科植物华山参Ｐｈｙｓｏｃｈｌａｉｎａｉｎｆｕ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ｉｓＫｕａｎｇ的根。表面棕褐色或棕色，

有黄白色横长皮孔，质硬脆，断面不平坦。味微苦，稍麻舌。组织中无树脂道及草酸钙簇

晶，有木间韧皮部及砂晶。
（３）豆科植物野豇豆Ｖｉｇｎａｖｅｘｉｌｌａｔａ （Ｌ．）Ｂｅｎｔｈ．的根。根头部无芦头及芦碗，上

部无横纹。组织中有纤维，不含草酸钙簇晶。
（４）马齿苋科植物锥花土人参Ｔａｌｉｎｕｍ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Ｊａｃｑ．）Ｇａｅｒｔｎ．的根，除去外

面黑色粗皮后，经蒸熟后干燥而成。但根顶有残茎而无芦头及芦碗，味淡而有黏滑感。虽

有簇晶但无树脂道。
（５）菊科植物山莴苣ＬａｃｔｕｃａｉｎｄｉｃａＬ．的根。无芦头、芦碗，根表面无横纹。组织

中无木栓层而为后生皮层，无树脂道而有乳汁管，无草酸钙簇晶、淀粉粒而有菊糖。
综上所述，常见伪品除华山参外均无芦头、芦 碗，根 表 面 无 横 环 纹，无 特 有 的 人 参

味。组织中除野豇豆外均无树脂道，除锥花土人参外均无簇晶。

西　洋　参

ＲａｄｉｘＰａｎａｃｉｓ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ｉ

　　【来源】　为五加科植物西洋参Ｐａｎａｘ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ｕｍＬ．的干燥根。
【产地】　进口西洋参主产于美国和加拿大。我国引种栽培的西洋参已形成华北、东

北、陕西几个主要产区。
【采收加工】　秋季采挖，除去芦头、侧根及须根，洗净，晒干或低温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根呈纺锤形、圆柱形或圆锥形，长３～１２ｃｍ，直径０８～２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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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淡黄褐色或黄白色，可见横向环纹及线状皮孔，并有细密浅纵皱纹及须根痕。主根中

下部可见一至数条侧根，多已折断。有的上端有根茎 （芦头），环节明显，茎 痕 （芦 碗）
圆形或半圆形，具不定根 （）或已折断。体 重，质 坚 实，难 折 断，断 面 平 坦，淡 黄 白

色，略显粉性，皮部散有多数黄棕色点状树脂道，形成层环纹棕黄色，木部略显放射状纹

理。气微而特异，味微苦、甘。
野生品形体较小，表面土黄色，环纹较密，色黑而清晰；体轻，断面黄白色；气香，

味浓。栽培者表面浅黄色，皮细，环纹不黑且较疏；体质结实而沉重；味较淡。
饮片　为斜切片或横切薄片，长圆形或类圆形。切面黄白色，有棕色环 （形成层环），

皮部有黄棕色或红棕色点 （树脂道），近棕色环处较多而明显；周边微呈细波状，表面土

黄色或淡棕黄色。气微香，味微苦、甘。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及韧皮部散有树脂道，靠近

形成层处常排列成数环。③形成层成环。④木质部导管单个或２～５个 成 群，径 向 排 列。

⑤薄壁细胞含淀粉粒或草酸钙簇晶。
粉末　黄白色。①树脂道内含棕色树脂。②草酸钙簇晶直径１７～７８μｍ，棱角较长而

尖。③导管主为网纹和梯纹。④木栓细胞垂周壁薄，细 波 状 弯 曲。⑤淀 粉 粒 单 粒，类 圆

形。
【成分】　 ①含多种人参皂苷，是西洋参的主要活性成分。有四环三萜的达玛烷系皂

苷，包括苷元为人参二醇的和人参三醇的多种皂苷，和五环三萜的齐墩果烷系皂苷，如人

参皂苷Ｒ０、Ｒｂ１、Ｒｂ２、Ｒｂ３、Ｒｃ、Ｒｄ、Ｒｅ、Ｒｆ、Ｒｇ１、Ｒｇ２、Ｒｈ２ 等，和 西 洋 参 皂 苷Ｌ１
（ｑｕｉｎｑｕｅｎｏｓｉｄｅＬ１）、Ｒ１，拟人参皂苷Ｆ１１和Ｆ３。②多糖类成分。③挥发油，以β－金合欢

烯含量较高。④酯类化合物。⑤多种氨基酸。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用西洋参对照药材、拟人参皂

苷Ｆ１１及人参皂苷Ｒｂ１、Ｒｅ、Ｒｇ１ 对 照 品 为 对 照，进 行 薄 层 色 谱 法 试 验。供 试 品 色 谱 中，
在与对照药材色谱及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分别显相同颜色的斑点或荧光斑点。

【检查】　人参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用人参对照药材为对照，进

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不得显与对照药材完全相一致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人

参皂苷Ｒｂ１ （Ｃ５４Ｈ９２Ｏ２３）不得少于１０％。
【附注】　伪品　由于人参与西洋参在功能主治和售价上均有差异，应防止用人参伪

充西洋参。人参 （生晒参）的主要性状特征是主根较长，支根较多 （或已除去），分叉角

度小。主根上部环纹不明显，有不规则粗大纵皱纹。质略轻，较易折断，断面粉性强，多

具放射状裂隙。另外，用正文中 “检查”项下的薄层色谱法，可检查出是否用人参伪充西

洋参。

三　　七

Ｒａｄｉｘ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来源】　为五加科植物三七Ｐａｎａｘ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Ｂｕｒｋ．）Ｆ．Ｈ．Ｃｈｅｎ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云南 文 山，广 西 田 阳、靖 西、百 色 等 地，多 系 栽 培。四 川、贵 州、

江西等省亦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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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加工】　秋季开花前采挖，洗净，剪 下 芦 头、支 根 及 须 根，主 根 曝 晒 至 半 干，
反复搓揉，以后每日边晒边搓，待至全干放入麻袋内撞至表面光滑即得。芦 头 习 称 “剪

口”，支根习称 “筋条”，须根习称 “绒根”。
【性状鉴别】　主根　略呈类圆锥形或圆柱形，长１～６ｃｍ，直径１～４ｃｍ。表面灰褐

色或灰黄色，有断续的纵皱纹及支根痕。顶端有茎痕，周围有瘤状突起。体重，质坚实，
击碎后皮部与木部常分离。断面灰绿色、黄绿色或灰白色，皮部有棕色树脂道斑点，木部

微呈放射状排列。气微，味苦而回甜。
筋条　呈圆柱形，长２～６ｃｍ，上端直径约０８ｃｍ，下端直径约０３ｃｍ。
剪口　呈不规则的皱缩块状及条状，表面有数个明显的茎痕 及 环 纹，断 面 中 心 灰 白

色，边缘灰色。
以个大、体重、质坚、表面光滑、断面灰绿色或黄绿色者为佳。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栓内层不明显。②韧皮部有树脂道

散在。③形成层成环。④木质部导管１～２列径向排列。⑤射线宽广。⑥薄壁细胞含淀粉

粒及草酸钙簇晶。
粉末　灰黄色。①草酸钙簇晶稀少，直径５０～８０μｍ，棱角较钝。②树脂道碎片含棕

黄色分泌物。③淀粉粒众多，多为单粒，脐点点状或裂缝状；复粒由２～１０余分粒组成。

④导管多为梯纹、网纹。
【成分】　①含多种皂苷，和人参所含皂苷类似，但主要为达玛脂烷系皂苷，有人参

皂Ｒｂ１、Ｒｂ２、Ｒｃ、Ｒｄ、Ｒｅ、Ｒｇ１、Ｒｇ２、Ｒｈ１ 及三七皂苷Ｒ１～Ｒ６、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Ｒ１
～Ｒ６）等。②止 血 活 性 成 分 田 七 氨 酸 （ｄｅｎｃｉｃｈｉｎｅ）、三 七 素。③黄 酮 类，如 三 七 黄 酮Ｂ
等。④三七多糖。⑤挥发油等。

【理化鉴别】　 （１）取粗粉２ｇ，加 甲 醇１５ｍｌ温 浸３０分 钟，滤 过。取 滤 液１ｍｌ，蒸

干，加醋酸１ｍｌ及浓硫酸１～２滴，显黄色，渐变为红色、紫色、青色、污绿色 （甾类反

应）。另取滤液数滴，点于滤纸上，干后，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淡蓝色荧光，
滴加硼酸饱和的丙酮溶液与１０％枸橼酸溶液各１滴，干后，置紫外光灯下观察，有强烈

的黄绿色荧光。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人参皂苷Ｒｂ１、Ｒｅ、Ｒｇ１ 及三七皂苷Ｒ１

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

相同颜色的斑点；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检视，显相同的荧光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本品含人参皂

苷Ｒｂ１ （Ｃ５４Ｈ９２Ｏ２３）和人参皂苷Ｒｇ１ （Ｃ４２Ｈ７２Ｏ１４）的总量不得少于３８％。
【附注】　伪品　以下几种曾伪充三七，应注意鉴别。
（１）姜科植物蓬莪术ＣｕｒｃｕｍａｐｈａｅｏｃａｕｌｉｓＶａｌｅｔｏｎ的根茎。为卵圆形、圆锥形或纺

锤形，无瘤状突起，顶端无茎痕，表面有环节，断面有散在的黄白 色 筋 脉 点 （维 管 束），
气微香，味微辣、苦。

（２）落葵科落葵薯Ａｎｒｅｄｒ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Ｔｅｎｏｒｅ）ＶａｎＳｔｅｅｎ．的珠芽及块茎。珠芽呈

不规则块状，表面灰褐色，有多个瘤状芽突起或芽断后的疤痕。质硬脆，断面粉性，类白

色，经水煮后，断面角质样，黄棕色。味微甜，嚼之有黏性。
（３）菊科植物菊三七Ｇｙｎｕｒａｓｅｇｅｔｕｍ （Ｌｏｕｒ．）Ｍｅｒｒ．的 根 及 根 茎。外 形 类 似 三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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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味淡而后微苦，根茎横切面中心有显著的髓部。组织中无淀粉粒和草酸钙簇晶，有菊

糖。

白　　芷

Ｒａｄｉｘ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ｅ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ｅ

　　【来 源】　为 伞 形 科 植 物 白 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Ｆｉｓｃｈ．ｅｘＨｏｆｆｍ．）Ｂｅｎｔｈ．ｅｔ
Ｈｏｏｋ．ｆ．或杭白芷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Ｈｏｆｆｍ．）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ｆ．ｖａｒ．ｆｏｒ
ｍｏｓａｎａ（Ｂｏｉｓｓ．）ＳｈａｎｅｔＹｕａｎ的干燥根。

【产地】　目前全国经营的商品白芷主要有四类，即川白芷、杭白芷、禹白芷和祁白

芷。
川白芷　主产四川省遂宁、达县、内江，重庆市。产量大，约占全国商品白芷的一半

以上，销全国并出口。
杭白芷　主产浙江杭州、余姚等地。
禹白芷　主产河南禹县、长葛等地。
祁白芷　主产河北安国、定县。
【采收加工】　夏、秋间，叶黄时采挖，除去须根及泥沙，晒干或低温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白芷　根呈圆锥形，长７～２４ｃｍ，直径１５～２５ｃｍ，根头部多

为圆形，顶端有凹陷的茎痕，具同心性环状纹理。表面灰黄色至黄棕色，有多数纵皱纹，
可见皮孔样的横向突起散生，习称 “疙瘩丁”，有支根痕。质坚实，断面近圆形，白色或

灰白色，粉性，皮部散有多数棕色油点 （分泌腔），形成层环近圆形，木质部约占断面的

１／３。气芳香，味辛、微苦。
杭白芷　与白芷相似，主要不同点为上部近方形或类方形。具多数较大的皮孔样横向

突起，排列成近四纵行，使根体具４条棱脊。根上部的形成层环近方形，木质部约占断面

的１／２。
均以条粗壮、体重、质硬、粉性足、香气浓郁者为佳。
饮片　白芷　为类圆形或圆形厚片。切面类白色，粉性，光滑，皮部宽，有多数棕色

油点，形成层环圆形，棕色；周边土 黄 色，有 皮 孔 样 突 起 或 支 根 痕。气 芳 香，味 辛、微

苦。
杭白芷　厚片，大小悬殊。大者多为类方形，切 片 形 成 层 环 类 方 形，皮 孔 分 布 于 四

角，突起。直径小者为类圆形，皮孔小而不明显，形成层环类圆形。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白芷　①木栓层由多列细胞组成。②皮层和韧皮部散有分

泌腔，薄壁细胞内含有淀粉粒，射线明显。③木质部略呈圆形，导管放射状排列。
杭白芷　横切面与上种相似，但木质部略呈方形，射线较多，导管稀疏排列。
【成分】　①含多种香豆素衍生物：欧前胡素 （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异欧前胡素 （ｉｓｏｉｍｐｅｒ

ａｔｏｒｉｎ）、比克白芷素、氧化前 胡 素 （ｏｘｙ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ｉｎ）等。②含 挥 发 油，主 成 分 为 榄 香 烯

（ｅｌｅｍｅｎｅ）、十八醛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ａｌ）等。
【理化鉴别】　 （１）取 粉 末０５ｇ，加 水３ｍｌ，振 摇，滤 过。取 滤 液２滴，滴 于 滤 纸

上，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蓝色荧光。（香豆素类荧光反应）
（２）取粉末０５ｇ，加乙醚３ｍｌ，振摇５分钟后，静置２０分钟，分取上层清液１ｍｌ，加



　 ７８　　　 · 中药鉴定学部分 ·
·····················································

７％盐酸羟胺甲醇溶液与２０％氢氧化钾甲醇溶液各２～３滴，摇匀，在水浴上微热，冷却

后，加稀盐酸调节ｐＨ至３～４，再加１％三氯化铁乙醇溶液１～２滴，显紫红色。（香豆素

类的显色反应）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用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对照品为对照，

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 相 同 的 荧 光 斑

点。

当　　归

Ｒａｄｉｘ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ｅ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当归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甘肃岷县、武都、漳县等地，云南、四川、陕西、湖北等省亦产。
【采收加工】　秋末采挖，除去须根及泥沙，待水分稍蒸发后捆成小把，上棚，以烟

火慢慢熏干。不宜以煤火熏，否则发黑，也不宜直接晒干，否则易粗硬如干柴。
【性状鉴别】　药 材　略 呈 圆 柱 形，根 头 称 “归 头”，主 根 称 “归 身”，支 根 称 “归

尾”，全体称 “全归”。全归长１５～２５ｃｍ，表面黄 棕 色 至 棕 褐 色，有 纵 皱 纹 及 横 长 皮 孔；
归头膨大，直径１５～４ｃｍ，钝圆，具 环 纹，有 残 留 的 叶 鞘 及 茎 基；归 身 粗 短，直 径１５
～３ｃｍ，下部有支根３～５条或更多，上粗下细，多扭曲，有少数须根痕。质柔韧，断面

黄白色或淡黄棕色，皮部厚，有裂隙及多数棕色点状分泌腔，形成层环黄棕色，木部色较

淡。有浓郁香气，味甘、辛、微苦。
以体长腿少、油润、肉质饱满、外 皮 色 黄 棕、断 面 色 黄 白、气 味 浓 郁 者 为 佳。柴 性

大、干枯无油或断面呈绿褐色者不可供药用。
饮片　当归　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薄片。切面黄白色或淡黄色，皮部厚，散有棕色油

点，有淡棕色环纹，木部色较淡；周边黄棕色至棕褐色。质柔韧，油润。有浓郁香气，味

甘、辛、微苦。
酒当归　形如当归。质 柔 韧，深 黄 色，略 有 焦 斑。香 气 浓 厚，有 酒 香 气，味 甘、微

苦。
【显微鉴别】　横切面　主根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窄，有少数油室。③韧

皮部宽广，多裂隙，油室及油管类圆形，周围的分泌细胞６～９个。④形成层成环。⑤木

质部导管单个或２～３个相聚，呈放射状排列。⑥薄壁细胞含淀粉粒。
粉末　淡黄棕色。①韧皮薄壁细胞纺锤形，壁稍厚，表面有微细斜向交错的纹理，有

时可见菲薄横隔。②有时可见油室及油管碎片。③梯纹、网纹导 管 多 见。④尚 有 木 栓 细

胞、淀粉粒，偶见木纤维。
【成分】　①含 挥 发 油，油 中 主 要 成 分 为 藁 本 内 酯 （ｌｉｇｕｓｔｉｌｉｄｅ）及 正 丁 烯 基内 酯

（ｎ－ｂｕｔｙｌｉｄｅｎ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ｄｅ）等。②有机 酸，如 阿 魏 酸 （ｆｅｒｕｌｉｃａｃｉｄ）、丁 二 酸、烟 酸 等。

③糖类，如蔗糖、果糖、葡萄糖等。④多种氨基酸。⑤尚含维生素 Ａ、Ｂ１２、Ｅ及碱性成

分尿嘧啶，多种微量元素等。
藁本内酯及正丁烯基内酯为解痉、镇痛有效成分。阿魏酸和当归多糖有免疫促进作

用，能促进造血功能和抗氢氧自由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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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　　活

ＲｈｉｚｏｍａｅｔＲａｄｉｘ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ｉ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羌活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ｉｎｃｉｓｕｍＴｉｎｇｅｘＨ．Ｔ．Ｃｈａｎｇ或宽叶羌

活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ｆｏｒｂｅｓｉｉＢｏｉｓｓ．的干燥根茎及根。
【性状鉴别】　药材　羌活　根茎按药材形态分为 “蚕羌”、“竹节羌”。“蚕羌”为圆

柱形略弯曲的根茎，节间缩短，环节紧密似蚕，长４～１３ｃｍ，直径０６～２５ｃｍ；表面棕

褐色至黑褐色，外皮脱落处呈棕黄色。“竹节羌”节间延长，环节疏生似竹节状。节上有

点状或瘤状突起的根痕及棕色破鳞片。体轻，质脆，易 折 断，断 面 不 平 坦，有 放 射 状 裂

隙；皮部黄棕色，油润，有棕色油点，习称 “朱砂点”；木部黄白色，射线明显；髓部黄

色至黄棕色。气香，味微苦而辛。
宽叶羌活　为根和根茎。按药材形态分为 “大头羌”和 “条羌”。“条羌”根茎类圆柱

形，长８～１５ｃｍ，直径１～３ｃｍ，顶端具茎基及叶鞘残基，根类圆锥形，有纵皱纹及皮孔；
表面棕褐色，近根茎处有较密的环纹。“大头羌”根茎粗大，不规则结节状，顶端具数个

茎基，根较细。质松脆，易折断。断面略平坦，皮部浅棕色，木部黄白色。气味较淡。
均以条粗、外皮棕褐色、断面朱砂点多、呈菊花心、香气浓郁者为佳。
饮片　羌活　为不规则类圆形厚片。切面有多数放射状裂隙，显菊花纹；边缘棕黄色

至棕褐色，皮部棕黄色至暗棕色，有多数黄棕色油点 （朱砂点），木部黄白色，髓部黄棕

色或疏松呈空洞状。周边暗棕色或黑棕色，有隆起的环节及须根痕。体轻，质脆。气香，
味微苦、辛。

【成分】　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β－罗勒烯、α－蒎烯、β－蒎烯、柠檬烯、萜

品烯醇－４和乙酸龙脑酯 （ｂｏｒ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等。

前　　胡

Ｒａｄｉｘ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ｉ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白花前胡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ｒｕｎＤｕｎｎ及紫花前胡Ｐｅｕ
ｃｅｄａｎｕｍ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ｕｍ Ｍａｘｉｍ．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材　白花前胡　呈不规则圆柱形、圆锥形或纺锤形，稍扭曲，下部

常有分枝或支根痕，长３～１５ｃｍ，直径１～２ｃｍ。外表黑褐色至灰黄色，根头部多有茎痕

及纤维状叶鞘残基，上部有密集的细环纹，下部有纵沟、纵皱纹及横向皮孔。质柔软，干

者质硬，易折断，断面不整齐，淡黄白色，皮部散有多数棕黄色小油点，形成层环棕色，
木质部黄棕色，射线放射状。气芳香，味微苦、辛。

紫花前胡　根顶端有的有残留茎基，茎基周围常有膜状叶鞘基部残留。断面类白色，
皮部较窄，油点少，放射状纹理不明显。

均以根粗壮、皮部肉质厚、质柔软、断面油点多、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前胡　为不规则类圆形薄片。切面淡黄白色或类白色，形成层环纹棕色或浅棕

色，射线放射 状，皮 部 散 有 多 数 棕 黄 色 油 点。周 边 黑 褐 色 或 灰 黄 色。气 芳 香，味 微 苦、
辛。

蜜前胡　形如前胡。切面深黄色，略有光泽，味微甜，略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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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白花前胡　①挥发油。②香豆素类化合物，主要有 白 花 前 胡 甲 素 ［（±）

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ｒｉｎＡ］ （有 钙 离 子 拮 抗 活 性 和 平 滑 肌 松 弛 作 用），白 花 前 胡 乙 素 ［（＋）－
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ｒｉｎＢ］、白花前胡 丙 素 ［（＋）－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ｊｒｉｎＣ］、白 花 前 胡 丁 素 ［（±）－
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ｒｉｎＤ］和白花前胡戊素 ［（＋）－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ｊｒｉｎＥ］等。

紫花前胡　①挥发油。②香豆素类化合物：主要有紫花前胡苷 （ｎｏｄａｋｅｎｉｎ）、紫花前

胡苷元 （ｎｏｄａｋｅｎｅｔｉｎ）、紫花前胡素 （ｄｅｃｕｒｓｉｎⅠ、Ⅱ、Ⅲ、Ⅳ、Ⅴ），并含有Ｐｄ－ｃ－Ｉ、

Ｐｄ－ｃ－Ⅱ、Ｐｄ－ｃ－Ⅲ、Ｐｄ－ｃ－ｃｖ、伞花内酯等。紫花前胡素Ⅲ和Ⅳ有明显抗血小板凝

聚的作用。

川　　芎

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川芎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 Ｈｏｒｔ．的干燥根茎。
【产地】　主产于四川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夏季当茎上的节盘显著突出，并略带紫色时采挖，除去泥沙，晒至半

干后再炕干，撞去须根。
【性状鉴别】　药材　为不规则结节状拳形团块，直径２～７ｃｍ。表面黄褐色，粗糙皱

缩，有多数平行隆起的轮节，顶端有类圆形凹陷的茎痕，下侧及轮节上有 多 数 小 瘤 状 根

痕。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或灰黄色，散有黄棕色小油点 （油室），可见波状环

纹 （形成层）。有特异浓郁的香气，味苦、辛，稍有麻舌感，微回甜。
以个大、质坚实、断面色黄白、油性大、气浓香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形薄片。横切片切面黄白色或灰黄色，可见波状环纹，散有黄棕色小

油点；周边粗糙不整齐，黑褐色。纵切片边缘不整齐，呈分枝状，切片灰白色或黄白色，
散有黄棕色小油点。质坚韧，具特异香气，味苦、辛。

【显微鉴别】　根茎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１０余列细胞。②皮 层 狭 窄，散 有 根 迹 维 管

束。③韧皮部较宽广。④形成层环成波状。⑤木质部导管多角形或类圆形，大多单列或排

成 “Ｖ”字形，偶有木纤维束。⑥髓部较大。⑦薄壁组织中散有多数油室。⑧薄壁细胞中

富含淀粉粒。有的含类圆形或类簇晶状草酸钙晶体。
粉末　淡黄棕色或灰棕色。①草酸钙晶体存在于薄壁细胞中，呈类圆形团块或类簇晶

状，直径１０～２５μｍ。②导管细小，主为螺纹，亦有网状螺纹、网纹、梯纹者。③木纤维

长梭形，纹孔及孔沟细密。④偶见油管及油室碎片。⑤淀粉粒小 而 多。⑥木 栓 细 胞 深 黄

色，壁薄，常多层重叠。
【成分】　①挥发油。②生物碱，如川芎嗪 （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ｚｉｎｅ，即 四 甲 基 吡 嗪）、Ｌ－

异亮氨酰－Ｌ－缬氨酸酐、盐酸胆碱等。③内酯类化合物，如藁本内酯 （ｌｉｇｕｓｔｉｌｉｄｅ）、丁

烯基内 酯 （ｂｕｔｙｌｉｄｅｎ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ｄｅ）、川 芎内 酯 （ｓｅｎｋｙｕｎｏｌｉｄｅ）、丁 基内 酯 （ｂｕ
ｔ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ｉｄｅ）、新蛇床内酯 （ｎｅｏｃｎｉｄｉｌｉｄｅ）等。④酚性化合物及有机酸类：如阿魏酸、咖

啡酸、瑟丹酸、川芎酚 （ｃｈａｎｘｏｎｇｏｌ）等。
川芎嗪是川芎的主要有效成分，有增加冠脉流量、抗心肌缺血作用，可用于治疗冠心

病、心绞痛；尚有抗脑缺血、抗血栓、抗再生障碍性贫血、降压、抗胃溃疡、抗肿瘤、镇

痛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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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鉴别】　 （１）取干燥细粉１ｇ，加石油醚 （沸程３０℃～６０℃）５ｍｌ，放置１０小

时，时时振摇，静置，取上清液１ｍｌ，挥干后，残渣加甲醇１ｍｌ使溶解，再加２％３，５－
二硝基苯甲酸的甲醇溶液２～３滴与甲醇饱和的氢氧化钾饱和溶液２滴，显紫红色。（检查

不饱和内酯类）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川芎对照药材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

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藁　　本

Ｒｈｉｚｏｍａ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ｉ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藁本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ｓｉｎｅｎｓｅＯｌｉｖ．或辽藁本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ｊｅｈｏｌｅｎｓｅ
ＮａｋａｉｅｔＫｉｔａｇ．的干燥根茎及根。

【性状鉴别】　药材　藁本　根茎呈不规则结节状圆柱形，稍扭曲，有分枝，长３～
１０ｃｍ，直径１～２ｃｍ。表面棕褐色或暗棕色，粗糙，有纵皱纹，上侧残留数个凹陷的圆形

茎基，下侧有多数点状突起的根痕及残根。体轻，质较硬，易折断，断面黄色或黄白色，
纤维状。气浓香，味辛、苦、微麻。

辽藁本　较小，根茎呈不规则的团块状或柱状，有多数细长弯曲的根。
饮片　藁本　呈不规则椭圆形，直径１～２ｃｍ。周边呈棕褐色或暗棕色，粗糙，切面

黄色或黄白色，气浓香，味辛、苦、微麻。
辽藁本　周边呈灰棕色或暗棕色，切面略显纤维形，黄白色至浅棕色。

防　　风

Ｒａｄｉｘ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ｉａｅ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ｉａ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Ｔｕｒｃｚ．）Ｓｃｈｉｓｃｈｋ．的干燥根。药

材习称 “关防风”。
【产地】　主产于东北及内蒙古东部。现有栽培。
【采收加工】　春、秋二季采挖未抽花茎植株的根，除去须根及泥沙，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圆锥形或圆柱形，下部渐细，有的略弯曲，长１５～３０ｃｍ，

直径０５～２ｃｍ。根头部有明显密集的环纹，习称 “蚯蚓头”，有的环纹上有棕褐色毛状残

存叶基。表面灰棕色，粗糙，有纵皱纹、多数横 长 皮 孔 及 点 状 突 起 的 细 根 痕。体 轻，质

松，易折断，断面不平坦，皮部浅棕色，有裂隙，木质部浅黄色。气特异，味微甘。
以条粗壮，断面皮部色浅棕，木部浅黄色者为佳。
饮片　为圆形或长圆形厚片，切面黄白色或浅黄色。木部圆形，有的可见小型髓部，

形成层环色深，皮部浅棕色，有多数放射状裂隙及众多细小油点。质松软。气特异，味微

甘。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多列细胞。②皮层窄，有 较 大 的 椭 圆 形 油 管。

③韧皮部较宽，有多数类圆形油管，周围分泌细胞４～８个，管内可见金黄色分泌物，射

线弯曲，外侧常成裂隙状。④形成层明显。⑤木质部导管甚多，呈放射状排列。⑥根头处

有髓，薄壁组织中偶见石细胞。
粉末　淡棕色。①油管多碎断，管道中充满金黄色分泌物。②叶基纤维多成束，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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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胞腔狭窄。③石细胞少见，长圆形或类长方形，壁较厚。
【成分】　①挥发油：主要成分为辛醛、人参炔醇 （ｐａｎａｘｙｎｏｌ）、壬醛等。②色酮类：

升麻素 （ｃｉｍｉｆｕｇｉｎ）、升麻苷 （ｐｒｉｍ－ｏ－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ｃｉｍｉｆｕｇｉｎ）、５－Ｏ－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亥茅酚 苷 等。③香 豆 素 类：补 骨 脂 素、欧 前 胡 素、珊 瑚 藻 素 等。④多 糖 类：防 风 多 糖

（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ａｎ）Ａ、Ｂ、Ｃ及ＸＣ－１、ＸＣ－２。
升麻素和亥茅酚苷有镇痛作用。多糖ＸＣ－２具显著的增强机体免疫作用。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防风对照药材和升麻苷、５

－Ｏ－甲基维斯阿米醇苷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

材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以干

燥品计算，含升麻苷 （Ｃ３７Ｈ５４Ｏ１１）和５－Ｏ－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Ｃ２２Ｈ２８Ｏ１０）的总量不

得少于０２４％。

柴　　胡

ＲａｄｉｘＢｕｐｌｅｕｒｉ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及狭叶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ｓｃｏｒ
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Ｗｉｌｌｄ．等的干燥根。按性状不同，分别习称 “北柴胡”和 “南柴胡”。

【产地】　北柴胡　主产于东北及河北、河南、陕西等省区。
南柴胡　主产于东北及陕西、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等省区。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采挖，除去茎叶及泥沙，干燥。
【性状 鉴 别】　药 材　北 柴 胡　呈 长 圆 柱 形 或 长 圆 锥 形，长６～１５ｃｍ，直 径０３～

０８ｃｍ。根头膨大，顶端残留３～１５个茎基或短纤维状的叶基，下部分枝。表面黑褐色或

浅棕色，具纵皱纹、支根痕及皮孔。质硬而韧，不易折断，断面显纤维性，皮部浅棕色，
木部黄白色。气微香，味微苦。

南柴胡　根较细，圆锥形，下部多不分枝或稍分枝，顶端有多数细毛状枯叶纤维。表

面红棕色或黑棕色，近根头处多具细密环纹。质稍软，易 折 断，断 面 略 平 坦，不 显 纤 维

性。具败油气。
均以条粗长、须根少者为佳。
饮片　柴胡　为不规则的厚片，略呈椭圆形，切面黄棕色，木部黄白色，纤维性或不

显纤维性，射线清晰；周边灰棕色或黑褐色，有 纵 皱 纹 及 支 根 痕。质 硬。气 微 香，味 微

苦。
醋柴胡　形如柴胡，色泽加深，有醋气。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北柴胡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散 有 油 管 及 裂 隙。

③韧皮部散有油管，射线宽，筛管不明显。④形成层成环。⑤木质部导管稀疏而分散，木

纤维和木薄壁细胞排列成几个环，纤维多角形，壁厚，木化。
粉末　柴胡　灰棕色。①木纤维多长梭形，壁厚，初生壁破裂成短须状，纹孔稀疏，

有的呈人字形或十字形，孔沟隐约可见。②油管多碎断，管道中含黄棕色或绿黄色条状分

泌物。③导管多为网纹、双螺纹。此外尚有木栓细胞、茎表皮细胞、茎髓薄壁细胞。
狭叶柴胡　与柴胡不同处为：①木纤维很少，有的初生壁碎裂，易与次生壁分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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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稀疏的螺状或双螺状裂缝。②叶基部纤维较多且粗，淡黄色，呈长条形，末端平截或稍

钝，壁稍厚，木化，有紧密的螺状交错纹理。
【成分】　两种均含：①皂 苷 类：柴 胡 皂 苷 （ｓａｉｋｏｓｉｄｅ）ａ、ｂ、ｃ、ｄ等。②挥 发 油。

③多糖类。④甾醇类：α－菠菜甾醇、豆甾醇等。
柴胡皂苷ａ、ｄ具有解热、镇 痛、镇 静、抗 炎、抗 变 态 反 应、保 肝 等 多 种 药 理 作 用。

挥发油也是柴胡的主要有效部位。据报道，柴胡皂苷类主要存在于根的皮部，其相对含量

随生长年限延长、根条增粗而下降。
【理化鉴别】　 （１）取柴胡粉末０５ｇ，加水１０ｍｌ，用力振摇，产生持久性泡沫 （检

查皂苷）。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柴胡皂苷ａ、柴胡皂苷ｄ对照品为对照，

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或黄色荧光斑点。
【浸出物】　照 《中国药典》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测定，用乙醇作溶剂，

不得少于１１０％。
【附注】　伪品　大叶柴胡Ｂ．ｌｏｎｇｉｒａｄｉａｔｕｍＴｕｒｃｚ．的干燥根茎，有毒，不可作柴

胡使用。分布于东北及河南、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区。多为根茎部分，长

４～８ｃｍ，直径０６～１２ｃｍ，表面棕褐色，密生环节。断面黄白色，纤维性，常中空。根

呈须状根，表面红棕色至棕褐色，质脆，易折断。

北　沙　参

ＲａｄｉｘＧｌｅｈｎｉａｅ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珊瑚菜Ｇｌｅｈｎｉａｌ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Ｆ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ｘＭｉｑ．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细 长 圆 柱 形，偶 有 分 枝，长１５～４５ｃｍ，直 径０３～１２ｃｍ。

上端稍细，常留有黄棕色根茎残基，中部略粗，尾部渐细。表面淡黄白色，粗糙，不去外

皮的表面黄棕色。全体有细纵皱纹或纵沟，并有棕黄色或白色点状须根痕。质坚硬而脆，
易折断，断面皮部浅黄白色，木部黄色。气特异，味微甘。

饮片　为横切片段，厚０３～０５ｃｍ。切面角质样，半透明，皮部乳白色，木部淡黄

色，微具放射状纹理；周边表面粗糙，淡黄色。气特异，味微甜。
【成分】　①主 含 香 豆 素 类 化 合 物，如 欧 前 胡 素、异 欧 前 胡 素、补 骨 脂 素 （ｐｓｏｒ

ａｌｅｎ）、佛手素 （ｂｅｒｇａｐｔｉｎ）、花椒 毒 素 等。②多 糖。③微 量 挥 发 油。④氨 基 酸。⑤生 物

碱。

龙　　胆

Ｒａｄｉｘ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ｅ

　　【来 源】　为 龙 胆 科 植 物 龙 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ｓｃａｂｒａＢｕｎｇｅ、三 花 龙 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ｔｒ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条叶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ｃａＫｉｔａｇ．或坚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ｒｉｇｅｓｃｅｎｓＦｒａｎｃｈ．的干

燥根及根茎。前三种习称 “龙胆”，后一种习称 “坚龙胆”。
【产地】　龙胆、三花龙胆　主产于黑龙江、辽宁、吉林及内蒙古等省区。
条叶龙胆　主产于东北地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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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龙胆　主产于云南、四川、贵州等省。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采挖，除去地上残茎，洗净泥土，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龙胆　根茎呈不规则块状，长１～３ｃｍ，直径０３～１ｃｍ；表面

暗灰棕色或深棕色，上端有茎痕或残留茎基，周围和下端着生多数细长的根。根圆柱形，
略扭曲，长１０～２０ｃｍ，直 径０２～０５ｃｍ；表 面 淡 黄 色 或 黄 棕 色，上 部 多 有 显 著 的 横 皱

纹，下部较细，有纵皱纹及支根痕。质脆，易吸潮变软，断面略平坦，切断面皮部黄白色

或淡黄棕色，木部色较浅，呈点状环列。气微，味极苦。
坚龙胆　表面无横皱纹，外皮膜质，易脱落；质坚脆，易折断，断面皮部棕色或黄棕

色，木部黄白色，易与皮部分离。
均以条粗长、色黄或色黄棕、味极苦者为佳。
饮片　龙胆　呈不规则的圆柱形小段，长０２～０５ｃｍ，直径０２～１ｃｍ。周边淡黄色

或黄棕色，多具横皱纹；切面、气味同药材。
坚龙胆　表面膜质，纵皱纹较多，无横皱纹；切面略显角质样，可见黄白色木心。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龙胆　①表皮细胞有时残存，外壁较厚。②皮层窄；外皮

层细胞类方形，壁稍厚，木栓化；内皮层细胞切向延长，每一个细胞由纵向壁分隔成数个

类方形小细胞。③韧皮部宽广，外侧多具裂隙。④形成层不甚明显。⑤木质部导管３～１０
个群束。⑥髓部明显。⑦薄壁细胞含细小草酸钙针晶。

坚龙胆　内皮层以外组织多已脱落。木质部导管发达，均匀密布。无髓部。
粉末　龙胆　淡黄棕色。气微，味极苦。①外皮层细胞表面观类纺锤形，每一细胞由

横壁分隔成数个扁方形小细胞。②内皮层细胞表面观类长方形，甚大，平周壁观有纤细的

横向纹理，每个细胞由纵壁分隔成数个栅状小细胞，纵横壁大多连珠状增厚。③薄壁细胞

含细小草酸钙针晶。
坚龙胆　内 皮 层 细 胞 类 方 形 或 类 长 方 形，平 周 壁 的 横 向 纹 理 较 粗 而 密，有 的 粗 达

３μｍ，每一细胞分隔成多数栅状小细胞，隔壁稍增厚或呈连珠状。
【成分】　四 种 龙 胆 均 含 裂 环 环 烯 醚 萜 苷 类 苦 味 成 分，如 龙 胆 苦 苷 （ｇｅｎｔｉｏｐｉｃｒｉｎ）、

当药苦苷 （ｓｗｅｒｔｉａｍａｒｉｎ）及当药苷 （ｓｗｅｒｏｓｉｄｅ），其中龙胆苦苷的含量最高。
【理化鉴别】　 （１）《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龙胆苦苷为对照品，进

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２）取粉末约２ｇ，加甲醇１０ｍｌ，冷浸过夜，滤过，取滤液点于硅胶ＧＦ２５４薄层板 上

使成带状，用氯仿－甲醇－水 （３０∶１０∶１）展开，取出，晾干。收集Ｒｆ值约为０４处的

紫红色带，加甲醇温浸１小时，振摇，取上清液，测定紫外光谱在２７０ｎｍ处有最大吸收

蜂。（检查龙胆苦苷）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龙

胆苦苷 （Ｃ１６Ｈ２０Ｏ９）不得少于１０％。
【附注】　伪品　鬼臼　为小檗科植物鬼臼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ｅｍｏｄｉＷａｌｌ．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Ｓｐｒａｇｕｅ的干燥根及根茎。根茎呈不规则块状，上端可见凹陷的茎痕。根圆柱形，表面棕

褐色，平坦或显纵皱纹。断面显粉性，白色，木部黄色。气微，味苦。
六角莲　为 小 檗 科 植 物 桃 儿 七Ｄｙｓｏｓｍａｐｌｅｉａｎｔｈａ （Ｈａｎｃｅ）Ｗｏｏｄｓ．的 干 燥 根 及 根

茎。根横切面显微特征可见皮层木化纤维众多，初生木质部五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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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艽

Ｒａｄｉｘ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ｅ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ｅ

　　 【来源】　为龙胆科植物秦艽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Ｐａｌｌ．、粗茎秦艽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ｒａｓ
ｓｉｃａｕｌｉｓＤｕｔｈｉｅｅｔＢｕｒｋ．、麻 花 秦 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 Ｍａｘｉｍ．或 小 秦 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Ｆｉｓｃｈ．的干燥根。前三种按性状不同分别习称 “秦艽”和 “麻花艽”，后一种习

称 “小秦艽”。
【性状鉴别】　药材　秦 艽　略 呈 圆 锥 形，上 粗 下 细，长１０～３０ｃｍ，直 径１～３ｃｍ。

表面灰黄色或棕黄色，有纵向或扭曲的纵皱纹。顶端有残存的茎基及纤维状叶鞘。质硬而

脆，易折断，切断面略显油性，皮部黄色或棕黄色，木部黄色。根茎中央有髓，髓部有时

枯朽状。气特殊，味苦而涩。
麻花艽　呈类圆锥形，多由数个小根纠聚而膨大，呈麻花状。长８～３０ｃｍ，直径可达

７ｃｍ。表面棕褐色，粗糙，有多数旋转扭曲的纹理及网状裂隙。质松脆，易折断，断面多

呈枯朽状。
小秦艽　呈类圆锥形或圆柱形，长８～１５ｃｍ，直径０２～１ｃｍ。主根通常一个，下部

多分枝。表面棕黄色。残存茎基有纤维状叶鞘。断面黄白色，气微，味苦涩。
以质实、色黄棕、气味浓厚者为佳。
饮片　秦艽　为不规则的圆形厚片。周边棕黄色或灰黄色，切面、气味同药材。

徐　长　卿

ＲａｄｉｘＣｙｎａｎｃｈｉ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ｉ

　　 【来源】　为萝科植物徐长卿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Ｂｇｅ．）Ｋｉｔａｇ．的干燥根及

根茎。
【性状鉴别】　药材　根茎呈不规则柱状，有盘节，长０５～３ｃｍ，直径２～４ｍｍ。有

的顶端带有残茎，细圆柱形，长约２ｃｍ，直径１～２ｍｍ，断面中空；根茎节处周围着生多

数细长的根。根呈细长圆柱形，弯曲，长１０～１６ｃｍ，直径１～１５ｍｍ。表面淡黄白色至

淡棕黄色，或棕色；具微细的纵皱纹，并有纤细的须根。质脆，易折断，断面粉性，切断

面皮部类白色或黄白色，形成层环淡棕色，木部细小。气香，味辛，有麻舌感。
以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小段，圆柱形。表面淡黄白色至淡棕黄色或棕色，切面、气味同药

材。
【成分】　含牡丹酚 （ｐａｅｏｎｏｌ）。

紫　　草

Ｒａｄｉｘ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Ｒａｄｉｘ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ｉ

　　【来源】　为紫草科植物新疆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 （Ｒｏｙｌｅ）Ｊｏｈｎｓｔ．、紫草Ｌｉｔｈｏ
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或内蒙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ｇｕｔｔａｔａＢｕｎｇｅ的干燥根。依

次称 “软紫草”、“硬紫草”、“内蒙紫草”。
【产地】　新疆紫草　主产于新疆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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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草　主产于东北、华北地区。全国大部分地区亦产。
内蒙紫草　主产于内蒙古、甘肃等省区。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采挖根部，除去泥土，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新疆紫草 （软紫草）　呈不规则的长圆柱形，多扭曲，长７～

２０ｃｍ，直径１～２５ｃｍ。顶端有的可见分歧的茎残基。表面紫红色或紫褐色，皮部疏松，
呈条形片状，常１０余层重叠，易剥落。体轻，质松软，易折断，断面不整齐，木部较小，
黄白色或黄色。气特异，味微苦、涩。

紫草 （硬紫草）　呈圆锥形，扭曲，有分枝，长７～１４ｃｍ，直径１～２ｃｍ。表面紫红

色或紫黑色，粗糙有纵纹，皮部薄，易剥离。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皮部深紫色，木部

较大，灰黄色。
内蒙紫草　呈圆锥形或圆柱形，扭曲。根头部略粗大，顶端有残茎一个或多个，被短

硬毛。表面紫红色或暗紫色，皮部略薄，常数 层 相 叠，易 剥 离。断 面 较 整 齐，皮 部 紫 红

色，木部较小，黄白色。气特异，味涩。
均以条粗大、色紫、皮厚者为佳。
饮片　新疆紫草片 （软紫草）　为不规则圆柱形切片或条形片状，表面紫红色或紫黑

色，切面皮部深紫色，木部较小，黄白色或黄色。
紫草片 （硬紫草）　为不规则的厚片，直径１～２ｃｍ，表面粗糙，周边紫红色或紫黑

色，切面皮部深紫色，木部较大，灰黄色。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新疆紫草　①木栓层将韧皮部、木质部层层分隔。②残留

的韧皮部较窄。③形成层不明显。④木质部导管多单个散在，少数相聚，成径向排列。⑤
木栓细胞及薄壁细胞均含紫色素。

紫草　①木栓层为多列木栓细胞，内含紫色物。②韧皮部有多数裂隙，裂隙附近的细

胞常木栓化。③形成层成环。④木质部发达，导管周围有纤维束。
内蒙紫草　韧皮部较宽，有裂隙。形成层不明显。
粉末　新疆紫草　深紫红色。气特异，味微苦、涩。①非腺毛单细胞，多碎断，基部

扩大成喇叭状，壁厚。②木栓细胞表面观呈多角形或圆多角形，棕色，其内充满紫红色色

素，遇水合氯醛液渐溶解。③薄壁细胞大多充满紫红色色素物，遇水合氯醛液溶解，细胞

显棕色，细胞界线不清楚。
紫草　与新疆紫草类似，但纤维管胞呈梭形，纹孔口斜裂缝状或人字形、十字形。薄

壁细胞有的壁稍厚，具单纹孔。
内蒙紫草　非腺毛单细胞，其上有稀疏的疣状突起，基部扩大呈漏斗状。
【成分】　紫草药材中均含有多种相似的萘醌类色素，并为紫草的有效成分。这些萘

醌类色素的 母 核 均 为 紫 草 素 （ｓｈｉｋｏｎｉｎ）。其 中 以β，β，－二 甲 基 丙 烯 酰 紫 草 素 （β，β，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ｒｙｌｓｈｉｋｏｎｉｎ），去氧紫草素，乙酰紫草素，β－乙酰氧基异戊酰阿卡宁为主要

成分。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０５ｇ，置试管中，将试管底部加热，生成红色气体，并

于试管壁凝结成红褐色油滴。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左旋紫草素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

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紫红色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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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本品含羟基萘

醌总色素以左旋紫草素 （Ｃ１６Ｈ１６Ｏ５）计算，不得少于０８０％。

丹　　参

ＲａｄｉｘＳａｌｖｉａｅ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ｅ

　　【来源】　为唇形科植物丹参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Ｂｇｅ．的干燥根及根茎。
【产地】　主产于四川、安徽、江苏及山东等省。主要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春、秋二季采挖，除去茎叶、泥沙、须根，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根茎短粗，顶端有 时 残 留 茎 基。根 数 条，长 圆 柱 形，略 弯 曲，

有的分枝并具须状细根，长１０～２０ｃｍ，直径０３～１ｃｍ。表面棕红色或暗棕红色，粗糙，
具纵皱纹。老根外皮疏松，多显紫棕色，常呈鳞片状剥落。质硬而脆，断面疏松，有裂隙

或略平整而致密，皮部棕红色，木部灰黄色或紫褐色，导管束黄白色，呈放射状排列。气

微，味微苦涩。
栽培品较粗壮，直径０５～１５ｃｍ。表面红棕色，具纵皱，外皮紧贴不易剥落，质坚

实，断面较平整，略呈角质样。
以条粗壮、色紫红者为佳。
饮片　丹参　为类圆形的厚片，直径０４～１ｃｍ，厚１～２ｍｍ。边缘呈波状凸凹，切

断面皮部暗红棕色，木部有黄白色的放射纹理，有多数裂隙。气味同药材。
酒丹参　形如丹参饮片，表面黄褐色，具酒香味。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４～６列细胞，有时可见落皮层组织存在。②皮层

狭。③韧皮部较宽广，呈半月形。④形成层成环，束间形成层不甚明显。⑤木质部８～１０
数束，呈放射状，导管在形成层处较多，呈切向排列，渐至中央导管呈单列。木质部纤维

常成束存在于中央的初生木质部。
【成分】　①脂 溶 性 菲 醌 色 素 类 化 合 物，如 丹 参 酮Ⅰ、ⅡＡ、ⅡＢ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Ⅰ、

ⅡＡ、ⅡＢ），隐丹参酮 （ｃｒｙｐｔｏ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等及其异构体。②水溶性的酚酸类成分，如原

儿茶醛，丹参酸 （ｓａｌｖｉａｎｉｃａｃｉｄ）Ａ、Ｂ、Ｃ，丹酚酸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Ｂ、Ｃ、Ｄ、Ｅ、

Ｆ、Ｇ，醚迭香酸 （ｒｏｓｍａｒｉｎｉｃａｃｉｄ）等。
隐丹参酮是抗菌的主要有效成分。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粉末５ｇ，加水５０ｍｌ，煮沸１５～２０分钟，放冷，滤过，滤

液置水浴上浓缩至黏稠状，放冷后，加乙醇３～５ｍｌ使溶解，滤过，滤液做如下试验：

①取滤液数滴，点于滤纸条上，干后，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亮蓝灰色荧

光。将此滤纸 条 悬 挂 在 浓 氨 溶 液 瓶 中 （不 接 触 液 面），２０分 钟 后 取 出，置 紫 外 光 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淡亮蓝绿色荧光。

②取滤液０５ｍｌ，加三氯化铁试液１～２滴，显污绿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丹参对照药材和丹参酮ⅡＡ 为对照品，

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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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暗红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丹

参酮ⅡＡ （Ｃ１９Ｈ１８Ｏ３）不得少于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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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芩

Ｒａｄｉｘ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ｅ

【来源】　为唇形科植物黄芩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采挖，除去须根及泥沙，晒至半干，撞去粗皮，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锥形，扭曲，长８～２５ｃｍ，直径１～３ｃｍ。顶端有茎痕或残

留的茎基，表面棕黄色或深黄色，有稀疏的疣状细根痕，上部较粗糙，有扭曲的纵皱或不

规则的网纹，下部有顺纹和细皱。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黄色，中心红棕色；老根中心

枯朽状或中空，呈暗棕色或棕黑色。气微，味苦。
以条长、质坚实、色黄者为佳。
饮片　黄芩片　本品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薄片，外表皮黄棕色至棕褐色，中心部分有

的呈棕色，切面黄棕色或黄绿色，具有放射状纹理。气微，味苦。
酒黄芩　形如黄芩片，外表皮棕褐色，切面黄棕色，具放射状纹理，黄棕色，略带焦

斑，微具酒气。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多除去或残留数列，偶有石细胞散在。②栓内层

狭窄。③韧皮部有多数石细胞与韧皮纤维，单个或成群散在，石细胞多分布于外侧，韧皮

纤维多分布于内侧。④形成层多成环。⑤木质部在老根中央有栓化细胞环，栓化细胞有单

环的，有成数个同心环的。⑥薄壁细胞中含有淀粉粒。
粉末　黄色。气微，味苦。①韧皮纤维单个散在或数个成束，梭形，长６０～２５０μｍ，

直径９～３３μｍ，壁厚，孔沟明显。②石细胞类圆形、长圆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壁厚，
孔沟有时分叉。③木栓细胞多角形，棕黄色。④网纹导管多见。⑤木纤维多碎断，直径约

１２μｍ，有稀疏的斜纹孔。⑥淀粉粒甚多，单粒类球形，直径２～１０μｍ，脐点明显，复粒

由２～３分粒组成。
【成分】　含多种黄酮类衍生物，如黄芩苷 （ｂａｉｃａｌｉｎ）、汉黄芩苷 （ｗｏｇｏｎｏｓｉｄｅ）、黄

芩素、汉黄芩素、木蝴蝶苷等。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２ｇ，置锥形瓶中，加乙醇２０ｍｌ，置水浴上回流１５分钟，

滤过。取滤液１ｍｌ，加１０％醋酸铅试液２～３滴，即发生橘黄色沉淀；另取滤液１ｍｌ，加

镁粉少量与盐酸３～４滴，显红色。（黄酮反应）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黄芩对照药材和黄芩苷为对照品，进行

薄层色谱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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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暗绿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按干燥品

计算，药材黄芩含黄芩苷 （Ｃ２１Ｈ１８Ｏ１１）不 得 少 于９０％；黄 芩 片 含 黄 芩 苷 （Ｃ２１Ｈ１８Ｏ１１）
不得少于８０％；酒黄芩含黄芩苷 （Ｃ２１Ｈ１８Ｏ１１）不得少于８０％。

玄　　参

Ｒａｄｉｘ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ｅ

　　【来源】　为玄参科植物玄参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ｎｉｎｇｐｏｅｎｓｉｓＨｅｍｓｌ．的干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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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主产于浙江省。四川、湖北、江苏等省亦产。多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冬季茎叶枯萎时采挖根。除去根茎、幼芽 （供留种栽培用）、须根及泥

沙，晒或烘至半干，堆放发汗至内部变黑色，再晒干或烘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类圆柱形，中部略粗或上粗下细，有的微弯似羊角状，长６～

２０ｃｍ，直径１～３ｃｍ。表面灰黄色或灰褐色，有不规则的纵沟、横向皮孔及稀疏的横裂纹

和须根痕。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略平坦，黑色，微有光泽。气特异似焦糖，味甘、微

苦。
以条粗壮、坚实、断面乌黑色者为佳。
饮片　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薄片，直径１～３ｃｍ。切面黑褐色，油润柔软，周边皱缩。

气味同药材。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后生皮层细胞棕黄色，呈不规则长方形，微木栓化。②

皮层较宽，石细胞单个散在，或２～５个成群，多角形、类圆形或类方形，壁较厚，层纹

明显。③韧皮射线多裂隙。④形成层成环。⑤木质部射线宽，多裂隙；导管少数，类多角

形，伴有少量纤维。⑥薄壁细胞含核状物。
粉末　灰棕色。气特异似焦糖，味甘、微苦。①石细胞较多，大多散在或２～５成群，

形状不一，壁厚５～２６μｍ，胞腔较大。②薄壁组织碎片甚多，细胞内含深色核 状 物。③
木纤维细长，壁微木化。④网纹与孔纹导管均可见。

【成分】　①玄参素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ｎ）。②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如哈帕苷 （ｈａｒｐａｇｓｉｄｅ）、
哈巴俄苷 （ｈａｒｐａｇｏｓｉｄｅ）等。③另含Ｌ－天冬酰胺、生物碱等多种成分。

环烯醚萜苷类成分是使药材加工后内部能变乌黑色的成分。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玄参对照药材为对照品，进

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两个红色

主斑点。

地　　黄

Ｒａｄｉｘ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ｅ

　　【来源】　为玄参科植物地黄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Ｌｉｂｏｓｃｈ．的新鲜或干燥块根。
【产地】　主产于河南省武陟、温县、博爱等县。
【采收加工】　秋季采挖，除去芦头、须根及泥沙，洗净，鲜用者习称 “鲜地黄”。将

鲜生地缓缓烘焙，至内部变黑，约八成干，捏成团块，习称 “生地黄”。
【性状鉴别】　药材　鲜 生 地　呈 纺 锤 形 或 条 状，长８～２４ｃｍ，直 径２～９ｃｍ。外 皮

薄，表面浅红黄色，具弯曲的纵皱纹、横长皮孔以及不规则疤痕。肉质，易断，断面皮部

淡黄白色，可见橘红色油点。木部黄白色，中部有放射状纹理。气微，味微甜、微苦。
生地黄　多呈不规则的团块状或长圆形，中间膨大，两端稍细，有的细小，长条形，

稍扁而扭曲，长６～１２ｃｍ，直径３～６ｃｍ。表面棕黑色或棕灰色，极皱缩，具不规则横曲

纹。体重，质较软而韧，不易折断，断面棕黑色或乌黑色，有光泽，具黏性。无臭，味微

甜。
鲜生地以粗壮、色红黄者为佳。生地黄以块大、体重、断面乌黑色者为佳。
饮片　生地黄　为不规则类圆形厚片，切面棕黑色或乌黑色，有光泽，油润黏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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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隐现菊花心纹理，周边灰黑色或棕灰色，皱缩。质柔软，坚实。无臭，味微甜。
熟地黄　形如生地黄片，表面乌黑发亮，质滋润而柔软，易粘连。味甜或微有酒气。
【显微鉴别】　块根横切面　鲜地黄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 细 胞 排 列 疏 松，

散有多数分泌细胞，含橘黄色油滴，偶有石细胞。③韧皮部较宽，分泌细胞较少。④形成

层成环。⑤木质部射线较宽，导管稀疏，排列成放射状。
粉末　生地黄　深棕色。无臭，味微甜。①木栓细胞淡棕色，断面观类长方形，排列

整齐。②薄壁细胞类圆形，内含类圆形细胞核。分泌细胞与一般的薄壁细胞相似，内含橙

黄色或橙红色油滴状物。③具缘纹孔及网纹导管直径约至９２μｍ。
【成分】　鲜地黄　①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如梓醇 （ｃａｔａｌｐｏｌ）、益母草苷、二氢梓

醇、桃叶珊瑚苷及地黄苷 Ａ、Ｂ、Ｃ、Ｄ等。②多 种 糖 类，如 水 苏 糖 及 地 黄 多 糖ＲＰＳ－ｂ
等。ＲＰＳ－ｂ是地黄中兼具免疫与抑瘤活性的有效成分。③含有多种氨基酸等。

环烯醚萜苷类成分为主要活性成分，也是使地黄变黑的成分。
生地黄　主含环烯醚萜及其苷，如梓醇、桃叶珊瑚苷和地黄苷Ａ、Ｂ、Ｃ、Ｄ，尚含地

黄素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ｎ）Ａ、Ｂ、Ｃ、Ｄ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梓醇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

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用冷浸法测定，水浸出物不得少

于６５０％。

胡　黄　连

ＲｈｉｚｏｍａＰｉｃｒｏｒｈｉｚａｅ

　　【来源】　为玄参科植物胡黄连Ｐｉｃｒｏｒｈｉｚａ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ｉｆｌｏｒａＰｅｎｎｅｌｌ的干燥根茎。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圆 柱 形，略 弯 曲，有 的 有 分 枝，长３～１２ｃｍ，直 径０３～

１ｃｍ。表面灰棕色至暗棕色，粗糙，有较密的环状节，具稍隆起的芽痕或根痕，上端密被

暗棕色鳞片状的叶柄残基。体轻，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略平坦，横切面淡棕色至暗棕

色，木部有４～１０个类白色小点排列成环，中央灰黑色 （髓部）。气微，味极苦。
以条粗、质脆、苦味浓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圆形薄片，周边深棕褐色，切面、气味同药材。
【成分】　①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如胡黄连苷Ⅰ、Ⅱ、Ⅲ （ｐｉｃｒｏｓｉｄｅⅠ、Ⅱ、Ⅲ）。②

含游离有机酸类成分，如香草酸、桂皮酸、阿魏酸等。

巴　戟　天

ＲａｄｉｘＭｏｒｉｎｄａｅ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来源】　为茜草科植物巴戟天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
【采收加工】　全年均可采挖，除去须根 及 泥 土，洗 净，晒 至 六 七 成 干，轻 轻 捶 扁，

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为扁圆柱形，略弯曲，长短不等，直径０５～２ｃｍ。表面灰黄色

或暗灰色，具纵纹及横裂纹，有的外皮横向断离露出木部，形似连珠。质坚韧，断面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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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紫色或淡紫色，易与木部剥离；木部坚硬，黄棕色或黄白色，直径１～５ｍｍ。无臭，
味甘而微涩。

以条大、肥壮、连珠状、肉厚、色紫者为佳。
饮片　巴戟肉　为除去木心的巴戟天小段或不规则碎片，切面紫色或淡紫色，周边灰

黄色。质坚，肉厚。味甘微涩。
盐巴戟天　形同巴戟肉，味微咸。
制巴戟天　形同巴戟肉，表面黄色，味甘。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数列细胞。②皮层外侧石细胞单个或数个成群，

断续排列成环；薄壁细胞含草酸钙针晶束，切向排列。③韧皮部宽广，内侧薄壁细胞含草

酸钙针晶束，轴向排列。④形成层明显。⑤木质部导管单个散在或２～３个相聚，呈放射

状排列，直径至１０５μｍ；木纤维较发达；木射线宽１～３列细胞；偶见非木化的木薄壁细

胞群。
粉末　淡紫色或紫褐色。无臭，味甘而微涩。①石细胞淡黄色，类圆形、类方形、类

长方形、长条形或不规则形，有的一端尖，有的层纹明显，纹孔及孔沟明显，有的石细胞

形大，壁稍厚。②草酸钙针晶多成束存在于薄壁细胞中，针晶长至１８４μｍ。③具 缘 纹 孔

导管淡黄色，纹孔细密。④纤维管胞长梭形，具缘纹孔较大，纹孔口斜缝状或相交成人字

形、十字形。
【成分】　①蒽醌类化合物，如甲基异茜草素 （ｒｕｂｉａｄｉｎ）、甲基异茜草素－１－甲醚、

大黄素－甲醚等。②植物甾醇。③树脂和多种氨基酸成分等。
【附注】　伪品　建巴戟　为茜草科植物羊角藤Ｍｏｒｉｎｄａ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Ｌ．的根。横切面

显微特征，韧皮部石细胞散在，木质部薄壁细胞全部木化。
香巴戟　为 木 兰 科 植 物 铁 箍 散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Ｗａｌｌ．）Ｂａｉｌｌ．ｖａ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的根及茎藤。呈圆柱形，表面红棕色或棕褐色，有纵皱纹，木质部占８０％以上。显

微特征，淀粉粒众多，嵌晶纤维较多，并有黏液质块。
假巴 戟　为 茜 草 科 植 物 假 巴 戟 Ｍｏｒｉｎｄａ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ｅｎｓｉｓＣ．Ｙ．ＣｈｅｎｅｔＭ．Ｓ．

Ｈｕａｎｇ的根。不呈念珠状，根皮菲薄、松脆，揉之易落。木心粗，约占根直径的８０％。

茜　　草

ＲａｄｉｘＲｕｂｉａｅ

　　【来源】　为茜草科植物茜草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的干燥根及根茎。
【性状鉴别】　药材　根茎呈结节状，下部着生多条细长的根。根常弯曲或扭曲，长

１０～２５ｃｍ，直径０２～ｌｃｍ；表面红棕色或棕色，具细纵皱纹及少数细根痕；皮部易剥落，
露出黄红色木部。质脆，易折断，断面平坦，横切面皮部窄，紫红色，木部宽广，浅黄红

色，可见多数小孔。气微，味微苦。
以条粗、表面红棕色、断面红黄色、无茎基及泥土者为佳。
饮片　茜草　为不规则的厚片或小段。切面、气味同药材。
茜草炭　形同茜草段或片，唯表面焦黑，内部棕褐色。
【成分】　①蒽醌类衍生物，如茜草素 （ａｌｉｚａｒｉｎ）、羟基茜草素 （ｐｕｒｐｕｒｉｎ）、异茜草素

等。②萘醌类衍生物，如大叶茜草素 （ｍｏｌｌｕｇｉｎ，ｒｕｂｉｍａｉｌｌｉｎ）、２－氨基甲酰基－３－甲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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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１，４－萘醌等。

续　　断

ＲａｄｉｘＤｉｐｓａｃｉ

　　 【来源】　为川续断科植物川续断ＤｉｐｓａｃｕｓａｓｐｅｒｏｉｄｅｓＣ．Ｙ．ＣｈｅｎｇｅｔＴ．Ｍ．Ａｉ
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长 圆 柱 形，略 扁，有 的 微 弯 曲，长５～１５ｃｍ，直 径０５～
２ｃｍ。表面灰褐色或黄褐色，有稍扭曲或明显扭曲的纵皱及沟纹，可见横裂的皮孔及少数

须根痕。质软，久置干燥后变硬，易折断，断面不平坦，横切面外缘褐色或淡褐色，皮部

墨绿色或棕色，形成层部位多有深色环，木部黄褐色，导管束呈放射状排列。气微香，味

苦、微甜而后涩。
以条粗、质软、断面带墨绿色者为佳。
饮片　续断片　呈类圆形或椭圆形。切面、气味同药材。
酒续断　形同续断片，表面微黑色或灰褐色，略有酒气。
盐续断　形同续断片，表面黑褐色，味微咸。

天　花　粉

Ｒａｄｉｘ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ｉｓ

　　【来源】　为 葫 芦 科 植 物 栝 楼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Ｍａｘｉｍ．或 双 边 栝 楼Ｔｒｉｃｈｏ
ｓａｎｔｈｅｓ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Ｈａｒｍｓ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材　栝楼　呈不规则圆柱形，纺锤形或瓣块状，长８～１６ｃｍ，直径

１５～５５ｃｍ。外皮多已除去，表面黄白色或淡棕黄色，有纵皱纹及横长的皮孔；有的有

黄棕色外皮残留。质坚实，断面白色或淡黄色，富粉性，可 见 黄 色 小 孔，略 呈 放 射 状 排

列，纵切面可见黄色筋脉纹。气微，味微苦。
双边栝楼　去皮者浅灰黄色，断面淡灰黄色，粉性稍差；具皮者显灰棕色，有网状皱

纹。
以色白、质坚实、粉性足者为佳。
饮片　为类圆形厚片。切面白色或淡黄色，富粉性，有黄色的筋脉点，略呈放射状排

列。周边黄白色或淡棕色。质坚，细腻。气微，味微苦。
【成分】　①含多糖类成分，如栝楼多糖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Ａ、Ｂ、Ｃ、Ｄ、Ｅ，具有降血糖

作用。②含一种蛋白质，名 “天花粉蛋白”（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ｉｎ）。新鲜天花粉根中的蛋白质制

成针剂，用于中期妊娠引产，对于恶性葡萄胎和绒癌有效。③另含多种氨基酸等。

桔　　梗

Ｒａｄｉｘ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ｉｓ

　　【来源】　为桔梗科植物桔梗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Ｊａｃｑ．）Ａ．ＤＣ．的干燥根。
【产地】　全国大部分地区均产，以东北、华北产量较大，华东地区质量较好。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采挖，去净泥土、须根，趁鲜刮去外皮或不去外皮，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柱形或略呈纺锤形，下部渐细，有的有分枝，略扭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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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ｃｍ，直径０７～２ｃｍ，顶端有较短的根茎 （芦头），其上有数个半月形的茎痕。表面

白色或淡黄白色，不去外皮的表面黄棕色至灰棕色，具纵扭皱沟，并有横长的皮孔样斑痕

及支根痕，上部有横纹。质硬脆，易折断，折断面不平坦，横切面可见放射状裂隙，皮部

类白色，形成层环棕色，木质部淡黄色。气微、味微甜后稍苦。
以根肥大、色白、质坚实、味苦者为佳。
饮片　本品为斜椭圆形或不规则薄片，外皮多已除 去 或 偶 有 残 留。切 面、气 味 同 药

材。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①木栓细胞有时残存，不去外皮者有栓皮层，细胞中偶含

草酸钙小棱晶。②皮层窄，常见裂隙。③韧皮部乳管群散在，壁略厚，内含细颗粒状黄棕

色物质。④形成层成环。⑤木质部导管单个散在或数个相聚，呈放射状排列。⑥薄壁细胞

含菊糖。
粉末　黄白色。气微，味微甜后稍苦。①菊糖众多 （乙醇装片），呈扇形或类圆形的

结晶。②乳管常互相连接，直径１４～２５μｍ，管中含黄色油滴样颗粒状物。③具梯纹、网

纹导管，少有具缘纹孔导管。
【成分】　①含 多 种 皂 苷 类 成 分，如 桔 梗 皂 苷 Ａ、Ｃ、Ｄ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ｉｎＡ、Ｃ、Ｄ）等。

如混合皂苷经完全水解产生桔梗皂苷元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ｉｇｅｎｉｎ）、远志酸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ｉｃａｃｉｄ）以及

少量桔梗酸Ａ、Ｃ、Ｄ。②含甾醇类化合物等。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０５ｇ，加水１０ｍｌ，于水浴中加热１０分钟，放冷，取上清

液，置带塞试管中，用力振摇，产生持久性泡沫。（检查皂苷）
（２）取本品粉末１ｇ，加甲醇１０ｍｌ，于水浴上加热回流３０分钟，过滤。滤液置蒸发皿

中，于水浴上蒸干，加醋酸２ｍｌ溶解，倾上清液于干燥试管中，沿管壁加入硫酸１ｍｌ，接

界面呈棕红色环，上层由蓝色立即变为污绿色。（检查皂苷及植物甾醇）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用重量法测定，药材含总皂苷不得少于

６０％；饮片含总皂苷不得少于５５％。

党　　参

Ｒａｄｉｘ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来 源】　为 桔 梗 科 植 物 党 参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 （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素 花 党 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 Ｎａｎｎｆ．ｖａｒ．ｍｏｄｅｓｔａ （Ｎａｎｎｆ．）Ｌ．Ｔ．Ｓｈｅｎ或 川 党 参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ｔａｎｇｓｈｅｎＯｌｉｖ．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及东北各地。
【采收加工】　秋 季 采 挖，除 去 地 上 部 分 及 须 根，洗 净 泥 土，晒 至 半 干，反 复 搓 揉

３～４次，晒至七八成干时，捆成小把，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党 参　呈 长 圆 柱 形，稍 弯 曲，长１０～３５ｃｍ，直 径０４～２ｃｍ。

表面黄棕色至灰棕色，根头部有多数疣状突起的茎痕及芽，习称 “狮子盘头”；每个茎痕

的顶端呈凹下的圆点状，根头下有致密的环状横纹，向下渐稀疏，有的达全长的一半，栽

培品环状横纹少或无；全体有纵皱纹及散在的横长皮孔，支根断落处常有黑褐色胶状物。
质稍硬或略带韧性，断面稍平坦，有裂隙或放射状纹理，皮部淡黄白色至淡棕色，木部淡

黄色。有特殊香气，味微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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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花党参 （西党参）　长１０～３５ｃｍ，直径０５～２５ｃｍ。表面黄白色至灰黄色，根头

下致密的环状横纹常达全长的一半以上。断面裂隙较多，皮部灰白色至淡棕色，木部淡黄

色，较小。
川党参　长１０～４５ｃｍ，直 径０５～２ｃｍ。表 面 灰 黄 色 至 黄 棕 色，有 明 显 不 规 则 的 纵

沟。质较柔而结实，断面裂隙较少，皮部黄白色，木部淡黄色。
均以条粗大、质柔润、气味浓、嚼之无渣者为佳。
饮片　为横切 的 厚 片，厚２～４ｍｍ。切 面 皮 部 占 根 的 大 部 分，类 白 色，形 成 层 环 明

显，棕色，木部淡黄色，有较多的裂隙，形成 “菊花纹”。气香，味微甜。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党参　①木栓细胞数列至十数列，外侧有石细胞，单个或

成群。②皮层窄。③韧皮部宽广，外侧常现裂隙，散有淡黄色乳管群，并常与筛管群交互

排列。④形成层成环。⑤木质部导管单个散在或数个相聚，呈放射状排列。⑥薄壁细胞内

含菊糖及少量淀粉粒。
素花党参　与党参相似。木栓层外侧有较厚的木栓石细胞环带，厚约至１２列；韧皮

部发达，约占半径的２／３；木质部小，导管大小不一，常径向排列，似年轮状。薄壁细胞

充满淀粉粒及少量菊糖。
川党参　木栓细胞壁有的稍厚，具纹孔，木栓石细胞数列排成断续的环带，有的嵌于

木栓细胞间。薄壁细胞充满淀粉粒，多为复粒；菊糖存在于裂隙及导管中。
粉末　党参　淡黄色。有特殊香气，味微甜。①淀粉粒 类 球 形，直 径３～２５μｍ，脐

点呈星状或裂缝状。②石细胞呈方形、长方形或多角形，壁不甚 厚。③节 状 乳 管 碎 片 甚

多，含淡黄色颗粒状物，直径１６～２４μｍ。④网纹导管易见。⑤可见菊糖。
【成分】　①糖类成分，如菊糖 （ｉｎｕｌｉｎ）、果糖 （ｆｕｒｃｔｏｓｅ）、党参酸性多糖。②皂苷

类成分，如 党 参 苷 （ｔａｎｇｓｈｅｎｏｓｉｄｅ）Ⅰ、丁 香 苷 等。③三 萜 类 化 合 物，如 蒲 公 英 萜 醇

（ｔａｒａｘｅｒｏｌ）、蒲公英萜醇乙酸酯、木栓酮等。④另含微量生物碱，植物甾醇，多种人体必

需的氨基酸及无机元素。
【理化鉴别】　取粉末１ｇ，置带塞三角瓶中，加乙醚１０ｍｌ，密塞，振摇数分钟，冷浸

１小时，滤过。滤液置蒸发皿中，挥去乙醚，残渣加１ｍｌ醋酐溶解，倾取上清液于干燥试

管中，沿管壁加硫酸１ｍｌ，两液接界面呈棕色环，上层蓝色立即变为污绿色。（检查皂苷

及植物甾醇）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用热浸法测定，４５％乙醇浸出物

不得少于５５０％。

南　沙　参

Ｒａｄｉｘ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ｅ

　　【来源】　为桔梗科植物轮叶沙参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ａ （Ｔｈｕｎｂ．）Ｆｉｓｃｈ．或沙参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ｓｔｒｉｃｔａＭｉｑ．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锥形或圆柱形，略弯曲，长７～２７ｃｍ，直径０８～３ｃｍ。表

面黄白色或淡棕黄色，凹陷处常有残留粗皮，上部多有深陷横纹，呈断续的环纹，下部有

纵纹及纵沟。顶端具１或２个根茎。体轻，质松泡，易折断，断面不平坦，黄白色，多裂

隙。无臭，味微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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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粗细均匀、肥壮、色白者为佳。
饮片　为圆形或类圆形厚片。切面黄白色或类白色，有多数不规则裂隙，呈花纹状；

周边淡棕黄色，皱缩。质轻。无臭，味微甘。
【成分】　轮叶沙参　含三萜类皂苷、蒲公英萜酮等。
杏叶沙参　含皂苷、香豆素 （花椒毒素，ｘａｎｔｈｏｔｏｘｉｎ）等。

木　　香

Ｒａｄｉｘ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ｅ

　　【来源】　为菊科植物木香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ｌａｐｐａＤｅｃｎｅ．的干燥根。
【产地】　主产于云南省。四川、西藏亦产。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秋、冬两季采挖２～３年生的根，除去茎叶、须根及泥土，切段或纵剖

为瓣，晒干或风干，撞去粗皮。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圆 柱 形、半 圆 柱 形 或 枯 骨 形，长 约５～１０ｃｍ，直 径０５～

５ｃｍ。表面黄棕色至灰褐色，有明显 的 皱 纹、纵 沟 及 侧 根 痕。质 坚 实，体 重，不 易 折 断，
断面灰褐色至暗褐色，周边灰黄色或浅棕黄色，形成层环棕色，有放射状纹理及散在的褐

色点状油室。气香特异，味微苦。
以质坚实、香气浓、油性大者为佳。
饮片　木香　本品为类圆形厚片，直径１５～３０ｃｍ。表面显灰褐色或棕黄色，中部有

明显菊花心状的放射纹理，间有暗褐色或灰褐色环纹，褐色油点散在，周边外皮显黄棕色

至灰褐色，有纵皱纹。质坚。有特异香气，味苦。
煨木香　形如木香，棕黄色，气微香。
【显微鉴别】　粉末　黄棕色，气香，味苦。①菊糖多见，表面现放射状纹理。②木

纤维多成束，长梭状，直径１６～２４μｍ，纹孔及孔沟明显。③网纹导管多见，亦有具缘纹

孔导管，直径３０～９０μｍ。④木栓细胞黄棕色，多角形。⑤油室碎片淡黄色，细胞内含黄

色或棕色分泌物。
【成分】　①挥发油，油中主成 分 为 木 香 内 酯 （ｃｏｓｔｕｓｌａｃｔｏｎｅ）、去 氢 木 香 内 酯 （ｄｅ

ｈｙｄｒｏｃｏｓｔｕｓｌａｃｔｏｎｅ）、木香烃内酯 （ｃｏｓｔｕｎｏｌｉｄｅ）、二 氢 木 香 内 酯、α－木 香 酸、α－木 香

醇等。②菊糖。③木香碱 （ｓａｕｓｓｕｒｉｎｅ）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去氢木香内酯、木香烃内酯

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

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按干

燥品计算，含木香烃内酯 （Ｃ１５Ｈ２０Ｏ２）不得少于０６０％。

川　木　香

Ｒａｄｉｘ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ｉａｅ

　　 【来 源】　为 菊 科 植 物 川 木 香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ｉａｓｏｕｌｉｅｉ （Ｆｒａｎｃｈ．）Ｌｉｎｇ或 灰 毛 川 木 香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ｉａｓｏｕｌｉｅｉ（Ｆｒａｎｃｈ．）Ｌｉｎｇｖａｒ．ｃｉｎｅｒｅａＬｉｎｇ的干燥根。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柱形 或 有 纵 槽 的 半 圆 柱 形，稍 弯 曲，长１０～３０ｃｍ，直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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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ｃｍ。表面黄褐色或棕褐色，具纵皱纹，外皮脱落处可见丝瓜络状细筋脉；根头偶有

黑色发黏的胶状物，习称 “油头”。体较轻，质硬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或黄色，有深

黄色稀疏油点及裂隙，木部宽广，有放射状纹理；有的中心呈枯朽状。气微香，味苦，嚼

之粘牙。
以条粗、质硬、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川木香　为类圆形厚片，直径１～３ｃｍ。切面黄白色，散有棕黄色稀疏油点及

裂隙，有的中心呈枯朽状，木部显菊花形放射状纹理，周边有一明显的环纹；外皮黄褐色

或棕褐色。气微香，味苦。
煨川木香　形如川木香，棕黄色，气微香。
【成分】　①含挥发油，油中主含川木香内酯。②菊糖。

白　　术

Ｒｈｉｚｏｍａ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ｉ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ｅ

　　【来源】　为菊科植物白术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Ｋｏｉｄｚ．的干燥根茎。
【产地】　主产于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多为栽培。
【采收加工】　冬季下部叶枯黄、上部叶变脆时，挖取２～３年生的根茎，除去茎叶及

细根，烘干，称烘术；晒干，称晒术。
【性状鉴别】　药材　呈不规则的肥厚团块，长３～１３ｃｍ，直径１５～７ｃｍ。表面灰黄

色或灰棕色，有不规则的瘤状突起和断续的纵皱和沟纹，并有须根痕，顶端有残留茎基和

芽痕。质坚硬，不易折断，断面不平坦，黄白色至淡棕色，有棕黄色的油点散在；烘术断

面角质样，色较深或有裂隙。气清香，味甘、微辛，嚼之略带黏性。
以个大、质坚实、断面黄色、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白术　为不规则厚片。切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粗糙不平，中间色较深，有放

射状纹理和棕色小点；周边灰棕色或灰黄色，有皱纹和瘤状突起。质坚实。气清香，味甘

微辛。
土白术　形如白术片，表面杏黄土色，附有细土末。
炒白术　形如白术片，表面黄棕 色 或 棕 褐 色，偶 见 焦 斑。质 坚 硬。有 焦 香 气，味 微

甜。
【显微鉴别】　根茎横切面　①木栓层为数列扁平细胞，其内侧常夹有断续的石细胞

环。②皮层、韧皮部及木射线中有大型油室散在，油室圆形至长圆形，长径１８０～３４０ｃｍ，
短径１３５～１８０ｃｍ。③形成层环明显。④导管群放射状排列，中部和内侧有纤维束围绕导

管。⑤中央有髓部。⑥薄壁细胞中含菊糖及草酸钙针晶。
粉末　淡黄棕色。气清香，味甘、微辛，嚼之略带黏性。①草酸钙针晶细小，长１０～

３２μｍ，不规则地聚集于薄壁细胞中，少数针晶直径至４μｍ。②纤维黄色，大多成束，长

梭形，直径约至４０μｍ ，壁甚厚，木化，孔沟明显。③石细胞淡黄色，类圆形、多角形、
长方形或少数纺锤形，直径３７～６４μｍ，胞腔明显，有不规则孔沟。④薄壁细胞 含 菊 糖，
表面显放射状纹理。⑤导管分子较短小，为网纹及具缘纹孔，直径至４８μｍ。

【成分】　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苍术酮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ｎｅ）、白术内酯Ａ、白术内酯

Ｂ、３－β－乙酰氧基苍术酮等多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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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鉴别】　取粗粉２ｇ，置１００ｍｌ具塞锥形瓶中，加乙醚２０ｍｌ，连续振摇１０分钟，
滤过，滤液分别作以下试验：

（１）取滤液１０ｍｌ，挥干后加１０％香草醛的硫酸溶液，显紫色。（检查挥发油）
（２）取滤液２ｍｌ，置蒸发皿中，待乙醚挥散后，加含５％对二甲氨基苯甲醛的１０％硫

酸溶液１ｍｌ，显玫瑰红色，再于１００℃烘５分钟变紫色。
（３）取滤液１滴，点于滤纸上，挥干，喷洒１％香草醛硫酸溶液，显桃红色。（检查苍

术酮）
（４）《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白术对照药材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

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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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有一相

同的桃红色主斑点 （苍术酮）。
【检查】　色度　精密称取本品最粗粉２ｇ，置具塞烧瓶中，加５５％乙醇５ｍｌ，用稀盐

酸调节ｐＨ值至２～３，连 续 振 摇１小 时，离 心 （每 分 钟４０００转）１５分 钟，吸 取 上 清 液

１０ｍｌ，置比色管中，与同量的对照液 （取比色用三氯化铁液５ｍｌ，加比色用氯化钴液３ｍｌ
与比色用硫酸铜液０６ｍｌ，用水稀释至１０ｍｌ制成），同置白纸上，自上面透视，显色不得

较深。

苍　　术

Ｒｈｉｚｏｍａ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ｉｓ

　　【来源】　为菊科植 物 茅 苍 术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ｌａｎｃｅａ （Ｔｈｕｎｂ．）ＤＣ．或 北 苍 术Ａｔｒａｃ
ｔｙｌｏｄ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ＤＣ．）Ｋｏｉｄｚ．的干燥根茎。

【产地】　茅苍术　主产于江苏、湖北、河南等省。
北苍术　主产于华北及西北地区。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挖取根茎，除去茎、叶、细根、泥土，晒干，撞去须根。
【性状鉴别】　药材　茅苍术　呈不规则连珠状或结节状圆柱形，略弯曲，偶有分枝，

长３～１０ｃｍ，直径１～２ｃｍ。表面灰棕色，有皱纹、横曲纹及残留的须根，顶端具茎痕或

残留的茎基。质坚实，断面黄白色或灰白色，散有多数橙黄色或棕红色油点，习称 “朱砂

点”，暴露稍久，常可析出白色细针状结晶，习称 “起霜”。气香特异，味微甘、辛、苦。
北苍术　呈疙瘩块状或结节状圆柱形，长４～９ｃｍ。直径１～４ｃｍ。表面黑棕色，除去

外皮者黄棕色。质较疏松，断面散有黄棕色油点，无白毛状结晶析出。香气较淡，味辛、
苦。

均以个大、质坚实、断面朱砂点多、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苍术　为不规则的厚片，边缘不整齐。切面黄白色或灰白色，散有多数橙黄色

或棕红色的油点 （朱砂点），有的有白色细针状结晶 （习称 “起霜”）；周边灰棕色，质坚

实。气香特异，味辛、苦。
麸炒苍术　形如苍术片，表面深黄色或焦黄色，有香气。
【显微鉴别】　根茎横切面　茅苍术　①木栓层厚１０～４０层木栓细胞，其间夹有石细

胞带１至数条不等，每一石细胞带约由２～３层类长方形的石细胞组成。②皮层宽广，其

间散有大型油室，长径２２５～８１０μｍ，短径１３５～４５０μｍ。③韧皮部狭小。④形成层成环。

⑤木质部内侧有纤维束，和导管群相间排列。⑥射线较宽，中央为髓部，射线和髓部均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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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油室。⑦薄壁细胞含有菊糖和细小的草酸钙针晶。
北苍术　皮层有纤维束，木质部纤维束较大，和导管群相间排列。
粉末　茅 苍 术　棕 色。气 香 特 异，味 微 甘、辛、苦。①草 酸 钙 针 晶 较 小，长５～

３０μｍ，不规则地充塞于薄壁细 胞 中。②石 细 胞 单 个 或 成 群，类 圆 形、长 方 形 或 多 角 形，
淡黄色或黄色，直径２０～８０μｍ，壁极厚，木化，纹孔或孔沟明显，常和木栓细胞连在一

起。③导管节较短，主为网纹，也有具缘纹孔。④纤维大多成束，长梭状，壁极厚，胞腔

较窄，有的一端钝圆。⑤油室碎片多见。⑥菊糖结晶成扇状或块 状，表 面 常 现 放 射 状 纹

理。
【成分】　茅苍术根茎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茅术醇 （ｈｉｎｅｓｏｌ）、β－桉油醇 （β－

ｅｕｄｅｓｍｏｌ）、苍术素及苍术酮等。
北苍术根茎中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茅术醇、β－桉油醇、苍术素及苍术酮等。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１ｇ，加乙醚５ｍｌ，振摇浸渍１５分钟，滤过。取滤液２ｍｌ，

放于蒸发皿内，待乙醚挥散后，加含５％对二甲氨基苯甲醛的１０％硫酸溶液１ｍｌ，显玫瑰

红色，再于１００℃烘５分钟，出现绿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苍术对照药材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

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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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显有一

相同的污绿色主斑点 （苍术素）。

紫　　菀

ＲａｄｉｘＡｓｔｅｒｉｓ

　　【来源】　为菊科植物紫菀Ａｓｔｅｒ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ｓＬ．ｆ．的干燥根及根茎。
【性状鉴别】　药材　根茎呈不规则块状，大小不一，顶端有茎、叶的残基，质稍硬。

根茎簇生多数细根，长３～１５ｃｍ，直径０１～０３ｃｍ，多编成辫状；表面紫红色或灰红色，
有纵皱纹。质较柔韧。气微香，味甜、微苦。

以根长、色紫、质柔韧者为佳。
饮片　紫菀　为不规则的厚片或小段。切面灰白色，中央有黄白色的筋脉；周边紫红

色或灰红色，有纵皱纹。质柔韧。气微香，味甜、微苦。
蜜紫菀　形同紫菀片段，表面棕褐色或紫褐色，味甜。

三　　棱

ＲｈｉｚｏｍａＳｐａｒｇａｎｉｉ

　　【来源】　为黑 三 棱 科 植 物 黑 三 棱Ｓｐａｒｇａｎｉｕｍ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ｕｍ Ｂｕｃｈ－Ｈａｍ．削 去 外

皮的干燥块茎。药材商品称荆三棱。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锥形，略扁，长２～６ｃｍ，直径２～４ｃｍ。表面黄白色或灰

黄色，有刀削痕，须根痕小点状，略呈横向环状排列。体重，质坚实，极难折断。无臭，
味淡，嚼之微有麻辣感。

以体重、质坚实、色黄白者为佳。
饮片　三棱　为类圆形薄片。切面灰白色或黄白色，粗糙，有多数明显的细筋脉点；

周边灰棕色，有残留的须根或疣状突起的须根痕。质坚。无臭，味淡，嚼之微有麻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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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三棱　形如三棱片，表面灰黄色，偶见焦黄斑，微有醋气。

泽　　泻

ＲｈｉｚｏｍａＡｌｉｓｍａｔｉｓ

　　【来源】　为泽泻科植物泽泻Ａｌｉｓｍ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Ｓａｍ．）Ｊｕｚｅｐ．的干燥块茎。
【产地】　主产于福建、四川、江西等省，多系栽培。
【采收加工】　冬季采挖，除去茎叶、须根，洗净，干燥，装入竹筐中撞去须根及粗

皮。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类球形、椭圆形或卵圆形，长２～７ｃｍ ，直径２～６ｃｍ。表面

黄白色或淡黄棕色，有不规则的横向环状浅沟纹及多数细小突起的须根痕，底部有的有瘤

状芽痕。质坚实，破断面黄白色，粉性，有多数细孔。气微，味微苦。
以个大、色黄白、光滑、粉性足者为佳。习惯认为建泽泻质较佳。
饮片　泽泻　为圆形厚片。切面 黄 白 色，粉 性，有 多 数 细 孔；周 边 黄 白 色，有 须 根

痕。气微，味微苦。
盐泽泻　形如泽泻片，表面微黄色，偶见焦斑，味微咸。
【显微鉴别】　块茎横切面　①外皮多除去，残留的皮层通气组织，由薄壁细胞组成，

细胞间隙甚大。②内侧可见１列内皮层细胞，壁增厚，木化，有纹孔。③中柱通气组织中

散有周木型维管束和淡黄色的分泌腔。薄壁细胞中充满淀粉粒。
粉末　淡黄棕色。气微，味微苦。①淀粉粒众多，单粒长卵形、类球形或椭圆形，直

径３～１４μｍ，脐点人字形、短缝状、十字状或三叉状；复粒由２～３分粒组成。②薄壁细

胞类圆形，侧壁有连珠状增厚，有些薄壁细胞具多数椭圆形纹孔，集成纹孔群。③内皮层

细胞形大，垂周壁波状弯曲，壁厚，木化，有明显的孔沟。④导管有螺纹、梯纹、网纹、
单纹孔及具缘纹孔。⑤纤维少见，直径１６～２４μｍ，壁较厚，木化。⑥油室大多破碎，分

泌细胞中有时可见油滴。
【成分】　①四环三萜酮醇类衍生物：泽泻醇 （ａｌｉｓｏｌ）Ａ、Ｂ、Ｃ及泽泻醇Ａ乙酸酯、

泽泻醇Ｂ乙酸酯、泽泻醇Ｃ乙酸酯、表泽泻醇Ａ、泽泻醇、泽泻醇氧化物等。②挥

发油。③胆碱。④糖类。⑤钾、钙、镁等元素。

香　　附

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ｙｐｅｒｉ

　　【来源】　为莎草科植物莎草Ｃｙｐｅｒｕｓ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Ｌ．的干燥根茎。
【性状鉴别】　药材　多呈纺锤形，有的略弯曲，长２～３５ｃｍ，直径０５～１ｃｍ。表

面棕褐色或黑褐色，有纵皱纹，并有数个略隆起的环节，“毛香附”在节上常有棕色的毛

须及须根断痕； “光香附”较光滑，环节不明显。质硬，经蒸煮者断面黄棕色或红棕色，
角质样；直接晒干者断面色白，显粉性，内皮层环纹明显，中部色较深，可见点状散在的

维管束。气香，味微苦。
以个大、质坚实、色棕褐、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香附　为不规则的碎块或薄片，表面棕黄色或棕褐色，经蒸煮者内心黄棕色或

红棕色，角质样；生晒者内心为黄白色，粉性，内皮层环纹明显。气香，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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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香附　形如香附碎块或片，表面棕褐色，略有醋气味。
【成分】　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香附 烯 （ｃｙｐｅｒｅｎｅ）、β－芹 子 烯、α－香 附 酮、

β－香附酮等。

天　南　星

ＲｈｉｚｏｍａＡｒｉｓａｅｍａｔｉｓ

　　【来源】　为天南星科植物天南星Ａｒｉｓａｅｍａ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Ｗａｌｌ．）Ｓｃｈｏｔｔ、异叶天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Ｂｌ．或东北天南星ＡｒｉｓａｅｍａａｍｕｒｅｎｓｅＭａｘｉｍ．的干燥块茎。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扁球形，高１～２ｃｍ，直径１５～６５ｃｍ。表面类白色或淡棕

色，较光滑，有的皱缩，顶端有凹陷的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有的块茎周边具小扁球

状侧芽。质坚硬，不易破碎，断面不平坦，色白，粉性。气微辛，味麻辣。
以体大、色白、粉性足者为佳。
饮片　生天南星　性状鉴别特征同药材。
制天南星　为类圆形薄片。切面淡黄褐色，半透明角质样，光滑。质坚脆。微臭，味

辛。
胆南星　呈方块状或圆柱状。棕黄色、灰棕色或棕黑色。质硬。气微腥，味苦。
【成分】　天南星块茎含生物碱、多糖、糖蛋白、氨基酸、甾醇及无机元素等。

半　　夏

Ｒｈｉｚｏｍａ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ｅ

　　【来源】　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ｔｅｒ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的干燥块茎。
【产地】　主产于四川、湖北、河南等省。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均可采挖，洗净泥土，除去外皮及须根，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类球形，有的稍扁斜，直径１～１５ｃｍ。表面白色或浅黄色，

顶端有凹陷的茎痕，周围密布麻点状根痕；下面钝圆，较光滑。质坚实，断面洁白，富粉

性。无臭，味辛辣，麻舌而刺喉。
以色白、质坚实、粉性足者为佳。
饮片　清半夏　为椭圆形、类圆形或不规则片状。切面淡灰色至灰白色，可见灰白色

点状或短线状维管束迹，有的残留栓皮处下方显淡紫红色斑纹。质脆，易折断，断面略呈

角质样。气微，味微涩、微有麻舌感。
姜半夏　片状、不规则颗粒状或类球形。表 面 棕 色 至 棕 褐 色。质 硬 脆，断 面 淡 黄 棕

色，常具角质光泽。气微香，味淡，微有麻舌感，嚼之略粘牙。
法半夏　呈类球形或破碎成不规则颗粒状。表面淡黄白色、黄色或棕黄色。质较松脆

或硬脆，断面黄色或淡黄色；颗粒者质稍硬脆。气微，味淡略甘，微有麻舌感。
【显微鉴别】　粉末　类白色。无臭，味辛辣，麻舌而刺喉。①淀粉粒众多，单粒呈

类圆形、半圆形或圆多角形，直径２～２０μｍ，脐点呈裂缝状、人字形或星状，稍偏心性，
复粒由２～６分粒组成。②草酸钙针晶束存在于椭圆形黏液细胞中，或随处散在，针晶长

２０～１１０μｍ。③导管为螺纹或环纹。
【成分】　含β－谷甾醇及其葡萄糖苷、黑尿酸 （高龙胆酸）及天门冬氨酸等多种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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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另含胆碱、微量挥发油、原儿茶醛等。还含左旋盐酸麻黄碱。从半夏中分离出一种结

晶性蛋白质———半夏蛋白Ⅰ。又据报道，半夏的甲醇提取多糖组分具有ＰＭＮ活化抗肿瘤

作用。
现认为原儿茶醛为半夏辛辣刺激性物质。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精氨酸、丙氨酸、缬氨酸、

亮氨酸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附注】　伪 品　水 半 夏　为 天 南 星 科 植 物 鞭 檐 犁 头 尖Ｔｙｐｈｏｎｉｕｍ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ｆｏｒｍｅ
（Ｌｏｄｄ．）Ｂｌｕｍｅ的 块 茎。块 茎 呈 椭 圆 形、圆 锥 形 或 半 圆 形，高０８～３ｃｍ，直 径０５～
１５ｃｍ。表面类白色或淡黄色，不平滑，有多数隐约可见的点状根痕，上端类圆形，有凸

起的芽痕，下端略尖。质坚实，断面白色，粉性。气微，味辛辣，麻舌而刺喉。

石　菖　蒲

ＲｈｉｚｏｍａＡｃｏｒｉ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来源】　为天南星科植物石菖蒲Ａｃｏｒｕｓ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Ｓｃｈｏｔｔ的干燥根茎。
【产地】　主产于四川、浙江、江苏等省。
【采收加工】　秋、冬两季挖取根茎，除去叶及须根，洗净泥土，晒干。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扁 圆 柱 形，多 弯 曲，常 有 分 枝，长３～２０ｃｍ，直 径０３～

１ｃｍ。表面棕褐色或灰棕色，粗糙，有疏密不均的环节，节间长０２～０８ｃｍ，具细纵纹，
一面残留须根或圆点状根痕；叶痕呈三角形，左右交互排列，有的其上有鳞毛状的叶基残

余。质硬，断面纤维性，类白色或微红色，有一明显内皮层环纹，并可见多数棕色油点散

在。气芳香，味苦、微辛。
以条粗、断面类白色、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为类圆形或椭圆形薄片。切面类白色或微红色，可见环 状 的 内 皮 层 及 棕 色 油

点；周边棕褐色或灰棕色，留有须根或圆点状根痕。质硬而脆。气芳香，味苦、微辛。
【显微鉴别】　根茎横切面　①表皮细胞外壁增厚，棕色，有的含红棕色物。②皮层

宽广，散有纤维束及叶迹维管束；叶迹维管束外韧型，维管束鞘纤维成环，木化；内皮层

明显。③中柱维管束周木型及外韧型，维管束鞘纤维较少。纤维束及维管束鞘纤维周围细

胞中含草酸钙方晶，形成晶纤维。④薄壁组织中散有类圆形油细胞；薄壁 细 胞 内 含 淀 粉

粒。
【成分】　含挥发油，油中主成分为β－细辛醚 （β－ａｓａｒｏｎｅ，约６２３８％）、１－烯丙

基－２，４，５三甲氧基苯 （１８２４％）、顺－甲基异丁香油酚、甲基丁香油酚、α－及γ－细

辛醚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石菖蒲对照药材为对照品，

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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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含挥发油不得少于１０％。
【附注】　伪品　水 菖 蒲　为 天 南 星 科 植 物 水 菖 蒲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Ｌ．的 干 燥 根 茎。

根茎较粗大，少有分枝。质硬，断面海绵样，类白色或淡棕色，有多数小空洞及维管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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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气较浓而特异，味辛。

百　　部

ＲａｄｉｘＳｔｅｍｏｎａｅ

　　【来源】　为百部科植物直立百部Ｓｔｅｍｏｎａ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ｏｌｉａ （Ｍｉｑ．）Ｍｉｑ．、蔓生百部Ｓｔｅ
ｍｏｎ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Ｂｌ．）Ｍｉｑ．或对叶百部ＳｔｅｍｏｎａｔｕｂｅｒｏｓａＬｏｕｒ．的干燥块根。

【产地】　直立百部　主产于安徽、江苏、浙江等省。
蔓生百部　主产于浙江；安徽、江苏等省亦产。
对叶百部　主产于湖北、广东、福建等省。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采挖，除去地上茎、叶及须根，洗净，置沸水中烫或蒸至

无白心，取出，晒干。
【性状鉴别】　药 材　直 立 百 部　呈 纺 锤 形，上 端 较 细 长，多 皱 缩 而 弯 曲，长５～

１２ｃｍ，直径０５～１ｃｍ。表面黄 白 色 或 淡 棕 黄 色，有 不 规 则 深 纵 沟，间 或 有 横 皱 纹。质

脆，易吸潮变软，断面平坦，角质样，淡 黄 棕 色 或 黄 白 色，皮 部 宽 广，中 柱 多 扁 缩。气

微，味先甜后苦。
蔓生百部　两端稍狭细，表面多不规则皱褶及横皱纹。
对叶百部　呈长纺锤形或长条形，长８～２４ｃｍ，直径０８～２ｃｍ。表面浅黄棕色至灰

棕色，具浅纵皱纹或不规则纵槽。质较坚实，断面黄白色至暗棕色，中柱较大，髓部类白

色。
均以根粗壮、质坚实、色黄白者为佳。
饮片　百部　呈不规则厚片或不规则的条形斜片。表 面 灰 白 色、棕 黄 色，有 深 纵 皱

纹。切面灰白色、淡黄棕色或黄白色，角质样；皮部较厚，中柱扁缩。质韧而软。气微，
味甘、苦。

蜜百部　形同百部片，表面棕黄色或棕褐色，略带焦斑，稍有黏性。味甜。
【显微鉴别】　根横切面　直立百部　①根被为３～４列细胞，壁木栓化及木化，具致

密的细条纹。②皮层宽广，外皮层细胞排列整齐，内皮层细胞明显。③中柱韧皮部束及木

质部束各１９～２７个交互排列 （辐射型维管束）；韧皮部束内侧有少数非木化纤维；木质部

束导管２～５个，并有木纤维及管胞，导管类多角形，径向直径约至４８μｍ，偶有导管深入

至髓部。④髓部宽广，散有少数细小纤维。
蔓生百部　①根被为３～６列细胞。②韧皮部纤维木化。③导管较大，径向直径约至

１８４μｍ，通常深入至髓部，与外侧导管束作２～３轮排列。
对叶百部　①根被为３列细胞，细胞壁强木化，无细条纹，其内层细胞的内壁特厚。

②皮层外缘散有纤维，呈类方形，壁微木化。③中柱韧皮部束３６～４０个；木质部束导管

呈圆多角形，直径约至１０７μｍ，其内侧与木纤维及微木化的薄壁细胞连接成环层。④髓

部纤维少，常单个散在。
【成分】　主含生物碱类。
直立百部　含直立百部碱 （ｓｅｓｓｉｌｉｓｔｅｍｏｎｉｎｅ）、霍多林碱、原百部碱等。
蔓生百部　含百部碱 （ｓｔｅｍｏｎｉｎｅ）、蔓生百部碱 （ｓｔｅｍｏｎａｍｉｎｅ）、原百部碱等。
对叶百部　含对叶百部碱、氧化对叶百部碱、次对叶百部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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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鉴别】　取粉末５ｇ，加７０％乙醇５０ｍｌ，加热回流１小时，滤过，滤液蒸去乙

醇，残留物加浓氨溶液调至ｐＨ１０～１１，再加氯仿５ｍｌ，振摇提取，分取氯仿层，蒸干，
残渣加１％盐酸溶液５ｍｌ使溶解，滤过。滤液分作两份，一份滴加碘化铋钾试液，发生

橙红色沉淀；另一份滴加硅钨酸试液，发生乳白色沉淀。（检查生物碱反应）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用热浸法测定，水浸出物不得少

于５００％。

川　贝　母

Ｂｕｌｂｕｓ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ｅＣｉｒｒｈｏｓａｅ

　　 【来源】　为百合科植物川贝 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ｃｉｒｒｈｏｓａＤ．Ｄｏｎ、暗 紫 贝 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ｕｎ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ＨｓｉａｏｅｔＫ．Ｃ．Ｈｓｉａ、甘肃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Ｍａｘｉｍ．或梭砂贝

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的干燥鳞茎。前三者按药材性状的不同分别习称 “松贝”
和 “青贝”，后者药材习称 “炉贝”。

【产地】　川贝母　主产于四川、西藏、云南等省区。
暗紫贝母　主产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甘肃贝母　主产于甘肃、青海、四川等省。
梭砂贝母　主产于云南、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
【采收加工】　采挖季节因地而异，西北山区多在雪融后上山采挖；一般在夏、秋季

采挖。挖出后，除去须根及泥土，洗净，用矾水擦去外皮，晒干或低温干燥；有的用硫黄

熏后再晒干。
【性状鉴别】　松贝　呈类圆锥形或近心脏形，高０３～０８ｃｍ，直径０３～０９ｃｍ。

表面类白色。外层鳞叶２瓣，大小悬殊，大瓣紧抱小瓣，未抱部分呈新月形，习称 “怀中

抱月”；顶部闭合，内有类圆柱形、顶端稍尖的心芽和小鳞叶１～２枚；先端钝圆或稍尖，
底部平，微凹入，中心有１灰褐色的鳞茎盘。质硬而脆，断面白色，富粉性。气微，味微

苦。
青贝　呈类扁球形或圆锥形，高０４～１４ｃｍ，直径０４～１６ｃｍ。外层鳞叶２瓣，大

小相近，相对抱合，顶端多开裂，内有心芽和小鳞叶２～３枚及细圆柱形的残茎。
炉贝　呈长圆锥形，高０７～２５ｃｍ，直径０５～２５ｃｍ。表面类白色或浅棕黄色，有

的具棕色斑点，习称 “虎皮斑”。外面两枚鳞叶大小相近，顶端裂开而略尖，基部稍尖或

较钝。
均以质坚实、粉性足、色白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类白色。气微，味微苦。
松贝、青贝　①淀粉粒甚多，多为单粒，呈广卵形、长圆形或不规则形，有的边缘不

平整或略作分枝状，直径５～６４μｍ，脐点呈点状、短缝状、人字状或马蹄形，大 多 位 于

较小端，层纹细密，隐约可见。②表皮细胞垂周壁波状弯曲，偶见不定式气孔，类圆形或

扁圆形，副卫细胞５～７个。③螺纹导管，直径５～２６μｍ。
炉贝　①淀粉粒为广卵形、贝壳形、肾形或椭圆形，直径６～６０μｍ，脐点呈人字状、

星状或点状，层纹明显。②螺纹及网纹导管，直径可达６４μｍ。
【成分】　主含甾体类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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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紫贝母　含松贝辛 （ｓｏｎｇｂｅｉｓｉｎｅ）、松贝甲素 （ｓｏｎｂｅｉｎｉｎｅ）等。
川贝母　含川贝碱 （ｆｒｉｔｉｍｉｎｅ）、西贝碱 （ｓｉｐｅｉｍｉｎｅ）等。
甘肃贝母　含岷贝碱 （ｍｉｎｐｅｉｍｉｎｅ）甲、乙及川贝酮碱、梭砂贝母酮碱、西贝素等。
梭砂贝母　含梭砂贝母碱 （ｄｅｌａｖｉｎｅ）、梭砂贝母酮碱 （ｄｅｌａｖｉｎｏｎｅ）、川贝酮碱、西贝

素、川贝碱等。
【附注】　伪品　草贝母　又称 “土贝母”，为百合科植物丽江山慈菇Ｉｐｈｉｇｅｎｉａｉｎｄｉ

ｃａＫｕｎｔｈ．ｅｔＢｅｎｔｈ．的干燥鳞茎。呈不规则短圆锥形，顶端渐尖，基部常呈脐状凹入或

平截。表面黄白色或灰黄棕色，光滑，一侧有自基部至顶部的纵沟。质坚硬，断面角质样

或略显粉性，类白色。味苦而微麻舌。含秋水仙碱，有毒。
土贝母　为 葫 芦 科 植 物 土 贝 母Ｂｏｌｂｏｓｔｅｍｍａ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Ｍａｘｉｍ．）Ｆｒａｎｑｕｅｔ的 块

茎，又称 “藤贝”。呈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等。表面淡红棕色或暗棕色，凹凸不平。质

坚硬，不易折断。断面角质样，光亮而平滑。气微，味微苦。

浙　贝　母

Ｂｕｌｂｕｓ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ｅ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来源】　为百合科植物浙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Ｍｉｑ．的干燥鳞茎。
【产地】　主产于浙江宁波地区。江苏、安徽、湖南亦产。多系栽培。
【采收加工】　初夏植株枯萎时采挖，洗净。按大小分两种规格，直径在３５ｃｍ以上

者摘除心芽加工成 “大贝”；直径在３５ｃｍ以下者不摘除心芽加工成 “珠贝”。分别撞擦，
除去外皮，拌以煅过的贝壳粉，吸去撞出的浆汁，干燥；或取鳞茎，大小分开，洗净，除

去心芽，趁鲜切成厚片，冼净，干燥，习称 “浙贝片”。
【性状鉴别】　药材　大贝　为鳞茎外层单瓣肥厚的鳞叶，略呈新月形，高１～２ｃｍ，

直径２～３５ｃｍ。表面类白色至淡黄色，内表面白色或淡棕色，被有白色粉末。质硬而脆，
易折断，断面白色至黄白色，富粉性。气微，味微苦。

珠贝　为完整的鳞茎，呈扁球形，高１～１５ｃｍ，直径１～２５ｃｍ。表面类白色，外层

鳞叶２枚，较大而肥厚，略呈肾形，互相抱合，其内有２～３枚小鳞叶及干缩的残茎。余

同大贝。
以鳞叶肥厚、质坚实、粉性足、断面色白者为佳。
饮片　浙贝片　鳞茎外层的单瓣鳞叶切成的片。椭圆形或类圆形，直径１～２ｃｍ，边

缘表面淡黄色，切面平坦，粉 白 色。质 脆，易 折 断，断 面 粉 白 色，富 粉 性。气 微，味 微

苦。
【显微鉴别】　粉末　淡黄白色。气微，味微苦。①淀粉粒甚多，单粒卵形、广卵形

或椭圆形，直 径６～５６μｍ，脐 点 点 状、裂 缝 状、人 字 状 或 马 蹄 状，均 位 于 较 小 的 一 端，
较大的淀粉粒，可见有偏心形的层纹；偶见复粒或半复粒。②表皮细胞类 多 角 形 或 长 方

形，垂周壁连珠状增厚；有时可见气孔，副卫细胞４～５个，草酸钙结晶细小，多呈颗粒

状，有的呈方形、梭形或细杆状。③导管细小，多为螺纹，直径约至１８μｍ。
【成分】　含甾醇类生物碱，主要为浙贝母碱 （ｖｅｒｔｉｃｉｎｅ，即贝母素 甲ｐｅｉｍｉｎｅ）、去

氢浙贝母碱 （ｖｅｒｔｉｃｉｎｏｎｅ，即贝母素乙ｐｅｉｍｉｎｉｎｅ）以及微量的贝母新碱、贝母芬碱、贝母

替定碱。又含贝母碱苷 （ｐｅｉｍｉｎｏｓ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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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鉴别】　 （１）本品横切片，加碘试液２～３滴，即呈蓝紫色，但边缘一圈仍为

类白色。
（２）取粗粉１ｇ，加７０％乙醇２０ｍｌ，加热回流３０分钟，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１％

盐酸溶液５ｍｌ使溶解，滤过，取滤液分置两个试管中，一管加碘化铋钾试液３滴，生成橙

红色沉淀；另一管中加２０％硅钨酸试液１～３滴，生成白色絮状沉淀。（检查生物碱）
（３）取粉末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亮淡绿色荧光。
（４）《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贝母素甲与贝母素乙为对照品，进行薄

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黄　　精

Ｒｈｉｚｏｍａ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来源】　为百合科植物滇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Ｃｏｌｌ．ｅｔＨｅｍｓｌ．、黄精Ｐｏ
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Ｒｅｄ．或多花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ｃｙｒｔｏｎｅｍａＨｕａ的干燥根茎。按药材

形状不同，习称 “大黄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
【性状鉴别】　药材　大黄精　呈肥厚肉质的结节块状，结节长可达１０ｃｍ以上，宽

３～６ｃｍ，厚２～３ｃｍ。表面淡黄色至黄棕色，具环节，有皱纹及须根痕，结节上侧茎痕呈

圆盘状，周围凹入，中部突出。质硬 而 韧，不 易 折 断，断 面 角 质，淡 黄 色 至 黄 棕 色。气

微，味甜，嚼之有黏性。
鸡头黄精　呈结节状弯柱形，形似鸡头，长３～１０ｃｍ，直径０５～１５ｃｍ。结节长２

～４ｃｍ，略呈圆锥形，常有分枝；表面 黄 白 色 或 灰 黄 色，半 透 明，有 纵 皱 纹，茎 痕 圆 形，
直径５～８ｍｍ。

姜形黄精　呈长的结节块状，长短不等，形似生姜，常数个块状结节相连。表面灰黄

色或黄褐色，粗糙，结节上侧有突出的圆盘状茎痕，直径０８～１５ｃｍ。
以块大、肥润、色黄、断面透明者为佳。味苦者不能药用。
饮片　黄精　为不规则的厚片。切面淡黄 色 或 棕 黄 色，半 透 明；周 边 黄 棕 色，较 皱

缩，偶见盘状茎痕。质稍硬而韧，黏性。气微，味甜。
酒黄精　形如黄精片，表面黑色，有光泽，中心深褐色，味甜，微有酒气。

玉　　竹

Ｒｈｉｚｏｍａ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Ｏｄｏｒａｔｉ

　　【来源】　为百合科植物玉竹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Ｍｉｌｌ．）Ｄｒｕｃｅ的干燥根茎。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圆柱形，略扁，少有分枝，粗细均匀，长４～１８ｃｍ，直径

０３～１６ｃｍ。表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半透明，具纵皱及微隆起的环节，节上残留白色

圆点状须根痕，有的有圆盘状茎痕。干时硬而脆，受潮变软，易折断，横切面角质样或显

颗粒性。气微，味甘，嚼之发黏。
以条长、肉肥、色黄白、光泽柔润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厚片。切面、气味同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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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冬

ＲａｄｉｘＡｓｐａｒａｇｉ

　　【来源】　为 百 合 科 植 物 天 冬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Ｍｅｒｒ．的 干 燥 块

根。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长 纺 锤 形，两 端 渐 细，略 弯 曲，长５～１８ｃｍ，直 径０５～

２ｃｍ。外皮多已除去，表面黄白色至淡黄棕色，半透明，光滑或具深浅不等的纵皱纹，偶

有残存的灰棕色外皮。对光透视，有一条不透明的细木心。质硬或柔润，有黏性，断面角

质样，中柱黄白色。气微，味甜、微苦。
以肥满、致密、黄白色、半透明者为佳。
饮片　为类圆形的薄片。切面淡黄白色或淡棕色，角质样，半透明，具黏性，中心黄

白色。味甘微苦。

麦　　冬

Ｒａｄｉｘ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ｉｓ

　　【来源】　为百合科植物麦冬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Ｔｈｕｎｂ．）Ｋｅｒ－Ｇａｗｌ．的干燥

块根。
【产地】　主产于浙江慈溪、余姚、肖山、杭州者称杭麦冬；主产于四川绵阳地区三

台县者称川麦冬。多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浙江于栽培后第三年小满至夏至采挖。四川于栽培第二年清明至谷雨

采挖，剪取块根，洗净，反复曝晒、堆放至七八成干，除去须根，干燥。
【性状鉴别】　呈纺锤形，两端渐细，略弯曲，长１５～３ｃｍ，直径０３～０６ｃｍ。表

面黄白色或淡黄色，具细纵皱纹。质柔韧，断面黄白色，半透明，中柱细小。气微香，味

甘、微苦。
以肥大、色黄白者为佳。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表皮细胞１列，根被为３～５列木化细胞。②皮层宽广，散

有含草酸钙针晶束的黏液细胞；内皮层细胞壁均匀增厚，木化，有通道细胞，其外侧为１
列石细胞，其内壁及侧壁均增厚，纹孔细密。③中柱较小，中柱鞘 为１～２列 薄 壁 细 胞；
辐射型维管束，韧皮部束１６～２２个，位于木质部束的弧角处；木质部由导管、管胞、木

纤维以及内侧的木化细胞连结成环层。④髓小，薄壁细胞类圆形。
粉末　白色或黄白色。气微香，味甘、微苦。①皮层薄壁细胞类圆形，黏液细胞中含

草酸钙针晶束，针晶长２５～５０μｍ。②石细胞呈长方形，常成群存在，细胞壁木化，壁孔

细密，有的三壁增厚，孔沟明显。③根被细胞多角形，壁木化，有壁孔。④木纤维细长，
壁木化。⑤根毛如有存在，细长弯曲，长约１５０μｍ，宽约３０μｍ。⑥导管及管胞多单纹孔

及网纹，少数为具缘纹孔，直径可至３５μｍ，常与木纤维相连。
【成分】　①皂苷类成分，如麦冬皂苷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ｉｎ）Ａ、Ｂ、Ｂ′、Ｃ、Ｃ′、Ｄ、Ｄ′，

其中以麦冬皂苷Ａ的含量最高，麦冬皂苷Ｂ含量次之，麦冬皂苷Ｃ、Ｄ含量均很低。②
糖类成分，如 单 糖 类 和 寡 糖 类 成 分 等。③黄 酮 类 成 分，如：麦 冬 黄 酮 Ａ、Ｂ （ｏｐｈｉｏ
ｐｏｇｏｎｏｎｅＡ、Ｂ）及甲基麦冬黄酮 Ａ、Ｂ （ｍｅｔｈｙｌ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ｏｎｅＡ、Ｂ），并分得５个 高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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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酮类化合物。④植物甾醇。⑤葎草烯，萜类化合物以及萜苷等。
【理化鉴别】　取薄片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浅蓝色荧光。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冷浸法测定，本品含水溶性浸出物

不得少于６００％。

知　　母

ＲｈｉｚｏｍａＡｎｅｍａｒｒｈｅｎａｅ

　　【来源】　为百合科植物知母ＡｎｅｍａｒｒｈｅｎａａｓｐｈｏｄｅｌｏｉｄｅｓＢｇｅ．的干燥根茎。不除外

皮者称 “毛知母”，除去外皮者称 “知母肉”。
【性状鉴别】　药材　毛 知 母　呈 长 条 状，微 弯 曲，略 扁，少 有 分 枝，长３～１５ｃｍ，

直径０８～ｌ５ｃｍ，一端有浅黄色的茎叶残痕，习称 “金包头”。表面黄棕色至棕色，上面

有一凹沟，具紧密排列的环状节，节上密生黄棕色残存叶基，由两侧向根茎上方生长；下

面隆起略较皱缩，并有凹陷或突起的点状根痕。质硬，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气微，味微

甘、略苦，嚼之带黏性。
以条粗、质硬、断面色黄白者为佳。
知母肉　已去净外皮，表面黄白色，有扭曲的沟纹，有的可见叶痕及根痕。
饮片　知母　为不规则类圆形的厚片。切面黄白色；周边黄棕色至棕色 （毛知母）或

黄白色 （知母肉）。气微，味微甜、略苦，嚼之带黏性。
盐知母　形如知母片，色泽加深，味微咸。
【成分】　①多 种 甾 体 皂 苷：如 知 母 皂 苷 （ｔｉｍｏｓａｐｏｎｉｎｅ）Ａ－Ⅰ、Ａ－Ⅱ、Ａ－Ⅲ、

Ａ－Ⅳ、Ｂ－Ⅰ、Ｂ－Ⅱ等。②黄 酮 类 成 分：芒 果 苷、异 芒 果 苷。③多 糖 类：４种 知 母 多

糖。④胆碱等。

山　　药

Ｒｈｉｚｏｍａ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ｅ

　　【来源】　为薯蓣科植物薯蓣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ｏｐｐｏｓｉｔａＴｈｕｎｂ．的干燥根茎。
【产地】　主产于河南省的温县、武陟、博爱、沁阳等县 （旧怀庆府）。湖南、江西、

广东、广西等省区亦产。均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冬季茎叶枯萎后采挖，切去芦头，洗净，除去外皮及须根，用硫黄熏

后，干燥，即为 “毛山药”；或选择肥大顺直 的 毛 山 药，置 清 水 中，浸 至 无 干 心，闷 透，
用硫黄熏后，切齐两端，用木板搓成圆柱状，晒干，打光，习称 “光山药”。

【性状鉴别】　药材　毛山药　略呈圆柱形，弯曲而稍扁，长１５～３０ｃｍ，直径１５～
６ｃｍ。表面黄白色或淡黄色，偶有浅棕色的外皮残留，有纵沟、纵皱纹及须根痕。体重，
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白色，粉性。无臭，味淡、微酸，嚼之发黏。

光山药　呈圆柱形，两端平齐，长９～１８ｃｍ，直径１５～３ｃｍ。表面光滑，白色或黄

白色，粉性足。
以条粗、质坚实、粉性足、色洁白者为佳。
饮片　山药　为类圆形厚片，表面白色或淡黄色，周边显淡黄白色。质坚脆，粉性。

无臭，味淡、微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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麸炒山药　形如山药片，表面淡黄色，偶有焦斑，略具焦香气。
【显微鉴别】　粉末　类白色。无臭，味淡、微酸，嚼之发黏。①淀粉粒众多，单粒

椭圆形、三角 状 卵 形 或 类 圆 形，直 径８～３５μｍ，脐 点 点 状、人 字 形、十 字 形 或 短 缝 状，
位于较小端，可见层纹；复粒稀少，由２～３个分粒组成。②草酸钙针晶束存在于黏液细

胞中，长约至２４０μｍ。③导管为具缘纹孔及网纹导管，也有螺纹及环纹导管，直径１２～
４８μｍ。④纤维少数，细长，直径约１４μｍ，壁甚厚，木化。

【成分】　含盐酸多 巴 胺、淀 粉 （１６％）、黏 液 质、胆 甾 醇、麦 角 甾 醇、β－谷 甾 醇、
糖蛋白、多酚氧化酶、尿囊素，黏液质中含甘露聚糖 （ｍａｎｎａｎ）和植酸 （ｐｈｙｔｉｃａｃｉｄ）、３，

４－二羟基苯乙胺、１６种氨基酸等。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粗粉５ｇ，加水煮沸，滤过，滤液供试验用：

①取滤液１ｍｌ，加５％氢氧化钠液２滴，再加稀硫酸铜液２滴，呈蓝紫色。（检查蛋白

质）

②取滤液１ｍｌ，加费林试液１ｍｌ，水浴上加热，发生红色沉淀。（检查还原糖类）

③取滤液滴于滤纸上，滴加１％茚三酮丙酮液２滴，加热后立即显紫色。（检查氨基

酸）
（２）取药材粉末或切片少许，加浓硝酸１ｍｌ，呈鲜黄色。（检查蛋白质）
【附注】　伪品　木薯　为大戟科植物木薯 Ｍａｎｉｈｏｔ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Ｃｒａｎｔｚ的干燥块根。本

品常呈斜片状。外皮多已除去，偶见棕褐色的外皮。切断面类白色，粉性，靠外侧有一明

显的黄白色或淡黄棕色的形成层环纹，中央有一细小黄色木心及放射状的黄色小点，有的

有裂隙。味淡。
山薯　为薯蓣科植物山薯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ｆｏｒｄｉｉＰｒａｉｎｅｔＢｕｒｋ．的干燥根茎。略呈圆柱形

或不规则圆柱形，稍弯曲，有的略扁。栓皮多已刮去。表面黄白色或淡黄色，有纵沟及须

根痕。体重，质坚，不易折断，断面淡黄色，粉性，散有浅棕色点状物。气微，味微酸。
番薯　为旋花科植物番薯Ｉｐｏｍｏｅａｂａｔａｔａｓ （Ｌ．）Ｌａｍ．的干燥块根。切面白色或淡

黄白色，粉性，可见淡黄棕色的 “筋脉”点或线纹，近皮部可见 淡 黄 色 的 环 纹。略 有 香

气，味甘甜。
参薯　为薯蓣科植物参薯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ａｌａｔａＬ．的干燥根茎。本品横切面：中柱鞘部位

有石细胞组成的环带。

射　　干

Ｒｈｉｚｏｍａ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ｅ

　　【来源】　为鸢尾科植物射干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ＤＣ的干燥根茎。
【性状鉴别】　药材　呈不规则的结节状，有分枝，长３～１０ｃｍ ，直径１～２ｃｍ 。表

面黄褐色、棕褐色或黑褐色，皱缩，有排列较密的横向环纹。上面有数个圆盘状凹陷的茎

痕，偶有茎基残存；下面有残留的 细 根 及 根 痕。质 硬，折 断 面 黄 色，颗 粒 性。气 微，味

苦、微辛。
以粗壮、质硬、断面黄白者为佳。
饮片　呈不规则形或长条形，表 面 黄 褐 色、棕 褐 色 或 黑 褐 色，切 面 黄 色。气 微，味

苦、微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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莪　　术

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ｕｒｃｕｍａｅ

　　【来源】　为姜科植物蓬莪术ＣｕｒｃｕｍａｐｈａｅｏｃａｕｌｉｓＶａｌ．、广西莪术Ｃｕｒｃｕｍａｋｗａｎｇ
ｓｉｅｎｓｉｓＳ．Ｇ．ＬｅｅｅｔＣ．Ｆ．Ｌｉａｎｇ．或温郁金ＣｕｒｃｕｍａｗｅｎｙｕｊｉｎＹ．Ｈ．ＣｈｅｎｅｔＣ．Ｌｉｎｇ
的干燥根茎。后者称为 “温莪术”。

【性状鉴别】　药材　蓬莪术　呈卵圆形、长卵形、圆锥形或长纺锤形，顶端多钝尖，
基部钝圆，长２～８ｃｍ，直径１５～４ｃｍ。表面灰黄色至灰棕色，上部环节凸起，有圆形微

凹的须根痕或有残留的须根，有的两侧各有１列下陷的芽痕和类圆形的侧生根茎痕，有的

可见刀削痕。体重，质坚实，难折断，断面灰褐色至蓝褐色，蜡样，常附有灰棕色粉性，
皮层与中柱易分离，可见一棕褐色环状纹。气微香，味微苦而辛。

广西莪术　环节稍凸起，断面黄棕色至棕色，常附有淡黄色粉末，可见一黄白色内皮

层环纹。
温莪术　断面黄棕色至棕褐色，常附有淡黄色至黄棕色粉末。气香或微香。
以个大、均匀、质坚实、气香者为佳。
饮片　莪术　为类圆形或椭圆形薄片。切面黄绿色或棕褐色，有黄白色的内皮层环纹

及淡黄棕色的点状维管束。周边灰黄色或棕黄色。气微香，味微苦而辛。
醋莪术　形如莪术片，色较深，有醋的气味。
【成分】　含挥发油，油的组成为多种倍半萜衍生物和桉油精。温莪术主成分有莪术

醇 （ｃｕｒｃｕｍｏｌ）、莪术酮、莪术二 酮、α－和β－蒎 烯、樟 烯、莪 术 烯、β－榄 烯 （β－ｅｌ
ｅｍｅｎｅ）等。

莪术醇、β－榄烯、莪术二酮为主要抗癌成分。莪术油制剂临床用于治疗早期宫颈癌。

姜　　黄

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ｕｒｃｕｍａｅＬｏｎｇａｅ

　　【来源】　为姜科植物姜黄ＣｕｒｃｕｍａｌｏｎｇａＬ．的干燥根茎。
【性状鉴别】　药材　圆形姜黄　为主根 茎，呈 卵 圆 形 或 纺 锤 形，长３～４ｃｍ，直 径

２～３ｃｍ，表面深黄色，有皱缩纹理和明显环节，可见点状下陷的根痕或少数圆形的侧生

根茎痕，称为 “蝉肚姜黄”。质坚重，不易折断，断面深棕黄色至金黄色，角质，具蜡样

光泽，内皮层环明显，维管束小点散在。气香特异，味苦、辛。
长形姜黄　为 侧 生 根 茎，呈 圆 柱 形 而 稍 扁，长２５～６ｃｍ，直 径０８～１５ｃｍ，略 弯

曲，常有短的分枝，一端钝圆，另一端为断面。表面有纵皱纹和明显的环节，余同圆形姜

黄。
以质坚实、断面金黄、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为类圆形的薄片或厚片。切面棕黄色或金黄色，角质样，有蜡样的光泽，内皮

层环明显，维管束点状散在。周边灰黄色或深黄色，粗糙，有纵皱纹。质坚硬。气特异，
味苦辛。

【成分】　①姜黄素类化合物，如姜黄素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去甲氧基姜黄素及去二甲氧基

姜黄素。②挥发油，油中 主 要 成 分 有 龙 脑、樟 脑、姜 烯、姜 黄 烯 （ｃｕｒｃｕｍｒｎｅ）、芳 姜 黄



　１１０　　 · 中药鉴定学部分 ·
·····················································

烯、姜黄酮、芳姜黄酮等。

郁　　金

ＲａｄｉｘＣｕｒｃｕｍａｅ

　　【来源】　为姜科植物温郁金ＣｕｒｃｕｍａｗｅｎｙｕｊｉｎＹ．Ｈ．ＣｈｅｎｅｔＣ．Ｌｉｎｇ、姜黄Ｃｕｒ
ｃｕｍａｌｏｎｇａＬ．、广西莪术Ｃｕｒｃｕｍａ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Ｓ．Ｇ．ＬｅｅｅｔＣ．Ｆ．Ｌｉａｎｇ．或蓬莪术

ＣｕｒｃｕｍａｐｈａｅｏｃａｕｌｉｓＶａｌ．的干燥块根。前两者分别称为 “温郁金”和 “黄丝郁金”。其

余按其性状不同习称 “桂郁金”或 “绿丝郁金”。
【产地】　温郁金　主产于浙江、福建、四川等省。
黄丝郁金　主产于四川、福建、广东、江西等省。
桂郁金　主产于广西、云南等省区。
绿丝郁金　主产于四川、浙江、福建、广西等省区。
【采收加工】　冬季茎叶枯萎后采挖，除去泥沙及须根，蒸或煮至透心，干燥。浙江

地区用郁金的叶烧灰后，与块根拌和，既能使根颜色变黑，又容易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温郁金　呈长圆形或卵圆 形，稍 扁，有 的 微 弯 曲，两 端 渐 尖，

长３５～７ｃｍ，直径１２～２５ｃｍ。表面灰褐色或灰棕色，具不规则纵皱纹，纵纹隆起处色

较浅。质坚实，横断面平滑，灰棕色，角 质 样；可 见 一 明 显 内 皮 层 环 纹。气 微 香，味 微

苦。
黄丝郁金　呈纺锤形，有的一端细长，长２５～４５ｃｍ，直径约１～１５ｃｍ。表面棕灰

色或灰黄色，具细皱纹。断面橙黄色，外周棕黄色至棕红色。气芳香，味辛辣。
桂郁金　呈长圆锥形或长圆形，长２～６５ｃｍ，直径１～１８ｃｍ。表面具疏浅纵纹或较

粗糙网状皱纹。气微，味微辛苦。
绿丝郁金　呈长椭圆形，长１５～３５ｃｍ，直径１～１５ｃｍ。气微，味微辛苦。
均以质坚实、外皮皱纹细、断面色黄者为佳。一般经验鉴别认为黄丝郁金质量为佳。
饮片　为圆形或长椭圆形的薄片，切面橙黄色、浅灰黄色或灰褐色，角质样，中部有

颜色较浅的内皮层环。周边灰棕色至灰褐色，具有纵直或杂乱的皱纹。气微，味淡。
【显微鉴别】　横切面　温郁金　①表皮细胞有时残存，外壁稍厚。②根被细胞长方

形，４～８列，壁薄，略呈波状，排列整齐。③皮层宽约为根直径的１／２，油细胞难察见，
内皮层明显。④中柱韧皮部束与木质部束４０～５５个，间隔排列，木质部束导管２～４个，
并有微木化的纤维，导管多角形，壁薄，直径２０～９０μｍ。⑤髓部宽广，由类圆形薄壁细

胞组成。⑥薄壁细胞中的淀粉粒均糊化。
黄丝郁金　根被最内层细胞壁增厚。有的木质部导管与纤维连接成环。油细胞众多。

薄壁细胞中随处散有色素细胞。
桂郁金　根被细胞偶有增厚，根被内方有１～２列厚壁细胞，成环，层纹明显。导管

类圆形，直径可达１６０μｍ。
绿丝郁金　根被细胞无增厚。中柱外侧的皮层处常有色素细胞。韧皮部皱缩，木质部

束较多，６４～７２个，导管扁平。
【成分】　①主含挥发油，油的主要成分为α－蒎烯 （α－ｐｉｎｅｎｅ）、β－蒎烯 （β－ｐｉ

ｎｅｎｅ）、姜黄烯 （ｃｕｒｃｕｍｅｎｅ）、倍 半 萜 烯 醇、莰 烯 （ｃａｍｐｈｅｎｅ）等。②姜 黄 素 类 化 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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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姜黄素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对肝细胞损害有抑制作用的成分为姜黄素、香豆素、阿魏酸、乙烷等。
【理化鉴别】　 （１）黄丝郁金在紫外光灯 （２５４ｎｍ）下切面中心有亮黄色荧光，边缘

呈蓝色或浅蓝色环。
（２）取郁金切片，加乙醇及硫酸各１滴，含姜黄素细胞部分则呈明显紫色或紫红色反

应。

天　　麻

Ｒｈｉｚｏｍａ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

　　【来源】　为兰科植物天麻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ｌａｔａＢｌ．的干燥块茎。
【产地】　主产于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东北及华北各地亦产。
【采收加工】　立冬后至次年清明前采挖，除去地上苗茎，立即洗净，蒸透心，敞开

低温 （６０℃以下）干燥。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椭 圆 形 或 长 条 形，略 扁，皱 缩 而 稍 弯 曲，长３～１５ｃｍ，宽

１５～６ｃｍ，厚０５～２ｃｍ。表面黄白色至淡黄棕色，有纵皱纹及由点状突起 （潜伏芽）排

列而成的横环纹多轮，有时可见棕褐色菌索。一端有红棕色至深棕色枯芽苞，习称 “鹦哥

嘴”或 “红小辫”，或为残留茎基；另一端有圆脐形疤痕。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较平

坦，角质样。黄白色至淡棕色。气特异，味甘。
以质地坚 实 沉 重、有 鹦 哥 嘴、断 面 明 亮、无 空 心 者 （为 “冬 麻”）质 佳；质 地 轻 泡、

有残留茎基、断面色晦暗、空心者 （为 “春麻”）质次。
饮片　为不规则的薄片，角质样，半透明，有光泽，切面黄白色或淡棕色。质脆。气

特异，味淡。
【显微鉴别】　块茎横切面　①表皮有残留，下皮由２～３列切向延长的栓化 细 胞 组

成。②皮层为１０数列多角形细胞，有的含草酸钙针晶束；较老块茎皮层与下皮相接处有

２～３列椭圆形厚壁细胞，木化，纹孔明显。③中柱大，散列小型周韧维管束。④薄壁细

胞中含有多糖类团块状物，遇碘液显暗棕色，有的薄壁细胞内亦含草酸钙针晶束。
粉末　黄白色至黄棕色。①厚壁细胞椭圆形或类多角形，直径７０～１８０μｍ，壁厚３～

８μｍ，木化，纹孔明显。②草酸钙针晶成束或散在，长２５～７５ （９３）μｍ。③用醋酸甘油

水装片观察：含糊化多糖类物的薄壁细胞近无色，有的细胞可见长卵形、长椭圆形或类圆

形颗粒，遇碘液显棕色或淡棕紫色。④螺纹、网纹及环纹导管可见。
【成分】　主含对羟基苯甲醇－β－Ｄ－吡喃葡萄糖苷，即天麻苷，也称天麻素 （ｇａｓｔ

ｒｏｄｉｎ）。尚含赤箭苷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ｏｓｉｄｅ）、对羟苄基甲醚以及对羟基苯甲醇 （天麻苷元）等。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１ｇ，加水１０ｍｌ，浸渍４小时，时时振摇，过滤。滤液加

碘试液２～４滴，显紫红色至酒红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天麻对照药材和天麻素为对照品，进行

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及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

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天

麻素 （Ｃ１３Ｈ１８Ｏ７）不得少于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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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伪品　 （１）紫茉莉科植物紫茉莉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ｊａｌａｐａＬ．的根。本品呈长圆

锥形，有的有分枝，多已压扁。表面淡黄白色、灰黄白色或灰棕黄色，半透明，有纵沟纹

及须根痕，有时扭曲。质硬，不易折断，断面角质样，有时可见同心环纹。
（２）菊科植物大丽菊ＤａｈｌｉａｐｉｎｎａｔａＣａｕ．的块根。本品呈长纺锤形，微弯，表面灰

白色或类白色，有明显不规则的纵纹。顶端有茎基痕。顶端及末端呈纤维样。质硬，不易

折断。断面类白色，角质样。
（３）美人蕉科植物芭蕉芋ＣａｎｎａｅｄｕｌｉｓＫｅｒ－Ｇａｗｌ的块茎。本品呈扁圆形或长椭圆

形，未去皮者表面有３～８个环节，去皮者环节不甚明显。质坚。断面半角质状，带粉性。
味甜。粉末可见草酸钙簇晶和糊化的淀粉粒及分泌腔。

（４）茄科植物马铃薯Ｓｏｌａｎｕｍ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Ｌ．的块茎。呈压扁的椭圆形，表面有不规

则纵皱纹及浅沟，无点状环纹或有仿制的环纹。味甜，嚼之有马铃薯味。

白　　及

ＲｈｉｚｏｍａＢｌｅｔｉｌｌａｅ

　　【来源】　为兰科植物白及Ｂｌｅｔｉｌｌａｓｔｒｉ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Ｒｅｉｃｈｂ．ｆ．的干燥块茎。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不 规 则 扁 圆 形，多 有２～３个 爪 状 分 枝，长１５～５ｃｍ。厚

０５～１５ｃｍ。表面灰白色 或 黄 白 色，以 茎 痕 为 中 心 有 数 圈 同 心 环 节 和 棕 色 点 状 须 根 痕，
上面有凸起的茎痕，下面有连接另一块茎的痕迹。质坚硬，不易折断，横切面类白色，角

质样，微显筋脉小点。无臭，味苦，嚼之有黏性。
以个大、饱满、色白、质坚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薄片。切面、气味同药材。

（卫莹芳　吴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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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茎 木 类 中 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各药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主产地，采收加工方法。

③各药材在性状上，尤其是颜色、表面和折断面上的鉴别特征，气味及其与成分之间的关

系；部分药材饮片的鉴别要点。④部分药材的组织正常构造、异常构造及粉末主要显微鉴

别特征。⑤部分药材的成分类别及主要成分。⑥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⑦部分

药材的浸出物测定方法及所用的溶媒。⑧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的成分。⑨沉

香伪制品或混充品的来源及鉴别要点。

茎木类中药包括药用木本植物的茎或仅用其木材部分，以及少数草本植物的茎藤，实

际上应属于两类，即：
茎类中药　药用部位包括茎藤、茎枝、茎刺、茎的髓部等。药用为木本植物茎藤的，

如川木通、大血藤、鸡血藤等；药用为草本植物茎藤的，如天仙藤；药用为茎枝的，如桂

枝、桑枝等；药用为茎刺的，如皂角刺；药用为茎翅状附着物的，如鬼箭羽；药用为茎髓

部的，如通草、灯心草等。
木类中药　药用部位主要为木本植物茎形成层以内的各部分，通称木材。木材又可分

边材和心材两部分。边材形成较晚，含水分较多，颜色较浅，亦称液材；心材形成较早，
位于木质部内方，蓄积了较多的物质，如树脂、树胶、单宁、挥发油等，颜色较深，质地

较致密。木类中药多采用心材部分，如沉香、降香、苏木等。

一、性状鉴别

一般应注意其形状、大小、粗细、颜色、表面特征、质地、折断面及气、味。如是带

叶的茎枝，其叶则按叶类中药的要求进行观察。
木质藤茎和茎枝，多呈圆柱形或扁圆柱形，有的扭曲不直，粗细大小不一。表面大多

为棕黄色，少数具特殊颜色。外表粗糙，可见深浅不一的裂纹及气孔，节膨大，具叶痕及

枝痕。质地坚实，断面纤维性或裂片状，木部占大部分，可见放射状排列纹理，有的可见

明显小孔，如关木通、青风藤；有的可见特殊的环纹，如鸡血藤。气味常可以帮助鉴别，
如海风藤味苦，有辛辣感，青风藤味苦而无辛辣感。

草质藤茎较细长，多呈圆柱形，有的可见数条纵向的隆起棱线，也有呈类方柱形者。
表面多呈浅黄绿色，节和节间、叶痕均较明显。质脆，易折断，断面可见明显的髓部，类

白色，疏松，有的呈空洞状。大部分草本植物茎，如石斛、苏梗等，则列入全草类中药。
木类中药多呈不规则的块状、厚片状或长条状。表面颜色不一，有的具有棕褐色树脂

状条纹或斑块；有的因形成的季节不同而出现年轮。质地和气味常可以帮助鉴别，如沉香

质重，具香气；白木香质轻，香气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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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显微鉴别

１．茎类中药的组织构造　一般应制成横 切 片、纵 切 片、解 离 组 织 片、粉 末 制 片 等。
观察其组织特征时应注意以下几部分的特征：

（１）周皮或表皮　木栓细胞的形状、层数、增厚情况，落皮层有无等；幼嫩茎的周皮

尚不发达，常可见到表皮组织；草质茎大多最外方为表皮，角质层的厚度、毛茸和气孔都

是鉴别的主要特征。
（２）皮层　注意其存在与否及在横切面所占比例，木栓形成层如发生在皮层以内，则

初生皮层就不存在，而由栓内层 （次生皮层）所代替；木栓形成层如发生在皮层，则初生

皮层部分存在，其外方常分化为厚角组织或厚壁组织。注意观察细胞的形态及内含物等。
（３）韧皮部　筛管、韧皮薄壁组织、韧皮射线、有无 分 泌 组 织、结 晶 体 及 厚 壁 组 织

等，各种组织、细胞的形态及排列情况。
（４）形成层　是否明显，一般都成环状。
（５）木质部　导管、管胞、木纤维、木薄壁细胞及木射线细胞的形态和排列情况。
（６）髓部　大多由薄壁细胞构成，多具明显的细胞间隙，有的细胞可见圆形单纹孔。

有的髓周围具厚壁细胞，散在或形成环髓纤维或环髓石细胞。草质茎髓部较发达，木质茎

髓部较小。
除注意以上各类组织的排列，各种细胞的分布，细胞内含物如各类结晶体、淀粉粒等

特征的有无及形状外，有的还需通过解离组织制片法，仔细观察各类厚壁组织的 细 胞 形

态、细胞壁的厚度和木化程度，有无壁孔、层纹和分隔。
双子叶植物木质茎藤，有的为异常构造，其韧皮部和木质部层状排列成数轮，如鸡血

藤。有的髓部具数个维管束，如海风藤。有的具内生韧皮部，如络石藤。

２．木类中药的组织构造　一般分别制作三个方向 的 切 片：即 横 切 面、径 向 纵 切 面、
切向纵切面。另外，还可配合制作解离组织片或粉末制片。观察时应注意下列组织、细胞

的特征：
（１）导管　导管分子的形状、宽度及长度，导管壁上纹孔的类型。通常木类中药的导

管大多为具缘纹孔及网纹导管；导管分子的末梢壁上纹孔的类型呈大的圆形或斜梯形，在

解离组织及纵切面上易察见。此外还应注意导管中有无侵填体及侵填体的形状、颜色。
松柏科植物的木材没有导管，而为管胞。管胞不像导管由许多细胞形成长管状，而是

两端较狭细，无明显末梢壁 （纤 维 状 管 胞），即 使 有 斜 形 末 梢 壁，但 无 穿 孔 而 只 有 纹 孔

（导管状管胞），且纹孔的膜是完整的。管胞侧壁上的纹孔通常是具缘纹孔。
（２）木纤维　占木材的大部分，纵切面观为狭长的厚壁细胞，长度为宽度的３０～５０

倍，细胞腔狭小，壁厚，有斜裂隙状的单纹孔 （大多向左倾斜）；少数细胞腔较宽。有些

纤维胞腔中具有中隔，称为分隔纤维。横切面观多呈类三角形，具胞腔。
（３）木薄壁细胞　是贮藏养料的生活细胞，有时内含淀粉粒或草酸钙结晶。细胞壁有

时增厚或有单纹孔，大多木质化。
（４）木射线　细胞形状与木薄壁细胞相似，但切面上的位置和排列形式则不同，射线

细胞的长轴通常是半径向的，与导管及纤维的长轴相垂直。不同的切面，射线表现形式不

一，横切面所见射线是从中心向四周发射的辐射状线条，显示射线的宽度。切向切面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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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的轮廓略呈纺锤形，显示射线的宽度和高度，是射线的横切 （其他组成细胞 均 系 纵

切）。径向切面所见各组成细胞均是纵切，所见射线是多列长形细胞，从中部向外周横叠

着，显示射线的高度。射线细胞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细胞壁木化，有的可见壁孔，胞腔内

常见淀粉粒或草酸钙结晶。
此外，注意少数木类中药具有异常结构，如沉香，具有木间韧皮部 （内涵韧皮部）。

川　木　通

Ｃａｕｌｉｓ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来源】　为毛茛科植物小木通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或绣球藤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ｍｏｎ
ｔａｎａＢｕｃｈ－Ｈａｍ．的干燥藤茎。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圆柱形，略扭曲，直径２～３５ｃｍ，粗皮多已除去。表面黄

棕色或黄褐色，有纵向凹沟及棱线；节多膨大，有叶痕及侧枝痕；残余皮部易撕裂。质坚

硬，不易折断。横切面边缘不整齐，残存皮部黄棕色，木部浅黄棕色或浅黄色，有黄白色

放射状纹理及裂隙，其间布满导管孔，髓部较小，类白色或黄棕色，偶有空腔。无臭，味

淡。
以条粗、断面色黄者为佳。
饮片　为圆形薄片，厚０２～０４ｃｍ，周边淡黄色或黄色，切面、气味同药材。
【成分】　主要含皂苷。

大　血　藤

Ｃａｕｌｉｓ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ｅ

　　【来源】　为木通科植物大血藤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ｕｎｅａｔａ （Ｏｌｉｖ．）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的干

燥藤茎。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柱形，略弯曲，长３０～６０ｃｍ，直径１～３ｃｍ。表面灰棕色，

粗糙，有浅纵沟和明显的横裂纹及疣状突起，栓皮有时呈片状剥落而露出暗红棕色内皮，
有的可见膨大的节及略凹陷的枝痕或叶痕。质硬，体轻，易折断。横切面皮部呈红棕色，
有数处向内嵌入木部，木部黄白色，有多数细孔状导管，红棕色的射线呈放射状。气微，
味微涩。

以条匀、粗如指者为佳。
饮片　为长椭圆形的厚片。周边灰棕色或棕色，切面、气味同药材。
【成分】　①鞣 质。②游 离 蒽 醌 类 化 合 物：大 黄 素 （ｅｍｏｄｉｎ）、大 黄 素 甲 醚 （ｐｈｙ

ｓｃｉｏｎ）。③苷 类 化 合 物：胡 萝 卜 苷 （ｄａｕｃｏｓｔｅｒｏｌ）、毛 柳 苷 （ｓａｌｉｄｒｏｓｉｄｅ）、鹅 掌 楸 苷 等。

④β－谷甾醇及硬脂酸。

苏　　木

ＬｉｇｎｕｍＳａｐｐａｎ

　　【来源】　为豆科植物苏木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ｓａｐｐａｎＬ．的干燥心材。
【性状鉴别】　药材　呈 长 圆 柱 形 或 对 剖 半 圆 柱 形，长１０～１００ｃｍ，直 径３～１２ｃｍ。

表面黄红色或棕红色，具刀削痕，常见纵向裂缝。横断面略具光泽，年轮明显，有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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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棕色、质松、带亮星的髓部。质坚硬。无臭，味微涩。
饮片　为不规则的极薄片或小块。表面红黄色或黄 棕 色，有 的 可 见 条 形 髓。质 地 致

密，坚硬。无臭，味微涩。
【成分】　①心 材 主 含 巴 西 苏 木 素 （ｂｒａｓｉｌｉｎ），在 空 气 中 易 氧 化 成 巴 西 苏 木 色 素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ｎ），为苏木的红色色素成分。②色原烷类。③黄酮类化合物。④挥发油，油中主

成分为ｄ－α－菲兰烃 （ｄ－α－ｐｈｅｎ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罗勒烯 （ｏｃｉｍｅｎｅ），为苏木的香气成分。

鸡　血　藤

Ｃａｕｌｉｓ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ｂｉ

　　【来源】　为豆科植物密花豆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ｂｕｓｓｕｂｅｒｅｃｔｕｓＤｕｎｎ的干燥藤茎。
【产地】　主产于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区。
【采收加工】　秋、冬两季采收，除去枝叶，切片，晒干。
【性状鉴别】　为椭圆形、长矩圆形或不规则的斜切片，厚０３～１ｃｍ。栓皮灰棕色，

有的可见灰白色的斑，栓皮脱落处显红棕色。切面木部红棕色或棕色，导管孔多数；韧皮

部有树脂状分泌物，呈红棕色或黑棕色，与木部相间排列呈３～８个偏心性半圆形环；髓

部偏向一侧。质坚硬。气微、味涩。
以条匀、切面有赤褐色层圈、树脂状分泌物多者为佳。
【显微鉴别】　茎横切面　① 木栓层为数列细胞，内含棕红色物。② 皮层较窄，散

有石细胞群，细胞内充满棕红色物；薄壁细胞含草酸钙方晶。③ 维管束异型，由韧皮部

与木质部相间排列成数轮。韧皮部最外侧为石细胞群与纤维束组成的厚壁细胞层；射线多

被挤压；分泌细胞甚多，充满棕红色物，常数个至十多个切向排列成层；纤维束较多，非

木化至微木化，周围细胞含草酸钙方晶，形成晶纤维，含晶细胞壁木化增厚；石细胞群散

在。木质部射线有时含红棕色物。导管多单个散在，类圆形，直径 约４００μｍ；木 纤 维 束

亦均形成晶纤维，少数木薄壁细胞含棕红色物。④髓部有多数分泌细胞。
粉末　棕红色。气微，味涩。①纤维及晶纤维成束，末端的壁易分离成数条，呈针状

纤维束。②石细胞成群，类方形或类圆形，壁厚者层纹明显，壁稍厚者常含草酸钙方晶。

③导管以具缘纹孔为主，有的内含红棕色或黄棕色物。④分泌细胞内含红棕色或 黄 棕 色

物，常与韧皮射线垂直排列。⑤草酸钙结晶方形、类双锥形等。⑥木射线细胞、木薄壁细

胞及木栓细胞具纹孔。
【成分】　①多种异黄酮、二氢黄酮、查耳酮。②拟雌内酯类。③三萜类。④甾醇类。

⑤鞣质等成分。

降　　香

Ｌｉｇｎｕｍ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ｅ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ｅ

　　【来源】　本品为豆科植物降香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Ｔ．Ｃｈｅｎ的树干和根的干燥心

材。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类圆柱形或不规则块状，大小不一。表 面 紫 红 色 或 红 褐 色，

切面有致密的纹理。质硬，有油性。气微香，味微苦。
入水下沉。火烧有黑烟及油冒出，残留白色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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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紫红、质坚实、富油性、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薄片、小碎块或细粉，表 面 紫 红 色 或 红 褐 色，有 致 密 的 纹 理，质

硬，有油性。粉末紫红色或红褐色。气微香、味微苦。

沉　　香

Ｌｉｇｎｕｍ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ｅＲｅｓｉｎａｔｕｍ

　　【来 源】　为 瑞 香 科 植 物 白 木 香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Ｇｉｌｇ及 沉 香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
ａｇａｌｌｏｃｈａ
Ｒｏｘｂ．含有树脂的心材。

【产地】　白木香主产于广东、海南、广西、福 建 等 省 区。沉 香 主 产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马来西亚、柬埔寨及越南等国。我国台湾亦有栽培。

【采收加工】　本品全年均可采收，割取含树脂的木材，除去不含树脂的部分，阴干。
【性状鉴别】　药材　沉香 （白木香）　呈不规则块状、片状或盔帽状。表面凹凸不

平，有刀痕，可见黑褐色树脂与黄白色木部相间的斑纹，偶有孔洞及凹窝，表面多呈朽木

状。质较坚实，断面刺状。气芳香，味苦。燃烧时气香浓，有油渗出。
沉香　进口品，呈块状，有的呈圆柱形或盔帽状，大小不一。表面黄棕色或灰黑色，

密布断续棕黑色的细纵纹 （系含树脂的部分）；有时可见黑棕色树脂斑痕，质坚 硬 而 重，
能沉水或半沉水，气较浓，味苦。燃之有浓烟，香气强烈。

以油润、体重、香气浓、能沉水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极薄片、小碎块或细粉。表面可见黑色与黄白色交错的纹理。有特

殊香气，味苦。燃烧时有油渗出，并有浓烟。粉末呈灰白色或棕褐色。
【显微鉴别】　白木香　横切面　①木射线宽１～２列细胞，呈径向延长，壁非木化或

微木化，有的具壁孔，含棕色树脂状物质。射线周围的木薄壁细胞有时因含树脂而破坏，
形成不整齐的树脂带。②导管呈圆形、多角形，直径４２～１３０μｍ，２～１０个成群存在，偶

有单个散在，有的含棕色树脂状物质。③木纤维多角形，占大部分，直径２０～４５μｍ。④
内涵韧皮部薄壁组织常呈长椭圆状或条带状，常与射线相交，细胞壁薄，非木化，内含树

脂状物及丝状物 （菌丝）。其间散有少数纤维，筛管群多颓废。⑤有的细胞内含少数草酸

钙柱晶。
切向纵切面　①木射线条状排列，宽１～２列细胞，高４～２０个细胞。②导管为具缘

纹孔，长短不一，多为短节导管，两端平截，具缘纹孔排列紧密，互列，导管直径４２～
１３０μｍ，内含黄棕色树脂团块。③纤维细长，直径约２０～４５μｍ，壁较薄，有单纹孔。④
内涵韧皮部细胞长方形。⑤管胞壁较薄，有具缘纹孔。

径向纵切面　①木射线排列成横向带状，高４～２０层细胞，细胞为方形或略长方形。

②纤维，径向壁上有单纹孔，余同切向纵切面。
粉末　白木香　淡棕色。有特异 香 气，味 苦。①纤 维 状 管 胞 长 梭 形，多 成 束，直 径

２０～３０μｍ，壁较薄，有具缘纹孔。②纤维直径２５～４５μｍ，径向壁上有单斜纹孔。③具缘

纹孔导管多见，直径约至１３０μｍ，具缘纹孔排列紧密，互列，导管内棕色树脂团 块 常 破

碎脱出。④木射线细胞单纹孔较密。⑤草酸钙柱晶，长６８μｍ，直径９～１５μｍ。
沉香　显微特征与白木香区别点为：①木射线大多宽为１列 细 胞，高 以５个 细 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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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②具缘纹孔导管直径至１５０μｍ。③纤维较细，直径６～４０μｍ，壁不具单纹孔。④草

酸钙柱晶极少，长至８０μｍ。
【成分】　白木香　含挥发油及树脂。挥发油中含沉香螺萜醇 （ａｇａｒｏｓｐｉｒｏｌ）、白木香

酸 （ａｇａｒｏｐｉｒｉｃａｃｉｄ）及白木香醛等。
沉香　含油树脂。挥发油中含沉香螺萜醇、沉香萜醇 （ａｇａｒｏｌ）等多种萜类化合物及

苄基丙 酮 （ｂｅｎｚｙｌａｃｅｔｏｎｅ）、对 甲 氧 基 苄 基 丙 酮、氢 化 桂 皮 酸 （ｈｙｄｒｏｃｉｎｎａｍｉｃａｃｉｄ）、对

甲氧基氢化桂皮酸等。
沉香螺萜醇、白木香酸及白木香醛具有镇静作用。
【理化鉴别】　取乙醇浸出物 （热浸法），进行微量升华，得 黄 褐 色 油 状 物，香 气 浓

郁，于油状物上加盐酸１滴与香草醛颗粒少量，再滴加乙醇１～２滴，渐显樱红色，放置

后颜色加深。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热浸法测定，本品含乙醇浸出物不

得少于１５０％
【附注】　伪品　用它种木材加工的伪制品或混充品，呈不规则片状或块状，表面黄

白色，可见刀劈痕、伪造的网状纹理及细小的孔洞，无树脂状物。气弱，味淡。

通　　草

ＭｅｄｕｌｌａＴｅｔｒａｐａｎａｃｉｓ

　　【来源】　为五加科植物通脱木Ｔｅｔｒａｐａｎａｘ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ｕｓ（Ｈｏｏｋ．）Ｋ．Ｋｏｃｈ的干燥

茎髓。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柱形，一般长２０～４０ｃｍ，直径１～２５ｃｍ。表面白色或淡

黄色，有浅纵沟纹。体轻，质松软，稍有弹性，易折断，断面平坦，显银白色光泽，中部

有直径０３～１５ｃｍ的空心或半透明圆形薄膜，纵剖面薄膜呈梯状排列，实心者少见。无

臭，无味。
以条粗、色白洁、有弹性者为佳。
饮片　通草　为圆形的厚片或小段，表面有银白色光泽，髓部 中 空 或 有 半 透 明 的 薄

膜。体轻，质松软，有弹性。无臭，无味。
商品 “方通”为约１０ｃｍ见方的片状物，表面白色，微有光泽；“通丝”则为细长碎

纸片状，宽约３～５ｍｍ，长短不等。

钩　　藤

ＲａｍｕｌｕｓＵｎｃａｒｉａｅｃｕｍＵｎｃｉｓ

　　【来源】　为茜草科植物钩藤Ｕｎｃａｒｉａ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Ｍｉｑ．）Ｊａｃｋｓ．、大叶钩藤Ｕｎ
ｃａｒｉ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Ｗａｌｌ．、毛 钩 藤 Ｕｎｃａｒｉａｈｉｒｓｕｔａ Ｈａｖｉｌ．、华 钩 藤 Ｕｎｃａ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Ｈａｖｉｌ．、无柄果钩藤Ｕｎｃａｒｉａ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ｒｕｃｔｕｓＲｏｘｂ．的干燥带钩茎枝。

【产地】　钩藤　主产于广西、广东、湖北、湖南等省区。
大叶钩藤　主产于广西、广东、云南等省区。
华钩藤　主产于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区。
毛钩藤　主产于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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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柄果钩藤　主产于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区。
【采收加工】　秋、冬两季采收有钩的嫩枝，剪成短段，晒干。
【性状鉴别】　钩藤　为带单钩或双钩的茎枝小段，茎枝呈圆柱形或类方柱形，长２～

３ｃｍ，直径２～５ｍｍ。表面红棕色至紫红色，具细纵纹，光滑无毛，有时可见白色点状皮

孔。多数枝节上对生两个向下弯曲的钩，或仅一侧有钩，另一侧为凸起的疤痕；钩略扁或

稍圆，先端细尖，基部稍圆而扁宽阔；钩基部的枝上可见叶柄脱落后的窝点状痕迹和环状

托叶痕。质轻而坚韧，断面皮部纤维性，髓部 黄 白 色，疏 松 似 海 绵，或 萎 缩 成 空 洞。无

臭，味淡。
大叶钩藤　小枝两侧有纵沟，具突起的黄白色小点状皮孔，钩枝密被褐色长柔毛。钩

长达３５ｃｍ，表面灰棕色，末端膨大成小球。
毛钩藤　枝或钩的表面灰白色或灰棕色，粗糙，有疣状凸起，被褐色粗毛。
华钩藤　小枝方柱形，表面黄绿色，钩端渐尖，常留萎缩疤痕，基部扁阔，常有宿存

托叶，全缘。
无柄果钩藤　钩枝四面 有 浅 纵 沟，具 稀 疏 的 褐 色 柔 毛，叶 痕 明 显。钩 长１～１８ｃｍ，

表面棕黄色或棕褐色。折断面髓部浅黄白色。
以双钩、茎细、钩结实、光滑、色紫红、无枯枝钩者为佳。
【显微鉴别】　茎枝横切面　钩藤　①表皮细胞外被略弯曲的角质层。② 皮层细胞内

含棕色物质及少量淀粉粒。③皮层内方纤维连成间断的环层。④韧皮部纤维有厚壁性细胞

及薄壁性细胞，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砂晶。韧皮射线细胞宽１列。⑤形成层明显。⑥木质部

导管类圆形，多单个散在，偶有２～４个并列。⑦髓宽阔，约占切面直径的一半，四周有

１～２列环髓厚壁细胞，具明显的单纹孔，内含棕色物质。⑧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砂晶和小簇

晶。
大叶钩藤茎　表皮外侧角质层表面观成条纹状。具单细胞或多细胞非腺毛。皮层细胞

有的含色素。木质部两侧向内呈弧状突起，薄壁细胞中含砂晶或小簇晶。
毛钩藤茎　角质层表面观呈内凹的方格形。复表皮，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砂晶。
华钩藤茎　具复表皮。薄壁细胞中含砂晶。
无柄果钩藤茎　角质层呈不规则的波状纹理，表面细胞外壁向外突起，具多数单细胞

短角状毛，表面有疣状突起。皮层细胞不含色素，有断续成环的石细胞层。木质部向内呈

弧状突起，薄壁细胞中含草酸钙砂晶或簇晶。
粉末　钩藤 （茎和钩）　淡红棕色。无臭，味淡。①韧皮纤维大多成束，非木化或微

木化，孔沟不明显。②韧型纤维大多成束，甚长，壁稍厚，木化，具明显的单斜孔。③导

管为螺纹、网纹、梯纹及具缘纹孔。④韧皮薄壁细胞中含有草酸钙砂晶。⑤微木化的薄壁

组织碎片众多 （包括木射线、髓及木薄壁细胞），细胞呈类方形、类圆形、不规则形或细

长方形，壁稍增厚，具多数椭圆形或圆形单纹孔。⑥表皮细胞棕黄色，类方形、多角形或

稍延长，壁稍增厚，细胞内有油滴状物，断面观可见较厚的角质层。⑦纤维状管胞少见，
大多与韧型纤维成束存在，有具缘纹孔。

【成分】　含 生 物 碱 类 成 分，如 钩 藤 碱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ｙｌｌｉｎｅ）、异 钩 藤 碱 （ｉｓｏｒｈｙｎｃｈｏ
ｐｈｙｌｌｉｎｅ）、去 氢 钩 藤 碱 （ｃｏｒｙｎｏｘｅｉｎｅ）、去 氢 异 钩 藤 碱 （ｉｓｏｃｏｒｙｎｏｘｅｉｎｅ）、柯 南 因 碱

（ｃｏｒｙｎａｎｔｈｅｉｎ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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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藤碱、异钩藤碱二者为降血压的有效成分。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１ｇ，加浓氨试液湿润，加氯仿３０ｍｌ，振摇提取３０分钟，

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盐酸 （１→１００）５ｍｌ使溶解，滤过，滤液分置三支试管，一管加

碘化铋钾试液１～２滴，即生成黄色沉淀，一管加碘化汞钾试液１～２滴，即生成白色沉

淀，一管加硅钨酸试液１～２滴，即生成白色沉淀。（检查生物碱）
（２）取横切面片置紫外光灯下观察，外皮呈浓紫褐色，切面呈蓝色。

（吴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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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皮 类 中 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各药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主产地及特殊的采收加工

方法。③各药材在性状上，尤其是形状、表面和折断面上的鉴别特征，气味及其与成分之

间的关系；部分药材饮片的鉴别要点。④部分药材的周皮、皮层和韧皮部的组织构造特征

及粉末主要显微鉴别特征。⑤部分药材的成分类别及主要成分。⑥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

法及结果。⑦部分药材浸出物的测定方法及所用的溶媒。⑧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

测定的成分。⑨秦皮伪品的来源及鉴别要点。

皮类中药通常是指来源于裸子植物或被子植物 （其中主要是双子叶植物）的茎干、枝

和根的形成层以外部位入药的药材。它由外向内包括周皮、皮层、初生和次生韧皮部等部

分。其中大多为木本植物茎干的皮，少数为根皮或枝皮。

一、性状鉴别

皮类中药因植物来源、取皮部位、采集和加工干燥的方法不同，形成了外表形态上的

特征变化，在鉴定时，仔细观察，正确运用术语是十分重要的。现分述如下：

１．形状　由粗大老树上剥的皮，大多粗大而厚，呈长条状或板片状；枝皮则呈细条

状或卷筒状；根皮多数呈短片状或筒状。一般描述术语有：
平坦状　皮片呈板片状，较平整，如杜仲、黄柏。

弯曲状　皮片多向内表面弯曲，通常取自枝干或较小茎干的皮，易收缩而成弯曲状，
由于弯曲的程度不同，又分：

（１）槽状或半管状　皮片向内弯曲呈半圆形，如企边桂。
（２）管状或筒状　皮片向内弯曲至两侧相接近成管状，这类形状常见于加工时用抽心

法抽去木心的皮类中药，如牡丹皮。
（３）单卷状　皮片向一面卷曲，以至两侧重叠，如肉桂。
（４）双卷筒状　皮片两侧各自向内卷成筒状，如厚朴。
（５）复卷筒状　几个单卷或双卷的皮重叠在一起呈筒状，如锡兰桂皮。
（６）反曲状　皮片向外表面略弯曲，皮的外层呈凹陷状，如石榴树皮。

２．表面　外表面　皮的外表颜色多为灰黑色、灰褐色、棕褐色或棕黄色，有的树干

皮外表面常有斑片状的地衣、苔藓等物附生，呈现不同颜色等。有的外表面常有片状剥离

的落皮层和纵横深浅不同的裂纹，有时亦有各种形状的突起物而使树皮表面显示不同程度

的粗糙；多数树皮尚可见到皮孔，通常是横向的，也有纵向延长的，皮孔的边缘略突起，
中央略向下凹；皮孔的形状、颜色、分布的密度，常是鉴别皮类中药的特征之一。如合欢

皮的皮孔呈红棕色，椭圆形；牡丹皮的皮孔呈灰褐色，横长略凹陷状；杜仲的皮孔呈斜方

形。少数皮类中药的外表面有刺，如红毛五加皮；或有钉状物，如海桐皮等。部分皮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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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木栓层已除去或部分除去而较光滑，如桑白皮、黄柏等。
内表面　颜色各不相同，如肉桂呈红棕色，杜仲呈紫褐色，黄柏呈黄色，苦楝皮呈黄

白色。有些含油的皮类中药，内表面经刻划，出现油痕，可根据油痕的情况结合气味等，
判断该药材的质量，如肉桂、厚朴等。一般较平滑或具粗细不同的纵向皱纹，有的显网状

纹理，如椿白皮。

３．折断面　皮类中药横向折断面的特征和皮的各组织的组成和排列方式有密切关系，
因此是皮类中药的重要鉴别特征，折断面的性状主要有：

平坦状　组织中富有薄壁细胞而无石细胞群或纤维束的皮，折断面较平坦，无显著突

起物，如牡丹皮。
颗粒状　组织中富有石细胞群的皮，折断面常呈颗粒状突起，如肉桂。
纤维状　组织中富含纤维的皮，折断面多显细的纤维状物或刺状物突出，如桑白皮、

合欢皮。
层状　组织构造中的纤维束和薄壁组织成环带状间隔排列，折断时形 成 明 显 的 层 片

状，如苦楝皮、黄柏等。
有些皮的断面外层较平坦或呈颗粒状，内层呈纤维状，说明纤维主要存在于韧皮部，

如厚朴。有的皮类中药在折断时有胶质丝状物相连，如杜仲。有些皮在折 断 时 有 粉 尘 出

现，这些皮的组织较疏松，含有较多的淀粉，如白鲜皮。

４．气味　气味也是鉴别中药的重要方法，它和皮中所含成分有密切关系，各种皮的

外形有时很相似，但其气味却完全不同。如香加皮和地骨皮，前者有特殊香气，味苦而有

刺激感，后者气味均较微弱。肉桂与桂皮外形亦较相似，但肉桂味甜而微辛，桂皮则味辛

辣而凉。

二、显微鉴别

皮类中药的构造一般可分为周皮、皮层、韧皮部进行观察。首先观察横切面各部分组

织的界限和宽厚度，然后再进行各部组织的详细观察和描述，各部位在观察时应注意的特

征分述如下：

１．周皮　包括木栓层、木栓形成层与栓内层三部分。木栓层细胞多整齐地排列成行，
细胞呈扁平形，切向延长，壁薄，栓化或木化，黄棕色或含红棕色物质。有的木栓细胞壁

均匀地或不均匀地增厚并木化，如杜仲木栓细胞内壁特厚，肉桂的最内一列木栓细胞的外

壁特别增厚。木栓层发达的程度随植物的种类有较大的区别。木栓形成层细胞常为扁平而

薄壁的细胞，在一般的皮类药材中不易区别。栓内层存在于木栓形成层的内侧，径向排列

成行，细胞壁不栓化，亦不含红棕色物质，少数含叶绿体而显绿色，又称绿皮层。栓内层

较发达时，其内方的细胞形态，多为不规则形，此时常不易与皮层细胞区别。

２．皮层　细胞大多是薄壁性的，略切向延长，常可见细胞间隙，靠近周皮部分常分

化成厚角组织。皮层中常可见到纤维、石细胞和各种分泌组织，如油细胞、乳管、黏液细

胞等，常见的细胞内含物有淀粉粒和草酸钙结晶。

３．韧皮部　包括韧皮部束和射线两部分。韧皮部束外方，有的为初生韧皮部，其筛

管群常呈颓废状而皱缩，最外方常有厚壁组织如纤维束、石细胞群形成环带或断续的环带

（过去也称为中柱鞘纤维）。次生韧皮部占大部分，除筛管和伴胞外，常有厚壁组织、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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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等，应注意其分布位置、分布特点和细胞特征，有些薄壁细胞内常可见到各种结晶体

或淀粉粒。
射线可分为髓射线和韧皮射线两种。髓射线较长，常弯曲状，外侧渐宽成喇叭口状；

韧皮射线较短，两者都由薄壁细胞构成，不木化，细胞中常含有淀粉粒和草酸钙结晶。射

线的宽度和形状在鉴别时较为重要。
粉末　在鉴定皮类中药时常需观察粉末的显微特 征，如 各 种 细 胞 的 形 状、长 度、宽

度，细胞壁的性质、厚度、壁孔和壁沟的情况及层纹清楚否，都是鉴定的重要依据。且较

观察横切面更为清晰。皮类中药中，不应观察到木质部及髓部的组织和细胞。

桑　白　皮

ＣｏｒｔｅｘＭｏｒｉ

　　【来源】　为桑科植物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的干燥根皮。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扭曲的卷筒状、槽状或板片状，长短宽窄不一，厚１～４ｍｍ。

外表面白色或淡黄白色，较平坦，偶有残留未除尽的橙黄色或棕黄色鳞片状粗皮；内表面

黄白色或淡黄色，有细纵纹。体轻，质韧，纤维性强，难折断，易纵向撕裂，撕裂时有白

色粉尘飞扬。气微，味微甘。
以色白、粉性足者为佳。
饮片　桑白皮　呈丝状，宽３～５ｍｍ。外表面白色或淡黄白色，较平坦；内表面黄白

色或灰黄色，有细纵纹。质韧，纤维性强，撕裂时有白色粉末飞出。气微，味微甘。
蜜桑白皮　形如桑白皮丝，呈深黄色，质滋润，略有光泽。
【成 分】　 ① 黄 酮 类 衍 生 物，如 桑 皮 素 （ｍｕｌｂｅｒｒｉｎ）、桑 皮 色 烯 素 （ｍｕｌｂｅｒｒｏ

ｃｈｒｏｍｅｎｅ）、环桑皮素 （ｃｙｃｌｏｍｕｌｂｅｒｒｉｎ）及环桑皮色烯素 （ｃｙｃｌｏｍｕｌｂｅｒｒｏｃｈｒｏｍｅｎｅ）等。

②含香豆精类化合物，如东 莨 菪 素 及 伞 形 花 内 酯。③桑 酮 Ａ、Ｂ及 桑 根 酮 （ｓａｎｇｇｅｎｏｎ）

Ｃ、Ｄ等。④挥发油。

牡　丹　皮

ＣｏｒｔｅｘＭｏｕｔａｎ

　　【来源】　为毛茛科植物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Ａｎｄｒ．的干燥根皮。
【产地】　主产于安徽、四川、河南及山东等省。主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秋季采挖根部，除去细根及茎基，剥取根皮，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筒状或半筒状，有纵剖开的裂缝，向内卷曲或张开，长５～

２０ｃｍ，直径０５～１２ｃｍ，厚１～４ｍｍ。外表面灰褐色或黄褐色，有多数横长皮孔及细根

痕，栓皮脱落处粉红色。内表面淡灰黄色或浅棕色，有明显的细纵纹，常见发亮的结晶。
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较平坦，粉性，灰白色至粉红色。气芳香，味微苦而涩。

以条粗长、皮厚、无木心、断面白色、粉性足、结晶多、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为圆形薄片。外表面灰褐色或黄褐色，栓皮脱落处呈粉红色；内表面淡灰黄色

或浅棕色，常见发亮的结晶，切面淡粉红色 或 灰 白 色。质 脆，粉 性。气 芳 香，味 微 苦 而

涩。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 木栓层由多列细胞组成，壁浅红色。② 皮层菲薄，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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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切向延长的薄壁细胞。③ 韧皮部占大部分。④ 射线宽１～３列细胞。⑤ 韧皮部、皮层

薄壁细胞以及细胞间隙中含草酸钙簇晶；薄壁细胞和射线细胞中含色素或淀粉粒。
粉末　淡红棕 色。气 芳 香，味 微 苦 而 涩。① 淀 粉 粒 众 多，单 粒 呈 类 球 形 或 多 角 形，

直径３～１６μｍ，脐点点状、裂缝状、三叉状或星状；复粒由２～６分粒组成。② 草酸钙簇

晶甚多，直径９～４５μｍ，有时含晶细胞连接，簇晶排列成行，或一个细胞中含有数个簇

晶，或簇晶充塞于细胞间隙中。③ 木栓细胞长方形，壁稍厚，浅红色。④ 有时可见牡丹

酚针状、片状结晶。
【成分】　①主含酚类化合物，如丹皮酚 （ｐａｅｏｎｏｌ）、牡丹酚苷 （ｐａｅｏｎｏｓｉｄｅ）等。②

萜类化合物，如芍药苷 （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等。③挥发油。④苯甲酸及植物甾醇等。
丹皮酚具有镇痛、解痉作用，也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进行微量升华，升华物在显微镜下呈长柱形、针状、羽状

结晶，于结晶上滴加三氯化铁醇溶液，则结晶溶解而成暗紫色。（检查丹皮酚）
（２）取粉末０１５ｇ，加无水乙醇２５ｍｌ，振摇数分钟，滤过。取滤液１ｍｌ，加无水乙醇

至２５ｍｌ，照分光光度法试验，在２７４ｎｍ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３）取粉末２ｇ，加乙醚２０ｍｌ，振摇２分钟，滤过。取滤液５ｍｌ，置水浴上蒸干，放

冷，残渣中加硝酸数滴，先显棕黄色，后变鲜绿色。（丹皮酚的反应，芍药根皮粉末显黄

色）
（４）《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丹皮酚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试

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蓝褐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本品含丹皮酚

（Ｃ９Ｈ１０Ｏ３）不得少于１２０％。

厚　　朴

Ｃｏｒｔｅｘ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ｅ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来 源】　为 木 兰 科 植 物 厚 朴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及 凹 叶 厚 朴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ｖａｒ．ｂｉｌｏｂ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的干燥干皮、枝皮和根

皮。
【产地】　主产于四川、湖北、浙江、福建等省。多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４～６月剥取根皮及枝皮直接阴干；干皮，置沸水中微煮后，堆置阴湿

处，“发汗”至内表面变紫褐色或棕褐色时，再蒸软，取出，卷成筒状，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干皮　呈卷筒状或双卷筒状，长３０～３５ｃｍ，厚２～７ｍｍ，习称

“筒朴”；近根部干皮一端展开如喇叭口，长１３～２５ｃｍ，厚３～８ｍｍ，习称 “靴筒朴”。外

表面灰棕色或灰褐色，粗糙，有时呈鳞片状，较易剥落，有明显的椭圆形皮孔和纵皱纹；
刮去粗皮者显黄棕色。内表面紫棕色或深紫褐色，具细密纵纹，划之显油痕。质坚硬，不

易折断，断面外部灰棕色，颗粒性；内部紫褐色或棕色，纤维性，富油性，有的可见多数

发亮的细小结晶。气香，味辛辣、微苦。
根皮 （根朴）　呈单筒状或不规则块片，有的弯曲似 “鸡肠”，习 称 “鸡 肠 朴”。质

硬，易折断，断面纤维性。嚼之残渣较多。余同干皮。
枝皮 （枝朴）　皮薄，呈单筒状，长１０～２０ｃｍ，厚１～２ｍｍ。表面灰棕色，具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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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脆，易折断，断面纤维性。余同干皮。
以皮厚、肉细、油性足、内表面色紫棕而有发亮结晶物、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厚朴　为弯曲的丝条状，断面纤维 性，外 表 面 黄 棕 色，内 表 面 深 紫 褐 色。气

香，味辛辣、微苦。
姜厚朴　为弯曲的丝条状，断面纤维性，呈紫褐色。稍具姜辣气味。
【显微鉴别】　干皮横切面　① 木栓层由多列细胞组成；有的可见落皮层。② 皮层

外侧有石细胞环带，内侧散有多数油细胞和石细胞群，石细胞多呈分枝状，稀有纤维束。

③ 韧皮部射线宽１～３列细胞，向外渐宽，韧皮纤维众多，壁极厚，单个散在或２～５个

相连；油细胞散在。④ 薄壁细胞中含少量黄棕色物质或充满糊化的淀粉粒，另含少数草

酸钙方晶。
粉末　厚朴　棕色。气香，味辛辣、微苦。①石细胞众多，呈长圆形、类方形或不规

则分枝状，有时可见层纹，木化。②纤维壁甚厚，有的呈波浪形或一边呈锯齿状，孔沟不

明显，木化。③油细胞呈椭圆形或类圆形，直径５０～８５μｍ，含黄棕色油状物。④木栓细

胞呈多角形，壁薄微弯曲。⑤草酸钙方晶及棱晶少见。
凹叶厚朴　粉末与以上区别点为：纤维一边呈齿状凹凸；油细胞直径２７～７５μｍ；木

栓细胞壁菲薄而平直，常多层重叠。
【成分】　①挥 发 油，油 中 主 要 含α、β－桉 油 醇 （α、β－ｅｕｄｅｓｍｏｌ），占 挥 发 油 的

９４％～９８％。②厚朴酚 （ｍａｇｎｏｌｏｌ）及其异构体和厚朴酚 （ｈｏｎｏｋｉｏｌ）；此外尚含三羟基厚

朴酚、去氢三羟基厚朴酚、三羟基厚朴醛。③生物碱类成分，如木兰箭毒碱、氧化黄心树

宁碱。④鞣质。

α、β－桉油醇有镇静作用；厚朴酚有抗菌作用。
【理化鉴别】　 （１）取粗粉３ｇ，加氯仿３０ｍｌ，回流３０分钟，滤过。取滤液，在紫外

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顶面观现紫色，侧面观显二层，上层黄绿色，下层棕色荧光。
（２）本品酸性乙醇提取液，加碘化铋钾试剂，生成橙红色沉淀；加硅钨酸试剂，生成

白色沉淀。（检查生物碱）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厚朴酚与和厚朴酚为对照品，进行薄层

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厚

朴酚 （Ｃ１８Ｈ１８Ｏ２）与和厚朴酚 （Ｃ１８Ｈ１８Ｏ２）的总量不得少于２０％。

肉　　桂

Ｃｏｒｔｅｘ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ｉ

　　【来源】　为樟科植物肉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Ｐｒｅｓｌ的干燥树皮。
【产地】　主产于广西、广东等省区，云南、福建等省亦产。多为栽培。
【采收加工】　每年分两期采收，第一期于４～５月间，第二期于９～１０月间，以第二

期产量大，香气浓，质量佳。采收时选取适龄肉桂树，按一定的长度、阔度剥下树皮，放

于阴凉处，按各种规格修整，或置于木质的 “桂夹”内压制成型，阴干或 先 放 置 阴 凉 处

２～３天后，于弱光下晒干。根据采收加工方法不同，有如下加工品：
桂通 （官桂）　为剥取栽培５～６年生幼树的干皮和粗枝皮，或老树枝皮，不经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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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卷曲成筒状。
企边桂　为剥取１０年生以上树的干皮，将两端削成斜面，突出桂心，夹在木质的凹

凸板中间，压成两侧向内卷曲的浅槽状。
板桂　剥取老年树最下部近地面的干皮，夹在木质的桂夹内，晒至九成干，经纵横堆

叠，加压，约一个月完全干燥，成为扁平板状。
桂碎　为桂皮加工过程中的碎块。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槽状或卷筒状，长３０～４０ｃｍ，宽或直径为３～１０ｃｍ，厚约２

～８ｍｍ。外表面灰棕色，有不规则的细 皱 纹 及 横 向 突 起 的 皮 孔，有 时 可 见 灰 白 色 的 地 衣

斑；内表面红棕色，较平坦，有细纵纹，用指甲刻划可见油痕。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

不平坦，外侧棕色而较粗糙，内侧红棕色而油润，中间有１条黄棕色的线 纹 （石 细 胞 环

带）。气香浓烈，味甜、辣。
以不破碎、体重、外皮细、肉厚、断面色紫、油性大、香气浓厚、味甜辣、嚼之渣少

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碎块。其余特征同药材。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 木栓细胞数列，最内层细胞外壁特厚，木化。② 皮层散

有石细胞、油细胞及黏液细胞。③ 韧皮部约占皮的二分之一厚度，外部石细胞群断续排

列成环，其外侧有纤维束存在，石细胞通常外壁较薄；射线细胞１～２列，细胞内常散在

多数细小草酸钙柱晶或针晶；厚壁纤维常单个稀疏散在或２～３个成群；油细胞随处可见；
黏液细胞亦较多。④ 薄壁细胞中充满淀粉粒，直径１０～２０μｍ。

粉末　红棕色。气香浓烈，味甜、辣。① 纤维多单个散在，少数２～３个并列，长梭

形，平直或波状弯曲，壁极厚，纹孔不明显，木化。② 石细胞类圆形、类方形或多角形，
壁厚，有的一面菲薄。③ 油细胞类圆形或长圆形，含黄色油滴状物。④ 草酸钙针晶或柱

晶较细小，成束或零星散在于射线细胞中。⑤ 木栓细胞多角形，含红棕色物。⑥淀粉粒

极多，圆球形或多角形。
【成分】　①挥发油，油中主成分为桂皮醛 （ｃｉｎｎａ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约８５％），乙酸桂皮酯

（ｃｉｎｎａｍ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②香豆素类化合物。③少量的苯甲醛、桂皮酸等。
桂皮醛是肉桂镇静、镇痛、解热作用的有效成分。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 少 许，加 氯 仿 振 摇 后，吸 取 氯 仿 液２滴 于 载 玻 片 上，待

干，再滴加１０％的盐酸苯肼液１滴，加盖玻片镜检，可见桂皮醛苯腙的杆状结晶。
（２）取挥发油少许，滴加异羟肟酸铁试剂，显橙色。（检查内酯类）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桂皮醛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试

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杜　　仲

Ｃｏｒｔｅｘ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来源】　为杜仲科植物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Ｏｌｉｖ．的干燥树皮。
【产地】　主产于四川、湖北、贵州及河南等省。多为栽培。
【采收加工】　春夏两季剥取栽植近十年的树皮，趁新鲜刮去粗皮，将树皮内表面相

对层层叠放，严密埋藏于稻草内，使之 “发汗”至内皮呈紫褐色时，取出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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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药材　呈扁平的板片状或两边稍向内卷，大小不一，厚３～７ｍｍ。外

表面淡灰棕色或灰褐色，未刮净粗皮者可见纵沟或裂纹，具斜方形皮孔，有 的 可 见 地 衣

斑；刮去粗皮者淡棕色而平滑。内表面暗紫色或紫褐色，光滑。质脆，易折断，断面有细

密、银白色、富弹性的胶丝相连，一般可拉至１ｃｍ以上才断。气微，味稍苦，嚼之有胶

状感。
以皮厚、块大、去净粗皮、内表面暗紫色、断面丝多者为佳。
饮片　杜仲　呈１０～１５ｍｍ的小方块或呈丝状。外表面淡棕色或灰褐 色，有 明 显 的

皱纹或纵裂的槽纹，内表面暗紫色，光滑。切面有细密、银白色、富弹性的橡胶丝相连。
气微，味稍苦。

盐杜仲　形如生杜仲，呈焦黑色或灰棕色，断面白丝易断，略具咸味。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 落 皮 层 残 存，内 侧 有 数 个 木 栓 组 织 层 带，每 层 为 排 列 整

齐、内壁特别增厚且木化的木栓细胞。两层带间为颓废的皮层组织，细胞壁木化。② 韧

皮部有５～７层石细胞环带，每环有３～５列石细胞并伴有少数纤维。射线２～３列细胞，
近栓内层时向一方偏斜。③ 白色胶丝团随处可见，以韧皮部为多，此胶丝存在于乳汁细

胞内。
粉末　呈棕色。气微，味稍苦，嚼之有胶状感。① 石细胞众多，大多成群，类长方

形、类圆形或不规则形，壁厚，胞腔小，孔沟明显，有的胞腔内含胶丝团。② 木栓细胞

成群或单个，表面观呈多角形，壁不均匀增厚，侧面观长方形，一面壁薄，三面壁增厚。

③橡胶丝成条状或扭曲成团。
【成分】　①含木脂素类成分，如松脂醇二－β－Ｄ葡萄糖苷，与苷元连接的糖均为吡

喃葡萄糖。②环烯醚萜苷类，如 京 尼 平 苷 （ｇｅｎｉｐｏｓｉｄｅ）、桃 叶 珊 瑚 苷 （ａｕｃｕｂｉｎ）等。③
三萜类成分，如β－谷甾醇、白桦脂醇等。④杜 仲 皮 折 断 后 有 银 白 色 的 杜 仲 胶 （ｇｕｔｔａ－
ｐｅｒｃｈａ），为一种硬质橡胶。

松脂醇二－β－Ｄ葡萄糖苷为降压的有效成分。
【理化鉴别】　 （１）取粗粉１０ｇ，加乙醇１００ｍｌ回流提取，回收乙醇至膏状，加蒸馏

水搅拌后过滤，滤液加数滴爱氏试液 （对二甲氨基苯甲醛），加热煮沸１０分钟，溶液呈蓝

色。（检查桃叶珊瑚苷）
（２）取粉末１ｇ，加氯仿１０ｍｌ，浸渍２小时，滤过，滤液蒸干，加乙醇１ｍｌ，产生具

弹性的胶膜。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热浸法测定，７５％乙醇浸出物，药

材不得少于１１０％，盐杜仲不得少于１２０％。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松

脂醇二葡萄糖苷 （Ｃ３２Ｈ４２Ｏ１６）不得少于０１０％。

黄　　柏

Ｃｏｒｔｅｘ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ｉ

　　 【来源】　为芸香科植物黄皮树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ｎｅｉｄ．及黄檗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ａｍｕｒｅｎｓｅＲｕｐｒ．的干燥树皮。前者习称 “川黄柏”，后者习称 “关黄柏”。

【产地】　川黄柏　主产于四川、贵州等省，陕西、湖北、云南、湖南等省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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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黄柏　主产于辽宁、吉林等省，内蒙古、河北、黑龙江等省区亦产。以辽宁产量最

大。
【采收加工】　３～６月间采收，选１０年左右的树，剥取树皮，晒至半干，压平，刮

净粗皮至显黄色，刷净晒干，置干燥通风处，防发霉和变色。
【性状鉴别】　药材　川黄柏　呈板片状或浅槽状，长宽不等，厚３～６ｍｍ。外表面

黄棕色或黄褐色，较平坦或具纵沟纹，有的可见皮孔痕及残存的灰褐色粗皮。内表面暗黄

色或淡棕黄色，具细密的纵棱纹。体轻，质较硬，断面深黄色，纤维性，呈裂片状分层。
气微，味甚苦，嚼之有黏性，可使唾液染成黄色。

关黄柏　通常较川黄柏薄，厚约２～４ｍｍ。外表面黄绿色或淡棕黄色，具不规则的

纵裂纹，皮孔痕小而少见，偶有灰白色的粗皮残留。内表面黄色或黄棕色。体轻，质硬，
断面鲜黄色或黄绿色。

均以皮厚、断面色黄者为佳。
饮片　川黄柏　呈微卷曲的丝状，外表黄褐色或黄棕色，内表面暗黄色或淡棕黄色，

具细密的纵棱纹。切面深黄色，呈纤维性。体轻，质硬。气微，味甚苦。
关黄柏　呈丝状，外表面黄绿色或淡棕黄色，较平坦。内表面黄色或黄棕色。切面鲜

黄色或黄绿色。体轻，质较硬。气微，味苦。
盐黄柏　形如黄柏丝，深黄色，偶有焦斑，略具咸味。
酒黄柏　形如黄柏丝，深黄色，偶有焦斑，略具酒味。
黄柏炭　形如黄柏丝，表面焦黑色，内部焦褐色，质轻而脆，味微苦涩。
【显微鉴别】　横切面　川黄柏　① 未去净外皮者，木栓层由多列长方形细胞组成，

内含棕色物质。栓内层细胞中含草酸钙方晶。② 皮层比较狭窄，散有纤维群及石细胞群，
石细胞大多分枝状，壁极厚，层纹明显。③ 韧皮部占树皮的极大部分，外侧有少数石细

胞，纤维束切向排列呈断续的层带 （又称硬韧带），纤维束周围薄壁细胞中常含草酸钙方

晶。④ 射线宽２～４列细胞，常弯曲而细长。⑤ 薄壁细胞中含有细小的淀粉粒和草酸钙方

晶，黏液细胞随处可见。
关黄柏　与川黄柏相似，不同点是关黄柏木栓细胞呈方形，皮层比较宽广，石细胞较

川黄柏略少，韧皮部外侧几无石细胞。射线较平直，硬韧部不甚发达。
粉末　川黄柏　黄色。气微，味甚苦，嚼之有黏性，可使唾液染成黄色。① 石细胞

鲜黄色，类圆形或类多角形，直径３５～１２８μｍ，单个或成群，有的呈不 规 则 分 枝 状，枝

端锐尖，壁极厚，层 纹 细 密，少 数 壁 稍 薄，胞 腔 较 大。② 纤 维 及 晶 纤 维 较 多，鲜 黄 色，
多成束，壁极厚，胞腔线形；晶纤维的含晶细胞壁不均匀增厚，木化，方晶密集。③ 黄

色黏液细胞多单个散在，遇水膨胀呈圆形或矩圆形，直径４０～７０μｍ，壁薄，内含无定形

黏液汁。④ 草酸钙方晶较多，呈正方形、多面形或双锥形。
关黄柏　呈绿黄色或黄色。气微，味甚苦，嚼之有黏性，可使唾液染成黄色。① 石

细胞众多，鲜 黄 色，长 圆 形 或 纺 锤 形，长 径３５～８０μｍ，有 的 呈 分 枝 状，枝 端 钝 尖，壁

厚，层纹明显。② 纤维鲜黄色，常成束，周围的细胞含草酸钙方晶，形成晶纤维。③ 草

酸钙方晶极多。④ 淀粉粒小，呈球形。⑤ 黏液细胞可见，呈类球形。
【成 分】　川 黄 柏　①主 含 生 物 碱 类：如 小 檗 碱 （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并 含 少 量 黄 柏 碱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ｉｎｅ）、木兰碱 （ｍａｇｎｏｆｌｏｒｉｎｅ）、掌叶防己碱 （即 棕 榈 碱，ｐａｌｍａｔｉｎｅ）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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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含苦味质：黄柏酮 （ｏｂａｃｕｎｏｎｅ）、黄柏内酯 （即柠檬苦素）。③甾醇类：如γ－谷甾醇、

β－谷甾醇、豆甾醇。④黏液质等。
关黄柏　①生物碱类：主含小檗碱及少量药根碱、木兰碱、黄柏碱、掌叶防己碱等生

物碱。②另含苦味质：黄柏内酯、黄柏酮、黄柏酮酸。③甾醇类：菜油甾醇、γ－及β－
谷甾醇、７－脱氢豆甾醇。④黏液质。⑤尚含白鲜交酯 （ｄｉｃｔａｍｎｏｌｉｄｅ）、青荧光酸 （ｌｕｍｉ
ｃａｅｒｕｌｅｉｃａｃｉｄ）。

【理化鉴别】　 （１）取黄柏，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断面显亮黄色荧光。
（２）取粉末１ｇ，加乙醚１０ｍｌ，振摇后，滤过，滤液挥干后，残渣加冰醋酸１ｍｌ使溶

解，再加浓硫酸１滴，放置，溶液呈紫棕色。（检查黄柏酮及植物甾醇）
（３）取粉末０１ｇ，加乙 醇１０ｍｌ，振 摇 数 分 钟，滤 过，滤 液 蒸 去 乙 醇，加 硫 酸１ｍｌ，

沿管壁滴加氯试液１ｍｌ，在两液接界处显红色环。（检查小檗碱）
（４）《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 定，本 品 以 黄 柏 对 照 药 材 和 盐 酸 小 檗 碱 为 对 照 品，

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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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一个黄色荧光斑点。

白　鲜　皮

ＣｏｒｔｅｘＤｉｃｔａｍｎｉ

　　【来源】　本品为芸香科植物白鲜ＤｉｃｔａｍｎｕｓｄａｓｙｃａｒｐｕｓＴｕｒｃｚ．的干燥根皮。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卷筒状，长５～１５ｃｍ，直径１～２ｃｍ，厚２～５ｍｍ。外表面灰

白色或淡灰黄色，具细皱纹及细根痕，常有突起的颗粒状小点。内 表 面 类 白 色，有 细 纵

纹。质脆，折断时有粉尘飞扬，断面不平坦，略带层片状，剥去外层，迎光检视有闪烁的

小亮点。有羊膻气，味微苦。
以条大、皮厚、色灰白者为佳。
饮片　为圆形的厚片，外表面灰白色或淡灰黄色；内表面类白色，切面乳白色。有羊

膻气，味微苦。

秦　　皮

ＣｏｒｔｅｘＦｒａｘｉｎｉ

　　【来源】　为木犀科植物苦枥白蜡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Ｈａｎｃｅ、白蜡树Ｆｒａｘｉ
ｎ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ｏｘｂ．、尖叶 白 蜡 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ｓｚａｂｏａｎａＬｉｎｇｅｌｓｈ．或 宿 柱 白 蜡 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ｓｔｙｌｏｓａＬｉｎｇｅｌｓｈ．的干燥枝皮或干皮。

【产地】　主产于辽宁、吉林、陕西、四川等省。
【采收加工】　春、秋季整枝时，剥下干皮或枝皮，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枝皮　卷筒状或槽状，皮厚１５～３ｍｍ。外表面灰白色、灰棕

色至黑棕色或相间呈斑状，平坦或稍粗糙，密布灰白色圆点状皮孔及细斜皱纹，有的具分

枝痕。内表面黄白色或黄棕色，较 平 滑。质 硬 而 脆，折 断 面 纤 维 性，黄 白 色。气 微，味

苦。
干皮　为长条状块片，厚３～６ｍｍ。外表面灰棕色，具龟裂状沟纹及红棕色圆形或横

长的皮孔。质坚硬，断面纤维性较强，易成层剥离呈裂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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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条大、整齐、色灰白、有斑点者为佳。
饮片　呈丝状，宽３～５ｍｍ。外表面灰褐色或灰黑色，稍粗糙，有浅色斑点。内表面

黄白色或棕色，略有光泽。切面黄白色，纤维性。气微，味苦。
【显微鉴别】　横切面　苦枥白蜡树树皮　① 木栓细胞为５～１０余列细胞，部分内壁

增厚，木栓化。② 栓内层为数列多角形厚角细胞，内含黄棕色物质。③ 皮层较宽，纤维

及石细胞单个或成群散在。④ 韧皮部外侧有石细胞及纤维束组成的切向排列的断续环带，
内方纤维束及少数石细胞成层状排列，被射线分隔形成井字形。射线宽１～３列细胞。⑤
薄壁细胞中含草酸钙砂晶。

粉末　淡黄白色。气微，味苦。①纤维平直或稍弯曲，边缘微波状或凹凸，壁极厚，
木化，纹孔不明显，胞腔线形，表面有时可见不规则斜向纹理。②石细胞形态多样，作不

规则分枝，壁甚厚，孔沟明显。③木栓细胞表面观多角 形，壁 微 木 化 或 木 化，纹 孔 较 稀

疏。④薄壁细胞内含草酸钙砂晶。
【成分】　苦枥白蜡树树皮中含：①香豆精类成分：秦皮乙素 （七叶树素ａｅｓｃｕｌｅｔｉｎ）

及秦皮甲素 （七叶树苷ａｅｓｃｕｌｉｎ）等。②鞣质。③甘露醇。④生物碱。宿柱白蜡树尚含丁

香苷、宿柱白蜡苷。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１ｇ，加乙醇１０ｍｌ，置水浴上回流１０分钟，滤过。取滤液

１ｍｌ，加石灰水５ｍｌ，呈黄色。振摇，静置，滤过，滤液加三氯化铁试液１滴呈红色，再

加稀盐酸３滴，转变成绿色。（检查秦皮乙素）
（２）取药材少许浸入热水或乙醇中，浸出液在日光下显碧蓝色荧光 （因树皮含有荧光

结晶物质秦皮甲、乙素）。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秦皮甲素、秦皮乙素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

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光密度法测定，本品含秦皮

甲素 （Ｃ１５Ｈ１６Ｏ９）不得少于１３６％。
【附注】　伪品　核桃楸皮　为胡桃科植物核桃楸Ｊｕｎｇｌａｎ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的

树皮。粉末显微特征，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水浸液显浅黄棕色，无荧光。

香　加　皮

Ｃｏｒｔｅｘ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ｅ

　　【来源】　为萝科植物杠柳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ｓｅｐｉｕｍＢｇｅ．的干燥根皮。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卷筒状或槽状，少数呈不规则片状，长３～１０ｃｍ，直径１～

２ｃｍ，厚２～４ｍｍ。外表面灰棕色或黄棕色，栓皮松软常呈鳞片状，易剥落。内表面淡黄

色或淡黄棕色，较平滑，有细纵纹。体轻，质脆，易折断，断面不整齐，黄白色。有浓厚

的香气，味苦，稍有麻舌感。
以块大、皮厚、香气浓、无木心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厚片，外表面灰棕色或黄棕色，粗糙。内表面淡黄色或淡黄棕色，

较平滑，有细纵纹。切断面黄白色。有特异香气，味苦。
【成分】　①含 强 心 苷 类 成 分，如 杠 柳 毒 苷 Ｇ （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ｉｎ，即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Ｇ）等。②

Ｃ２１甾苷类成分，如杠柳苷Ｋ、Ｈ１、Ｅ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Ｋ、Ｈ１、Ｅ）及多种其他的Ｃ２１甾苷。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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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气成分为４－甲氧基水杨醛等。

地　骨　皮

ＣｏｒｔｅｘＬｙｃｉｉ

　　【来源】　为茄科植物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或宁夏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Ｌ．
的干燥根皮。

【性状鉴别】　呈筒状、槽状或不规则卷片，长３～１０ｃｍ，直径０５～１５ｃｍ，厚１～
３ｍｍ。外表面灰黄色至棕黄色，粗糙，具不规则纵皱纹或裂纹，易成鳞片 状 剥 落。内 表

面黄白色至灰黄色，较平坦，有细 纵 纹。体 轻，质 脆，易 折 断，断 面 不 平 坦，外 层 黄 棕

色，内层灰白色。气微，味微甘而后苦。
以块大、肉厚、无木心者为佳。
【成分】　①生物碱：如甜菜碱 （ｂｅｔａｉｎｅ）。②有 机 酸：如 亚 油 酸、亚 麻 酸。③枸 杞

酰胺 （ｌｙｃｉｕｍａｍｉｄｅ）等。④此外，尚含桂皮酸和多量酚性物质、β－谷甾醇、维生素Ｂ１。

（吴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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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叶 类 中 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各药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主产地及特殊的采收加工

方法。③各药材在性状上，尤其是形状、表面的鉴别特征，气味及其与成分之间的关系。
部分药材的饮片鉴别要点。④部分药材的组织构造及粉末主要显微鉴别特征。⑤部分药材

的成分类别及主要成分。⑥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⑦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

及被测定的成分。⑧番泻叶伪品的来源及其鉴别要点。

叶类中药一般多用完整而已长成的干燥叶，多为单 叶，少 数 用 复 叶 的 小 叶，如 番 泻

叶。在叶类中药中，有时尚带有部分嫩枝，如侧柏叶等。

一、性状鉴别

叶类中药的鉴定，首先应观察大量叶子所显示的颜色和状态，如 是 完 整 的 或 是 破 碎

的，是单叶或是复叶的小叶片，有无茎枝或叶轴，是平坦的还是皱缩的，鉴定时要选择具

有代表性的样品来观察。观察其特征时常需将其浸泡在水中使之湿润并展开后观察。一般

应注意叶片的形状、长度及宽度；叶端、叶缘及叶基的情况；叶片上、下表面的色泽及有

无毛茸和腺点，叶脉的类型、凹凸和分布情况；叶片的质地；叶柄的有无、形状及长短；

叶翼、叶轴、叶鞘、托叶及茎技的有无；以及叶片的气和 味 等。在 观 察 叶 片 的 表 面 特 征

时，可借助解剖镜或放大镜仔细观察叶上下表面的毛茸、腺点、腺鳞等。此外，还应注意

有无叶鞘及托叶等。

二、显微鉴别

主要观察叶的表皮、叶肉及叶的中脉三部分的特征。通常作叶中脉部分的横切面，同

时还应作叶片的上下表面制片或者粉末制片。

１．表皮　横切面主要观察上下表皮细胞 特 征 及 附 属 物，如 角 质 层、蜡 被、结 晶 体、
毛茸的种类和形态及内含物等。表皮多为１层细胞，亦有为１层以上细胞的复表皮，如夹

竹桃叶。细胞通常均紧密相接，多呈略扁平或近方形；单子叶禾本科植物叶的上表皮细胞

有较大的运动细胞，如淡竹叶等。有的表皮细胞较大，内含葡萄状钟乳体，如桑科植物桑

叶，或含螺旋状钟乳体，如爵床科植物穿心莲叶；有的表皮细胞内含簇状橙皮苷结晶体，
如唇形科植物薄荷叶；有的表皮细胞内含黏液质，如豆科植物番泻叶。表皮外壁常被角质

层，尚可见腺毛、非腺毛和气孔等。
表面制片主要观察上下表皮细胞的形状；垂周壁的弯曲程度及增厚情况；平周壁有无

角质层、皱纹或突起；毛茸的种类、形状和密度；气孔的类型及密度等。

表皮细胞一般多为略等径性的多边形细胞，在叶脉附近或叶脉部及单子叶植物叶的表

皮细胞则是长方形，其长径与中脉相平行。各种表皮细胞的垂周壁显示不同程度的平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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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如批杷叶的上表皮细胞垂周壁较平直，而下表皮较弯曲；薄荷叶上下表皮细胞的垂

周壁均较弯曲；有的表皮细胞垂周壁呈念珠状增厚等。表皮细胞的外面平周壁常 具 角 质

层，显不同程度的纹理，有波状、放射状、点状、条状等。有的表皮细胞向外突出而呈乳

头状，如荷叶。表皮细胞上有无毛茸和毛茸的类型，如非腺毛和腺毛的形态、细胞组成、
表面特征、壁是否木化、排列情况和分布密度是观察叶类中药极为重要的特征。

此外，叶的上下表皮上气孔的存在、分布情况以及其气孔类型也是叶类中药鉴定的重

要持征之一。气孔的数目在植物不同种间有较大区别，同种植物上下表皮的气孔数目亦不

同，通常下表皮较多。一种植物叶单位面积上的气孔数与表皮细胞数的比值称为 气 孔 指

数。它有一定的范围且较为恒定，可用来区别不同种的植物和中药。

气孔指数＝
单位面积上的气孔数×１００

单位面积上的气孔数＋同面积表皮细胞数

２．叶肉　通常分为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两部分。
（１）栅栏组织　通常由１至数列长圆柱形的细胞组成，细胞长轴与叶面垂直。一般分

布在上表皮细胞下方，细胞内含多量叶绿体，形成异面叶，如薄荷叶；也有上下表皮细胞

内方均有栅栏细胞，形成等面叶，如桉叶、番泻叶。栅栏细胞一般不通过主脉，有些叶类

中药的栅栏组织通过主脉，如番泻叶、穿心莲叶等。
栅栏细胞与表皮细胞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表皮细胞下的平均栅栏 细 胞 数 目 称 为

“栅表比”，栅表比在同属不同种叶的鉴定上具有一定意义。
（２）海绵组织　常占叶肉组织的大部分，内有侧脉维管束分布。观察叶肉组织中是否

有结晶体如钟乳体、草酸钙结晶、橙皮苷结晶等，有无分泌组织，如油细胞、黏液细胞、

油室、间隙腺毛、分泌道等，以及是否有异型细胞、厚壁细胞等的存在，其形状及分布等

都是重要的鉴别特征。

３．中脉　叶片中脉横切面上、下表皮的凹凸程度在叶类中药 的 鉴 定 上 有 其 特 殊 性。
一般叶的中脉上、下表皮内方大多有数层厚角组织，但亦有少数叶的中脉部分有栅栏组织

通过，如番泻叶。中脉维管束通常为１外韧型维管束，木质部位于上方，排列成槽状或新

月形至半月形；韧皮部在木质部的下方。有的中脉维管束分裂成２～３个或更多，维管束

外围有的有纤维等厚壁组织包围，如蓼大青叶；有的为双韧型维管束，如罗布麻叶。
叶类中药尚可通过测定脉岛数加以鉴定。“脉岛数”是指每平方毫米面积中脉岛 （叶

脉中最微细的叶脉所包围的叶肉单位为一个脉岛）的数目。同种植物的叶，单位面积的脉

岛数目是固定不变的，且不随植物生长的年龄和叶片的大小而变化，因此可作为叶类中药

的鉴别特征之一。

石　　韦

ＨｅｒｂａＰｙｒｒｏｓｉａｅ

　　【来源】　为水龙骨科植物庐山石韦Ｐｙｒｒｏｓｉａｓｈｅａｒｅｒｉ （Ｂａｋ．）Ｃｈｉｎｇ、石韦Ｐｙｒｒｏ
ｓｉａｌｉｎｇｕａ （Ｔｈｕｎｂ．）Ｆａｒｗｅｌｌ或有柄石韦Ｐｙｒｒｏｓｉａｐｅｔｉｏｌｏｓａ （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ｉｎｇ的干燥叶。

【性状鉴别】　药材　庐山石韦　叶柄近方柱形，略扭曲，有纵槽，长１０～２０ｃｍ，直

径１５～３ｍｍ。叶片略皱缩，展开后呈披针形，长１０～２５ｃｍ，宽３～５ｃｍ，先端渐尖，基

部楔形或耳形，且不对称，全缘，叶缘常向内卷曲。上表面黄绿色或灰绿色，散布有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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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小凹点；下表面密生红棕色星状毛，有的叶片具棕色圆点状的孢子囊群，在侧脉间排

成多行，几乎布满叶背。叶片厚革质。气微，味微涩、苦。
石韦　叶柄长５～１０ｃｍ，直 径 约１５ｍｍ。叶 片 披 针 形 或 长 圆 披 针 形，长８～１２ｃｍ，

宽１～３ｃｍ，基部楔形，对称。孢子囊群在侧脉间，排列紧密而整齐。
有柄石韦　叶柄长３～１２ｃｍ，直径约１ｍｍ。叶片多卷曲成筒形，展平后呈长圆形或

卵状长圆形，长３～８ｃｍ，宽１～２５ｃｍ，基部楔形，对称，下表面侧脉不明显。孢子囊群

布满叶背。
饮片　石韦　呈丝条状，多卷曲，展平后，长１～５ｃｍ，全缘，革质。上表面黄绿色

至灰绿色，散有圆形小凹点。背面灰黄褐色，绒毛样，用 放 大 镜 观 察，密 布 淡 棕 色 星 状

毛，有的背面布满棕色孢子囊群，孢子囊群脱落处可见小点状凹陷。叶柄细，宽约１ｍｍ，
具纵槽。质稍韧。气微，味微涩。

【成分】　庐山石韦　含 芒 果 苷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ｉｎ）、异 芒 果 苷 （ｉｓｏ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ｉｎ）、香 草 酸、
绿原酸、延胡索酸、原儿茶醛等。

石韦　含绿原酸、山柰素、槲皮素、异槲皮素、三叶豆苷、里白烯 （ｄｉｐｌｏｐｔｅｎｅ）、芒

果苷等。
有柄石韦　含里白烯、木犀草素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棉皮素、山柰素等。

侧　柏　叶

Ｃａｃｕｍｅｎ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ｉ

　　【来源】　为柏科植物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Ｆｒａｎｃｏ的干燥枝梢及叶。
【性状鉴别】　药材　带叶枝梢多分枝，小枝扁平，长短不一。叶细小鳞片状，深绿

色或黄绿色，交互对生，贴伏于枝上。质脆，易折断。气清香，味苦涩、微辛。
以枝嫩、色深绿、无碎末者为佳。
饮片　侧柏炭　形如侧柏叶，表面呈焦褐色，微有光泽。内部焦黄色。

蓼 大 青 叶

Ｆｏｌｉｕｍ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ｉ

　　【来源】　为蓼科植物蓼蓝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ｍ Ａｉｔ．的干燥叶。
【产地】　主产于河北安国、山东、辽宁、山西等地，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夏、秋季枝叶茂盛时采收，可采两次，除去茎枝及杂质，干燥。
【性状鉴别】　叶多皱缩、破碎，蓝绿色或黑蓝色。完整者展平后呈椭圆形或卵圆形，

长３～８ｃｍ，宽２～５ｃｍ，先端钝，基部渐狭，全缘。叶脉浅黄棕色，于下表面略突起。叶

柄扁平，偶带膜质托叶鞘。质脆。气微，味微涩而稍苦。
以叶完整、色蓝绿者为佳。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上、下表皮各１列细胞，切向延长，下表皮细胞稍小。②

叶肉为异面叶型，栅栏组织不通过主脉，由２～３列细胞组成，细胞短柱状；叶肉细胞内

含大型草酸钙簇晶及多量蓝色至蓝黑色色素。③主脉向下突出，维管束外韧型，６～８个

排列成环，上方一个较大，每个维管束韧皮部外围均有纤维束，纤维壁厚且木化。
粉末　蓝绿色。气微，味微涩而稍苦。①表皮 细 胞 多 角 形，垂 周 壁 平 直 或 微 波 状 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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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②气孔多为平轴式。③腺毛头部多为４～８个细胞，柄２个细胞并列，亦有多细胞构

成多列的。④非腺毛多列性，壁木化增厚。⑤叶肉细胞内含蓝色至蓝黑色色素颗粒；草酸

钙簇晶多见，直径１２～８０μｍ。
【成分】　主含靛玉红 （ｉｎｄｉｒｕｂｉｎ）、靛蓝 （ｉｎｄｉｇｏ）。另含Ｎ－苯基－２－萘胺、虫漆

蜡醇、β－谷甾醇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靛蓝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试

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蓝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靛

蓝 （Ｃ１６Ｈ１０Ｎ２Ｏ２）不得少于０５０％。

大　青　叶

ＦｏｌｉｕｍＩｓａｔｉｄｉｓ

　　【来源】　为十字花科植物菘蓝Ｉｓａｔｉｓ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Ｆｏｒｔ．的干燥叶。

【产地】　主产于河北、江苏、安徽、河南等省。大多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分２～３次采收，除去杂质，晒干。第１次在６月中旬，采

后及时施肥，第２次在７月下旬，若施肥管理得当，９～１０月份可采收第３次。北方地区

一般在夏、秋 （霜降前后）分两次采收。
【性状鉴别】　多皱缩卷曲，有的破碎。完整的叶片展平后呈长椭圆形至长圆状倒披

针形，长５～２０ｃｍ，宽２～６ｃｍ，先端钝圆，全缘或微波状，基部渐狭下延至叶柄成翼状；

上表面暗灰绿色，有的可见色较深稍突起的小点。叶脉于背面较明显；叶柄长４～１０ｃｍ，

淡棕黄色。质脆。气微，味微酸、苦、涩。

以叶大、色暗灰绿色者为佳。
【显微鉴别】　叶横切面　①上下表皮均为１列切向延长的细胞，外被角质层。②叶

肉中栅栏组织与海绵组织无明显区分。③主脉维管束４～９个，外韧型，中间１个形状较

大，在每个维管束的上、下侧均可见到厚壁组织。④薄壁组织中有含芥子酶的分泌细胞，

类圆形，较其周围薄壁细胞小。

粉末　绿褐色。气微，味微酸、苦、涩。①上表皮细胞垂周壁平直，表面被角质层；

下表皮细胞垂周壁稍弯曲，略呈念珠状增厚。②气孔不等式，副卫细胞３～４个。③叶肉

断面栅栏组织与海绵组织无明显区分。
【成分】　大青叶含靛玉红 （ｉｎｄｉｒｕｂｉｎ）、靛蓝 （ｉｎｄｉｇｏ）、色胺酮、黑芥子苷等。
【理化鉴别】　 （１）粉末进行微量升华，可得蓝色或紫红色细小针状、片状或簇状结

晶。
（２）粉末水浸液在紫外光灯下有蓝色荧光。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靛蓝、靛玉红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试

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分别显相同的蓝色斑点和浅紫红色斑

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本品含靛玉红

（Ｃ１６Ｈ１０Ｎ２Ｏ２）不得少于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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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　杷　叶

Ｆｏｌｉｕｍ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ｅ

　　【来源】　为蔷薇科植物枇杷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Ｌｉｎｄｌ．的干燥叶。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椭圆形或倒卵形，长１２～３０ｃｍ，宽４～９ｃｍ。先端尖，基

部楔形，边缘上部有疏锯齿，近基部全缘。上表面灰绿色、黄棕色或红棕色，较光滑；下

表面密被黄色绒毛，主脉于下表面显著突起，侧脉羽状；叶柄极短，被棕黄色绒毛。革质

而脆，易折断。无臭、味微苦。
以叶完整、色绿、叶厚者为佳。
饮片　枇杷叶　呈 丝 条 状，宽５～１０ｍｍ。灰 绿 色、黄 棕 色 或 红 棕 色，背 面 无 绒 毛。

质地、气味同药材。
蜜枇杷叶　形如枇杷叶丝，表面呈老黄色，微显光泽，略带黏性。味微甜。
【成分】　叶含皂苷、糖类、熊果酸、齐墩果酸、枇杷苷、鞣质及维生素Ｂ１ 等。

番　泻　叶

ＦｏｌｉｕｍＳｅｎｎａｅ

　　【来源】　为豆科植物狭叶番泻Ｃａｓｓｉ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Ｖａｈｌ或尖叶番泻Ｃａｓｓｉａａｃｕｔｉｆｏ
ｌｉａＤｅｌｉｌｅ的干燥小叶。

【产地】　狭叶番泻　主产于红海以东至印度一带，现盛栽于印度南端丁内未利，故

商品又名印度番泻叶或丁内未利番泻叶，现埃及和苏丹亦产。
尖叶番泻　主产于埃及的尼罗河中上游地方，由亚历山大港输出，故商品又称埃及番

泻叶或亚历山大番泻叶；现我国广东省、海南省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均有栽培。
【采收加工】　狭叶番泻　在开花前摘下叶片，阴干后分级，然后用水压机打包。
尖叶番泻　在９月间果实将成熟时，剪下枝条，摘取叶片晒干，按全叶与碎叶分别包

装。
【性状鉴别】　狭叶番泻　呈长卵形或卵状披针形，长１５～５ｃｍ，宽０４～２ｃｍ，全

缘，叶端急尖，叶基稍不对称。上表面黄绿色，下表面浅黄绿色，无毛或近无毛，叶脉稍

隆起。革质。气微弱而特异，味微苦，稍有黏性。
尖叶番泻　呈披针形或长卵形，略卷曲，叶端短尖或微凸，叶基不对称。两面均有细

短毛茸。
以叶片大、完整、色绿、梗少、无泥沙杂质者为佳。
【显微鉴别】　叶横切面　两种番泻叶特征大致相似。①表皮细胞中常含黏液质；上

下表皮均有气孔；非腺毛单细胞，壁厚，多具疣状突起，基部稍弯曲。②叶肉组织为等面

叶型。上 下 表 皮 内 方 均 有１列 栅 栏 细 胞，上 面 栅 栏 组 织 通 过 主 脉，细 胞 较 长，约 长

１５０μｍ，下面栅栏细胞较粗。③海绵组织细胞中含有草酸钙簇晶。④主脉维管束外韧型，
上下两侧均有微木化的中柱鞘纤维束，外有含草酸钙棱晶的薄壁细胞，形成晶鞘纤维。

粉末　淡绿色或黄绿色。气微弱而特异，味微苦，稍有黏性。①晶纤维多，草酸钙方

晶直径１２～１５μｍ。②非腺毛单细胞，长１００～３５０μｍ，直径１２～２５μｍ，壁厚，有疣状突

起，基部稍弯曲。③上下表皮细胞表面观呈多角形，垂周壁平直；气孔平轴式，副卫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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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个，多为２个。④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直径９～２０μｍ。
【成分】　①二种番泻叶均含二蒽酮苷类化合物，主要为番泻苷Ａ、Ｂ （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Ａ、

Ｂ，二者互为立体异构体），番泻苷Ｃ、Ｄ （ｓｅｎｎｏｓｉｄｅＣ、Ｄ，二者互为立体异构体）及芦

荟大黄素双蒽酮苷。②游离蒽醌及其苷：大黄酸、芦荟大黄素、大黄酸葡萄糖苷、芦荟大

黄素葡萄糖苷等。③黏液质。
【理化鉴别】　 （１）粉末遇碱液显红色。
（２）粉 末２５ｍｇ，加 水５０ｍｌ及 盐 酸２ｍｌ，置 水 浴 中 加 热１５分 钟，放 冷，加 乙 醚

４０ｍｌ，振摇提取，分取醚层，通过无水硫酸钠层脱水，滤过，取滤液５ｍｌ，蒸干，放冷，
加氨试液５ｍｌ，溶液显黄色或橙色，置水浴中加热２分钟后，变为紫红色。（蒽苷类反应）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本品含总番泻

苷以番泻苷Ｂ （Ｃ４２Ｈ３８Ｏ２０）计，不得少于２５％。
【附注】　伪品　耳叶番泻叶　为豆科植物耳叶番泻树Ｃａｓｓｉａ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Ｌ．的干燥

小叶。常混在进口的狭叶番泻叶中。呈卵圆形或倒卵圆形，先端钝圆或微凹下并具短刺，
叶基对称或不对称，灰黄绿色或红棕色，密被灰白色长茸毛，无叠压线纹。显微特征，非

腺毛细长，甚密，表面较光滑。

罗 布 麻 叶

ＦｏｌｉｕｍＡｐｏｃｙｎｉＶｅｎｅｔｉ

　　【来源】　为夹竹桃科植物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Ｌ．的干燥叶。
【性状鉴别】　本品多皱缩卷曲，有的破碎，完整叶片展平后呈椭圆状或卵圆状披针

形，长２～５ｃｍ，宽０５～２ｃｍ，淡绿色或灰绿色，先端钝，有小芒尖，基部钝圆或楔形，
边缘具细齿，常反卷，两面无毛，叶脉于下表面突起；叶柄细，长约４ｍｍ。质脆。气微，
味淡。

以完整、色绿者为佳。
【成分】　①叶主含黄酮类化合物，其中以异槲皮苷 （罗布麻甲素，ｉｓｏｑｕｅｒｃｉｔｒｉｎ）和

槲皮素 （罗布麻乙素，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为主。②多种氨基酸。③橡胶。

紫　苏　叶

ＦｏｌｉｕｍＰｅｒｉｌｌａｅ

　　【来源】　为唇形科植物紫苏Ｐｅｒ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Ｂｒｉｔｔ．的干燥叶 （或带嫩枝）。
【性状鉴别】　叶片多皱缩卷曲、破碎。完整的叶展平后呈卵圆形，长４～１１ｃｍ，宽

２５～９ｃｍ，先端长尖或急尖，基部圆形或宽楔形，边缘具圆锯齿。两面紫色，或上表面

绿色，下表面紫色，疏生灰白色毛，下表面有多数凹点状的腺鳞。叶柄长２～７ｃｍ，紫色

或紫绿色。质 脆。带 嫩 枝 者，枝 直 径２～５ｍｍ，紫 绿 色，断 面 中 部 有 髓。气 清 香，味 微

辛。
以叶完整、色紫、香气浓者为佳。

（吴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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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花 类 中 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各药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主产地及特殊的采收加工

方法。③各药材在性状上，尤其是形状、颜色、表面的鉴别特征，气味及其与成分之间的

关系；部分药材的饮片鉴别要点。④部分药材的粉末主要显微鉴别特征。⑤各药材的成分

类别及主要成分。⑥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⑦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

定的成分。⑧西红花掺伪品的鉴别要点，伪品的来源及鉴别要点。

花类中药通常包括完整的花、花序或花的某一部分。完整的花有的是已开放的，如洋

金花、红花；有的是尚未开放的花蕾，如辛夷、丁香、槐米、金银花；药用花序亦有的是

采收未开放的，如款冬花；有的要采收已开放的，如菊花、旋覆花；而夏枯草实际上采收

的是带花的果穗。药用仅为花的某一部分的，如西红花系柱头，莲须系雄蕊，玉米须系花

柱，松花粉、蒲黄等则为花粉粒等。

一、性状鉴别

常见的有圆锥状、棒状、团簇状、丝状、粉末状等；颜色一般较新鲜时稍暗淡，气味

也较新鲜时淡。鉴别时，以花朵入药者，要注意观察萼片、花瓣、雄蕊和雌蕊的数目及其

着生位置、形状、颜色、被毛与否、气味等；如以花序入药，除单朵花的观察外，需注意

花序类别、总苞片或苞片等。菊科植物还需观察花序托的形状，有无被毛等。如果花序或

花很小，肉眼不易辨认清楚，需先将干燥药材放入水中浸泡后，再行解剖 并 借 助 于 放 大

镜、解剖镜观察清楚。

二、显微鉴别

花类中药的显微鉴别除花梗和膨大花托制作横切片外，一般只作表面 制 片 和 粉 末 观

察。

１．苞片和萼片　与叶片构造相类似，通常叶肉组织分化不明显，故鉴定时以观察表

面观为主。注意上、下表皮细胞的形态，有无气孔及毛茸等分布，气孔和毛茸的类型、形

状及分布情况等。此外，尚需注意有无分泌组织 （如黏液腔）、草酸钙结晶以及它们的类

型和分布等。

２．花瓣　花瓣构造变异较大，上表皮细胞常呈乳头状或毛茸状突起，无气孔；下表

皮细胞的垂周壁常呈波状弯曲，有时有毛茸及少数气孔存在。相当于叶肉的部分，由数层

排列疏松的大型薄壁细胞组成，有时可见分泌组织及其贮藏物质，如丁香有油室，红花有

管状分泌组织，内贮红棕色物质。维管束细小，仅见少数螺纹导管。

３．雄蕊　雄蕊包括花丝和花药两部分。花丝构造简单，有时被毛茸，如闹羊花花丝

下部被两种非腺毛。花药主为花粉囊，花粉囊内壁细胞的壁常不均匀地增厚，如网状、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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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状、环状或点状，且大多木化。花粉粒的形状、大小、外表纹理，萌发孔的类型、数目

等常因植物品种不同而异，有鉴定意义。如金银花、洋金花、红花 的 花 粉 粒 形 状 为 圆 球

形，丁香的花粉粒形状类三角形等，表面有的光滑 （如西红花、槐米），有的有刺状突起

（如红花、金银花），或有放射状纹理 （如洋金花）、网状纹理 （如蒲黄）等。花粉粒的外

壁上有萌发孔或萌发沟，一般双子叶植物的花粉粒萌发孔为３个或３个以上，单子叶植物

和裸子植物花粉粒萌发孔为１个。花粉粒的形状和萌发孔数，镜检时常因观察面 （极面观

或赤道面观）的不同而有改变，应注意区分。雄蕊中有时药隔上端还有附属物，鉴别时也

应注意。

４．雌蕊　包括子房、花柱和柱头。子房的表皮多为薄壁细胞，有的表皮细胞分化成

多细胞束状毛，如闹羊花。花柱表皮细胞一般无特异处，有些表皮细胞分化成毛状物，如

红花。柱头表皮细胞常呈乳头状突起，如红花；或者分化成毛茸状，如西红花；也有不作

毛茸状突起者，如洋金花。

５．花梗和花托　有些花类中药常带有部分花梗和花托。横切面构造与茎相似，注意

表皮、皮层、内皮层、维管束及髓部是否明显，有无厚壁组织、分泌组织存在，有无草酸

钙结晶、淀粉粒等。

辛　　夷

Ｆｌｏｓ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ｅ

　　【来源】　为木兰科植物望春花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ｂｉｏｎｄｉｉＰａｍｐ．、玉 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ｄｅｎｕｄａｔａ
Ｄｅｓｒ．或武当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Ｐａｍｐ．的干燥花蕾。

【产地】　主产于河南、四川、安徽、湖北、陕西等省。玉兰多为庭园栽培。
【采收加工】　冬末春初花未开放时采收，除去枝梗及杂质，阴干。
【性状鉴别】　望 春 花　呈 长 卵 形，似 毛 笔 头，长１２～２５ｃｍ，直 径０８～１５ｃｍ。

基部常具木质短梗，长约５ｍｍ，梗上有类白色点状皮孔。苞片２～３层，每层２片，两层

苞片之间有小鳞芽，苞片外表面密被灰白色或灰绿色有光泽的长茸毛，内表面类棕色，无

毛。花被片９，类棕色，外轮花被片３，条形，约为内两轮长的１／４，呈萼片状，内两轮

花被片６，每轮３，轮状排列。除去 花 被，雄 蕊 和 雌 蕊 多 数，螺 旋 状 排 列。体 轻，质 脆。
气芳香，味辛、凉而稍苦。

玉兰　长１５～３ｃｍ，直径１～１５ｃｍ。基部枝梗较粗壮，皮孔浅棕色。苞片外表面密

被灰白色或灰绿色茸毛。花被片９，内外轮同型。
武当玉兰　长２～４ｃｍ，直径１～２ｃｍ。基部枝梗粗壮，皮孔红棕色。苞片外表面密被

淡黄色或淡黄绿色茸毛，有的最外层苞片茸毛已脱落而呈黑褐色。花被片１０～１２ （１５），
内外轮无明显差异。

以完整、内瓣紧密、无枝梗、香气浓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玉兰　灰绿色或淡黄绿色。①非腺毛有单细胞毛和多细胞毛两

种，细胞壁均具明显螺旋纹或交叉双螺纹，单细胞毛基部表皮细胞圆形；多细胞毛由３～
５个细胞组成，基部细胞短，粗大，细胞壁极度增厚，似石细胞，类方形，其周围有时可

见十数个表皮细胞集成球状。②石细胞多成群，呈椭圆形、不规则形或分枝状，分枝状石

细胞甚多，有的石细胞内可见棕黄色分泌物。③油细胞众多，类圆形或长圆形。④苞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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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细胞扁方形，垂周壁连珠状。
【成分】　望春花　①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α－及β－蒎烯、１，８－桉叶素、樟

脑等。②木脂素类成分，如木 兰 脂 素 （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ｎ）等。③生 物 碱：ｄ－乌 药 碱、ｄ－网 脉

番荔枝碱等。
武当玉兰　①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α－及β－蒎烯、香烩烯、反式丁香烯、乙

酸龙脑脂、丁香烯氧化物、β－桉叶醇等。②木脂素类。③生物碱类成分等。
玉兰　①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α－及β－蒎烯、香烩烯、１，８－桉叶素等。②木

脂素类。③生物碱类成分等。④黄酮类成分。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木兰脂素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

谱操作，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紫红色斑点。
【含 量 测 定】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本 品 含 挥 发 油 不 得 少 于１０％

（ｍｌ／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木兰脂素 （Ｃ２３Ｈ２８Ｏ７）不得少于０４０％。

槐　　花

ＦｌｏｓＳｏｐｈｏｒａｅ

　　 【来源】　为豆科植物槐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的干燥花及花蕾。前者习称 “槐花”，
后者习称 “槐米”。

【性状鉴别】　槐花　皱缩而卷曲，花瓣多散落。完整者花萼钟状，黄绿色，先端５
浅裂；花瓣５，黄 色 或 黄 白 色，１片 较 大，近 圆 形，先 端 微 凹，其 余４片 长 圆 形。雄 蕊

１０，其中９个基部连合，花丝细长。雌蕊圆柱形，弯曲。体轻。无臭，味微苦。
槐米　呈卵形或椭圆形，长２～６ｍｍ，直径２ｍｍ。花萼下部有数条纵纹，先端具 明

显的５齿裂。萼的上方为黄白色未开放的花瓣。花梗细小。体轻，质松脆，手捻即碎。无

臭，味微苦涩。
以个大、紧缩、色绿者为佳。
【成分】　①黄酮类成分，如芦丁 （芸香苷ｒｕｔｉｎ）、槐花米甲素 （ｓｏｐｈｏｒｉｎ）等。②三

萜皂苷类，如槐花米乙素、槐花米丙素等。③桦皮醇 （ｂｅｔｕｌｉｎ）及槐二醇 （ｓｏｐｈｏｒａｄｉｏｌ）。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本品于６０℃干

燥６小时，含芦丁 （Ｃ２７Ｈ３０Ｏ１６）槐花不得少于８０％，槐米不得少于２００％。

丁　　香

Ｆｌｏｓ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ｉ

　　【来源】　为桃金娘科植物丁香Ｅｕｇｅｎｉａ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ｔａＴｈｕｎｂ．的干燥花蕾。
【产地】　主产于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东非沿岸国家。以桑给巴尔岛

产量大，质量佳。现我国海南、广东等省有栽培。
【采收加工】　通常当花蕾由绿转红时采摘，晒干。
【性状鉴别】　呈 研 棒 状，长１～２ｃｍ。花 冠 圆 球 形，直 径 约０３～０５ｃｍ，花 瓣４，

覆瓦状抱合，棕褐色至褐黄色，花瓣内为雄蕊和花柱，搓碎后可见众多黄 色 细 粒 状 的 花

药。萼筒圆柱状，略扁，有的稍弯曲，红棕色或棕褐色，上部有４枚三角状的萼片，十字

状分开。质坚而重，富油性。气芳香浓烈，味辛辣，有麻舌感。投入水中，萼筒部垂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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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以完整、个大、油性足、颜色深红、香气浓郁、入水下沉者为佳。
【显微鉴别】　萼筒中部横切面　①表皮细胞１列，有较厚的角质层和气孔。②皮层

外侧散有２～３列径向延长的椭圆形油室；其下有数十个小型双韧维管束，断续排列成环，
维管束外围有少数中柱鞘纤维，壁厚，木化；内侧为数列薄壁细胞组成的通气组织，有大

型细胞间隙。③中心轴散有多数细小维管束。④薄壁细胞含细小的草酸钙簇晶。
粉末　暗红棕色，香气浓郁。①纤维梭形，两端钝圆，壁较厚。②花粉粒众多，极面

观呈三角形，赤道面观双凸镜形，具３副合沟，角端各有一个萌发孔，无色或淡黄色。③
草酸钙簇晶极多，直 径４～２６μｍ，往 往 成 行 排 列。④油 室 多 破 碎，分 泌 细 胞 界 限 不 清，
含黄色油状物。

【成分】　主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丁香油酚 （ｅｕｇｅｎｏｌ，约占８０％～９５％），β－
丁香烯 （约９１２％），乙酰基丁香油酚 （约７３３％）等。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约０５ｇ，置小玻璃管中，加氯仿２ｍｌ，浸渍约５分钟，吸

取氯仿浸液２～３滴，滴于载玻片上，速加３％氢氧化钠的氯化钠饱和液１滴，加盖玻片，
不久，即有簇状细针形丁香酚钠结晶产生。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丁香酚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

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丁香酚

（Ｃ１０Ｈ１２Ｏ２）不得少于１１０％。

洋　金　花

ＦｌｏｓＤａｔｕｒａｅ

　　【来源】　为茄科植物白花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ｍｅｔｅｌＬ．的干燥花。
【产地】　主产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多为栽培。
【采收加工】　４～１１月花初开时采收，晒干或低温干燥。
【性状鉴别】　通常皱缩成条状，完整者长９～１５ｃｍ。用水湿润展平后，花萼呈筒状，

长为花冠的２／５，灰绿色或灰黄色，先端５裂，基部具纵脉纹５条，表面微具毛茸；花冠

呈喇叭状，淡黄色 或 黄 棕 色，顶 端５浅 裂，裂 片 先 端 有 短 尖，短 尖 下 有 明 显 的 纵 脉 纹３
条，两裂片之间微凹，剖开，内有雄蕊５枚，花丝贴生于花冠筒内，长为花冠的３／４；雌

蕊１枚，柱头棒状。烘干品质柔韧，气特异；晒干品质脆，气微，味微苦。
以朵大、不破碎、花冠肥厚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 末　淡 黄 色。气 微，味 微 苦。①花 粉 粒 呈 类 球 形 或 长 圆 形，直 径

４２～６５μｍ，表面有点状条形雕纹，自两极向四周呈放射状排列。②腺毛有长腺毛，头部

单细胞，柄部２～６个细胞；短腺毛，头部为３～５个细胞，柄１～２个细胞。③不同部位

的非腺毛也不完全相同，花萼上的由１～３个细胞组成，壁具疣状突起；花冠裂片边缘上

的由１～１０个细胞组成，微具壁疣；花丝基部的粗大，由１～５个较短的细胞组成。④薄

壁细胞中有细小草酸钙砂晶、方晶及簇晶。
【成分】　含 生 物 碱 类，如 东 莨 菪 碱 （ｈｙｏｓｃｉｎｅ或ｓｃｏｐｏｌａｍｉｎｅ）、莨 菪 碱 （ｈｙｏ

ｓｙａｍｉｎｅ），并含去甲莨菪碱 （ｎｏｒｈｙｏｓｙａｍ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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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４ｇ，加乙醇１５ｍｌ，振摇约１５分钟，滤过。滤液蒸干，加

１％硫酸溶液２ｍｌ，搅拌后滤过。滤液加氨试液呈碱性，再用氯仿２ｍｌ振摇提取，分取氯

仿液，蒸干。加发烟硝酸约５滴，蒸干得黄色残渣，冷后加乙醇制氢氧化钾试液２～３滴，
显深紫色，渐变为暗红色，再加固体氢氧化钾１小块，则紫色复显。（检查莨菪烷类生物

碱）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硫酸阿托品与氢溴酸东莨菪碱为对照品，进

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中和法测定，本品于６０℃干燥４小

时，含生物碱以东莨菪碱 （Ｃ２７Ｈ２１ＮＯ４）计算，不得少于０３０％。

金　银　花

Ｆｌｏｓ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ｅ

　　【来源】　为忍冬科植物忍 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红 腺 忍 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ｈｙｐｏ
ｇｌａｕｃａＭｉｑ．、山银花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ｃｏｎｆｕｓａＤＣ．或毛花柱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ｄａｓｙｓｔｙｌａＲｅｈｄ．的

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产地】　主产于山东、河南，全国大部地区均产。多为栽培。
【采收加工】　５～６月采收未开放的花蕾，置通风处阴干或晒干。
【性状鉴别】　忍冬　呈细长鼓锤状、棒状，上粗下细，稍弯曲，长２～３ｃｍ，上部直

径约３ｍｍ，下部直径约１５ｍｍ。表面黄 白 色 或 绿 白 色 （贮 久 色 渐 深），密 被 短 柔 毛。花

萼绿色，细小，先端５裂，裂片有毛。开放者，花冠筒状，先端二唇形。雄蕊５个，附于

筒壁，黄色，雌蕊１个，子房无毛。气清香，味淡、微苦。
红腺忍冬　长２５～４５ｃｍ，直径０８～２ｍｍ，表面黄白色至黄棕色，无毛或被疏毛。

萼筒无毛，先端５裂，裂片长三角形，被毛。开放者，花冠下唇反转，花柱无毛。
山银花　长１６～３５ｃｍ，直径０５～２ｍｍ。萼筒和花冠密被灰白色毛，子房有毛。
毛花柱忍冬　长２５～４ｃｍ，直径１～２５ｍｍ。表面淡黄色，微带紫色，无毛。花萼

裂片短三角形。开放者，花冠上唇常不整齐，花柱下部多密被长柔毛。
以花蕾大、含苞待放、色黄白、滋润丰满、香气浓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忍冬　浅 黄 色。气 清 香，味 淡、微 苦。①花 粉 粒 众 多，黄 色，

球形，外壁具细刺状突起，萌发孔３个。②腺毛有两种，一种头部呈倒圆锥形，顶部略平

坦，由１０～３０个细胞排成２～４层，直径５２～１３０μｍ，腺柄２～６个细胞，长８０～７００μｍ
；另一种头部呈倒三角形，较小，由４～２０个细胞组成，直径３０～８０μｍ，腺柄２～４个细

胞，长２５～６４μｍ。腺毛头部细胞含黄棕色分泌物。③非腺毛为单细胞，有两种：一种长

而弯曲，壁薄，有微细疣状突起；另一种较短，壁稍厚，具壁疣，有的具单或双螺纹。④
薄壁细胞中含细小草酸钙簇晶。⑤柱头顶端表皮细胞呈绒毛状。

【成分】　①含 绿 原 酸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ａｃｉｄ）、异 绿 原 酸。②黄 酮 类 成 分，如 木 犀 草 素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及木犀草素－７－葡萄糖苷。③挥发油类，油中主含双花醇、芳樟醇等。④含

肌醇 （ｉｎｏｓｉｔｏｌ）及皂苷。
绿原酸、异绿原酸为主要的抗菌有效成分。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绿原酸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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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绿

原酸 （Ｃ１６Ｈ１８Ｏ９）不得少于１５％。

款　冬　花

ＦｌｏｓＦａｒｆａｒａｅ

　　【来源】　为菊科植物款冬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Ｌ．的干燥花蕾。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圆棒状。常２～３个花序连在一起，习称 “连三朵”，长１～

２５ｃｍ，直径０５～１ｃｍ。上端较粗，下端渐细或带有短梗，基部具有浅紫色的鳞片状叶，
花头外面被有多数鱼鳞状苞片，苞片外表面紫红色或淡红色，内表面密被白色絮状茸毛。
体轻，撕开后可见白色丝状绵毛。气清香，味微苦而辛。

以蕾大、肥壮、色紫红鲜艳、花梗短者为佳。木质老梗及已开花者不可供药用。
饮片　蜜款冬花　形如款冬花，表面棕黄色，有焦斑，具光泽，略带黏性，味甜。
【成 分】　①含 三 萜 类 和 倍 半 萜 类 成 分，如 款 冬 二 醇 （ｆａｒａｄｉｏｌ）、山 金 车 二 醇

（ａｒｎｉｄｏｌ）（以上二者为异构体）等。②黄酮类成分，如芸香苷、金丝桃苷等。③含皂苷、
挥发油、鞣质及黏液质等。

菊　　花

Ｆｌｏｓ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ｉ

　　【来源】　为 菊 科 植 物 菊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的 干 燥 头 状 花 序。药

材按产地和加工方法不同，分为 “亳菊”、“滁菊”、“贡菊”、“杭菊”。
【性状鉴别】　亳菊　呈倒圆锥形或圆筒形，有时稍压扁呈扇状。直径１５～３ｃｍ，离

散。总苞片３～４层，苞片卵形或椭圆形，草质，黄绿色或褐绿色，外面被柔毛，边缘膜

质。花托半球形，无托片或托毛。舌状花位于外围，数层，雌性，类白色或淡黄白色，劲

直，上举，纵向折缩，散生金黄色腺点；管状花多数，两性，位于中央，常为舌状花所隐

藏，黄色，顶端５齿裂。瘦 果 不 发 育，无 冠 毛。体 轻，质 柔 润，干 时 松 脆。气 清 香，味

甘，微苦。
滁菊　呈不规则球形或扁球形，直径１５～２５ｃｍ。舌状花类白色，不规则扭曲，内

卷，边缘皱缩，有时可见淡褐色腺点；管状花大多隐藏。
贡菊　呈扁球形或不规则球形，直径１５～２５ｃｍ。舌状花白色或类白色，斜升，上

部反折，边缘稍内卷而皱缩，通常无腺点；管状花少，多外露。
杭菊　碟形或扁球形，直径２５～４ｃｍ，常数个相连成片。舌状花类白色或黄色，平

展或微折叠，彼此粘连，通常无腺点；管状花较多，外露。
均以花朵完整、颜色新鲜、气清香、少梗者为佳。
【成分】　①含 绿 原 酸。②含 挥 发 油，油 中 主 成 分 为 菊 花 酮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ｎｏｎｅ）、龙

脑、龙脑乙酸酯等。③含生物碱，如腺嘌呤、胆碱、水苏碱。④含黄酮类成分，如木犀草

素－７－葡萄糖苷、大波斯菊苷、刺槐素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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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花

ＦｌｏｓＣａｒｔｈａｍｉ

　　【来源】　为菊科植物红花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Ｌ．的干燥花。
【产地】　主产于河南、浙江、四川、云南等省。为栽培品。
【采收加工】　５～７月间花冠由黄变红时择晴天早晨露水未干时采摘，阴干或晒干。
【性状鉴别】　为不带子房的管状花，长约１～２ｃｍ。花冠红黄色或红色，筒部细长，

先端５裂，裂片呈狭条形，长５～８ｍｍ；雄蕊５，花药聚合呈筒状，黄白色；柱头长圆柱

形，顶端微分叉，微露出花药筒外。质 柔 软。气 微 香，味 微 苦。花 浸 水 中，水 染 成 金 黄

色。
以花冠长、色红而鲜艳、无枝刺、质柔润、手握软如茸毛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橙红色。气微香，味微苦。①花粉粒类圆形、椭圆形或橄榄形，

直径约至６０μｍ，外壁有刺状突起，具３个萌发孔。②花冠、花丝、柱头碎片多见，有长

管道状分泌细胞，常位于导管旁，含黄棕色至红棕色分泌物。花冠裂片顶端表皮细胞外壁

突起呈绒毛状。③花柱表皮细胞分化成圆锥形末端较尖的单细胞毛。④薄壁细胞中偶见草

酸钙小方晶。
【成分】　①含黄酮类，如红花苷 （ｃａｒｔｈａｍｉｎ）、红 花 醌 苷 （ｃａｒｔｈａｍｏｎｅ）及 新 红 花

苷 （ｎｅｏｃａｒｔｈａｍｉｎ）、芦丁、槲皮素等。②色素类，如红花素 （ｃａｒｔｈａｍｉｄｉｎ）、红花黄色素

等。③脂肪酸，如棕榈酸、肉豆蔻酸、月桂酸等。④挥发油。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２ｇ，加水２０ｍｌ浸渍过夜，溶液显金黄色，而花不褪色。

滤过，残渣加１０％碳酸钠溶液８ｍｌ，浸渍，滤过。滤液加醋酸使成 酸 性，即 发 生 红 色 沉

淀。
（２）取本品１ｇ，加稀乙醇１０ｍｌ浸渍，倾取浸出液，将一滤纸条悬挂于浸出液内，５

分钟后把滤纸条放入水中，随即取出，滤纸条上部显淡黄色，下部显淡红色。（检查红花

苷）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红花对照药材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

法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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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吸收度　黄色素　取本品，置硅胶干燥器中干燥２４小时，研成细粉，精密称取

０１ｇ，置锥形瓶中，加水１５０ｍｌ，浸泡１小时，时时振摇，用滤纸滤过，滤液置５００ｍｌ量

瓶中，用水分数次洗涤滤纸和残渣至洗液无色，加水至刻度，摇匀，在４０１ｎｍ波长处测

定吸收度，不得低于０４０。
红色素　取上述细粉约０２５ｇ，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８０％丙酮溶液５０ｍｌ，连

接冷凝器，置５０℃水 浴 上 温 浸９０分 钟，放 冷，用３号 垂 熔 玻 璃 漏 斗 滤 过，收 集 滤 液 于

１００ｍｌ量瓶中，用８０％丙酮溶液２５ｍｌ分次洗涤，洗液并入量瓶中，加８０％丙酮溶液至刻

度，摇匀，照分光光度法在５１８ｎｍ的波长处测吸收度，不得低于０２０。

蒲　　黄

ＰｏｌｌｅｎＴｙｐｈａｅ

　　【来源】　为 香 蒲 科 植 物 水 烛 香 蒲Ｔｙｐｈ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Ｌ．、东 方 香 蒲Ｔｙｐｈａｏｒｉ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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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ｌｉｓＰｒｅｓｌ或同属其他植物的干燥花粉。
【产地】　水烛香蒲　主产于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湖北等省。
东方香蒲　产贵州、山东、山西及东北各省。
【采收加工】　夏季采收蒲棒上部的黄色雄花序，晒干后碾轧，筛取花粉。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蒲黄　为鲜黄色粉末。体轻，放水中则飘浮水面。手捻有滑腻

感，易附着手指上。气微，味淡。
草蒲黄　为具有花丝、花药等杂质的蒲黄花粉，花丝黄棕色，不光滑。
以粉细、质轻、色鲜黄、滑腻感强者为佳。草蒲黄质次。
饮片　蒲黄炭　形如蒲黄，表面黑褐色。
【显微鉴别】　粉末　黄色。气微，味淡。花粉粒类圆形或椭圆形，直径１７～２９μｍ，

表面有网状雕纹，周边轮廓线光滑，呈凸波状或齿轮状，具单萌发孔，不甚明显。
【成分】　①主含黄酮类化合物，如香蒲新苷 （ｔｒｐｈａｎｅｏｓｉｄｅ）、异鼠李素－３－Ｏ－新

橙皮糖苷 （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３－Ｏ－ｎｅｏｈｅｓｐｅｒｉｄｏｓｉｄｅ）、芸香苷、槲皮素、异鼠李素等。②
还含β－谷甾醇。③氨基酸等。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０１ｇ，加乙醇５ｍｌ，温浸，滤过。取滤液１ｍｌ，加盐酸２
～３滴和镁粉少许，溶液渐显樱红色。（检查黄酮）

（２）取本品０２ｇ，加水１０ｍｌ，温浸，滤过。取滤液１ｍｌ，加三氯化铁试液１滴，显

淡绿棕色。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按干

燥品计算，含异鼠李素－３－Ｏ－新橙皮糖苷 （Ｃ２８Ｈ３２Ｏ１６）不得少于０１０％。

西　红　花

ＳｔｉｇｍａＣｒｏｃｉ

　　【来源】　为鸢尾科植物番红花Ｃｒｏｃｕ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的干燥柱头。
【产地】　主产于西班 牙，意 大 利、德 国、法 国、希 腊 等 国 亦 产。我 国 浙 江、江 苏、

北京、上海等地有栽培。
【采收加工】　开 花 期 晴 天 的 早 晨 采 花，摘 取 柱 头，盖 一 张 薄 吸 水 纸 后 晒 干，或

４０℃～５０℃烘干，或在通风处晾干。
【性状鉴别】　呈线形，三分枝，长约３ｃｍ，上部较宽而略扁平，顶端边缘显不整齐

的齿状，内侧有一短裂缝，下端有时残留一小段黄色花柱。暗红色，无油润光泽。体轻，
质松软，干后质脆易断。气特异，味微苦。

入水可见橙黄色成直线下降，并逐渐扩散，水被染成黄色，无沉淀。柱头呈喇叭状，
有短缝；在短时间内，用针拨之不破碎。

以柱头色暗红、黄色花柱少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橙红色。气特异，味 微 苦。①表 皮 细 胞 表 面 观 长 条 形，壁 薄，

微弯曲，有的外壁凸出呈乳头状或绒毛状，表面隐约可见纤细纹理。②柱头顶端表皮细胞

绒毛状，表面有稀疏纹理。③草酸钙结晶聚集于薄壁细胞中，呈颗粒状、圆簇状、梭形或

类方形，直径２～１４μｍ。④花粉粒少见，呈圆球形。
【成分】　①含胡萝卜素类化合物和苦味质，其中主要为番红花苷－１ （ｃｒｏｃｉ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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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红花苷－２，番红花苷－３，番红花苷－４，番红花单甲酯和二甲酯，α、β－胡萝卜素，α
－番红花酸，玉米黄质，番红花 苦 苷 （ｐｉｃｒｏｃｒｏｃｉｎ）。②含 挥 发 油，油 中 主 要 为 番 红 花 醛

（ｓａｆｒａｎａｌ）。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少许，置白瓷板上，加硫酸１滴，酸液显蓝色，经紫色缓

缓变为红褐色或棕色。（检查番红花苷和苷元）。
（２）本品的甲醇回流提取液，稀释 （３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后按分光光度法测定，在４３２ｎｍ

处的吸收度，不得低于０５０。在４５８ｎｍ处的吸收度与４３２ｎｍ处的吸收度的比值为０８５～
０９０。

【附注】　掺伪品　本品为进口药材，价格昂贵，曾发现伪品或掺伪。如以其他植物

的花丝、花冠狭条或纸浆条片等染色后伪充，可于显微镜下检识；若掺有合成染料或其他

色素，则水溶液常呈红色或橙黄色，而非黄色；淀粉及糊精等的掺伪，可用碘试液检识；
若有矿物油或植物油掺杂，则在纸上留有油渍；若有甘油、硝酸铵等水溶性物质掺杂，则

水溶性浸出物含量增高；掺杂不挥发性盐类，则灰分含量增高。
伪品　 （１）鸢尾科植物番红花的雄蕊经染色仿制而成。本品雄蕊长约１ｃｍ，暗红色。

常对折搓制而成，展开后，药室螺旋状扭曲，药室末端箭形，花丝线状，质柔。
（２）睡莲科植物 莲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的 干 燥 雄 蕊。本 品 呈 线 形，花 药 常 扭

转，纵裂，长１２～１５ｃｍ，直径０１ｃｍ，淡黄色至棕黄色，先端具棒状药隔附属物。花

丝长１５～１８ｃｍ，棕黄色。气微香，味涩。
（３）禾本科植物玉蜀黍ＺｅａｍａｙｓＬ．柱头及花柱经染色仿制品。本品呈线状，长１～

３ｃｍ，表面砖红色，略扁平，边缘具稀疏的毛。
（４）用纸浆、染料和油性物质加工而成的仿制品。本品多呈丝状，水中浸泡边缘不整

齐，无波状突起，顶端不呈喇叭状。表面红色或深红色。

（吴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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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果实及种子类中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果实及种子类药材在性状鉴别、显微鉴别中的主要特

征。③各药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主产地及特殊的加工方法。④各药材的性状鉴别特征，
药材的气味与其成分的关系。⑤部分药材的显微鉴别特征。⑥部分药材的成分类别及主要

成分。⑦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⑧部分药材浸出物的测定方法及所用溶媒。⑨
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成分。⑩栀子伪品的来源及鉴别要点。

果实及种子是植物体两种不同的器官，但在商品药材中常未严格区分。果实大多包含

着种子，与种子一起入药，如马兜铃、乌梅等；亦有只用种子，如决明子、沙苑子；有的

以果实贮存、销售，临用时再剥去果皮取出种子入药，如巴豆、砂仁等。这两类中药关系

密切，且外形和组织构造又不相同，故列入一章，分别加以概述。

第一节　果 实 类 中 药

果实类中药的药用部位通常是采用完全成熟或将近成熟的 果 实；少 数 为 幼 果，如 枳

实。多数采用完整的果实，如五味子；有的采用果实的一部分或采用部分 果 皮 或 全 部 果

皮，如陈皮、大腹皮等；也有采用带有部分果皮的果柄，如甜瓜蒂；或果实上的宿萼，如

柿蒂；甚至仅采用中果皮部分的维管束组织，如橘络、丝瓜络；有的采用整个果穗，如桑

椹。

一、性状鉴别

鉴别果实类中药，应注意其形状、大小、颜色、顶端、基部、表面、质地、破断面及

气味等。注意是完整的果实还是果实的某一部分。果实的顶端一般有柱基或其他附属物，
下部有果柄或果柄脱落的痕迹；有的带有宿存的花被，如地肤子。果实类中药的表面大多

干缩而有皱纹，肉质果尤为明显，如乌梅；果皮表面常稍有光泽，如栀子；有的具毛茸，
如蔓荆子；有的可见凹下的油点，如陈皮、吴茱萸。伞形科植物的果实，表面具有隆起的

肋线，如小茴香、蛇床子。有的果实具有纵直 棱 角，如 使 君 子。完 整 的 果 实，观 察 外 形

后，还应剖开果皮观察内部的种子，注意其数目和生长的部位 （胎座）。
从气味方面鉴别果实类中药，也是很重要的。有的果实类中药有浓烈的香气和特殊的

味道，可作为鉴别真伪及品质优劣的依据。

二、显微鉴别

果实由果皮及种子组成，果皮的构造，可分为外果皮、中果皮及内果皮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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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果皮　与叶的下表皮相当。通常为一列表皮细胞，外 被 角 质 层。有 的 具 非 腺

毛，少数具腺毛，如吴茱萸；或具腺鳞，如蔓荆子。偶有气孔存在。有的表皮细胞中含有

色物质或色素，如花椒；有的表皮细胞间嵌有油细胞，如五味子。
（２）中果皮　与叶肉组织相当，通常较厚，大多由薄壁细胞组成，在中部有细小的维

管束散在，有的可见石细胞、油细胞、油室或油管等。如枳壳的中果皮内有油室，茴香的

中果皮内可见油管。
（３）内果皮　与叶的上表皮相当，是果皮的最内层组织，大多由一列薄壁细胞组成。

有的内果皮细胞全为石细胞，如胡椒。有些核果的内果皮，则由多层石细胞组成。伞形科

植物的内果皮，常５～８个狭长的薄壁细胞互相并列为一群，各群以斜角联合呈 镶 嵌 状，
称为 “镶嵌细胞”。

果实内种子的显微特征在种子类中药中叙述。

第二节　种 子 类 中 药

种子类中药的药用部位大多是完整的成熟种子，包括种皮和种仁两部分，种仁又包括

胚乳和胚。也有用种子的一部分，有的用种皮，如绿豆衣；有的用假种皮，如肉豆蔻衣、
龙眼肉；有的用除去种皮的种仁，如肉豆蔻；有的用胚，如莲子心；有的则用发了芽的种

子，如大豆黄卷。极少数为发酵加工品，如淡豆豉。

一、性状鉴别

主要应注意种子的形状、大小、颜色、表面纹理、种脐、合点和种脊的位置及形态、
质地、纵横剖面以及气味等。

种子形状大多呈圆球形、类圆球形或扁圆球形，少数呈线形、纺锤形或心形。表面常

有各种纹理，如蓖麻子带有色泽鲜艳的花纹；也有的具毛茸，如马钱子；除常有的种脐、
合点和种脊外，少数种子还有种阜存在，如蓖麻子、巴豆等。剥去种皮可见种仁部分，有

的种子具发达的胚乳，如马钱子；无胚乳的种子，则子叶常特别肥厚，如苦杏仁。胚大多

直立，少数弯曲，如王不留行、菟丝子等。有的种子水浸后种皮显黏性，如葶苈子；有的

种子水浸后种皮呈龟裂状，如牵牛子。

二、显微鉴别

种子主要包括种皮、胚乳和胚三部分。种子类中药的显微鉴别特征主要在种皮，因为

种皮的构造因植物的种类而异，最富有鉴别意义。

１．种皮　种子通常只有一层种皮，但有的种子有两 层 种 皮，即 有 内 外 种 皮 的 区 分。
种皮常由下列一种或数种组织组成。

（１）表皮层　多数种子的种皮表皮细胞由１列薄壁细胞组成。有的表皮细胞充满黏液

质，如白芥子；有的表皮细胞中含有色素，如青葙子。有的部分表皮细胞形成非腺毛，如

牵牛子；有的表皮细胞成为狭长的栅状细胞，其细胞壁常有不同程度的木化增厚，如青葙

子。有的表皮细胞中单独或成群地散列着石细胞，如苦杏仁、桃仁；也有表皮层全由石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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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组成，如天仙子。
（２）栅状细胞层　有些种子的表皮下方，有栅状细胞层，由１列或２～３列狭长的细

胞排列而成，壁多木化增厚，如决明子；有的内壁和侧壁增厚，而外壁菲薄，如白芥子。
在栅状细胞的外缘处，有时可见一条折光率较强的光辉带，如牵牛子、菟丝子。

（３）色素层　具有颜色的种子，除表皮层可含色素物质外，内层细胞或者内种皮细胞

中也可含色素物质，如白豆蔻等。
（４）油细胞层　有的种子的表皮层下，有油细胞 层，内 贮 挥 发 油，如 白 豆 蔻、砂 仁

等。
（５）石细胞　除种子的表皮有时为石细胞外，也有表皮的内层几乎全为石细胞组成，

如瓜蒌仁；或内种皮为石细胞层，如白豆蔻。
（６）营养层　多数种子的种皮中，常有数列贮有淀粉粒的薄壁细胞，为营养层。在种

子发育过程中，淀粉已被消耗，故成熟的种子营养层往往成为扁缩颓废的薄层。有的营养

层中尚包括一层含糊粉粒的细胞。

２．胚乳　通常由贮藏大量脂肪油和糊粉粒的薄壁细胞组成，有 时 细 胞 中 含 淀 粉 粒。
大多数种子具内胚乳。在无胚乳的种子中，也可见到１～２列残存的内胚乳细胞。胚乳细

胞的细胞壁大多为纤维素，也有为半纤维素的增厚壁，其上具有明显微细的纹孔；胚乳细

胞中有时含草酸钙结晶；有时糊粉粒中也有小簇晶存在，如小茴香。少数种子有发达的外

胚乳，或外胚乳成颓废组织而残留。也有少数种子的种皮和外胚乳的折合层不规则地伸入

内胚乳中，形成错入组织，如槟榔；也有为外胚乳伸入内胚乳中而形成的错入组织，如肉

豆蔻。

３．胚　胚是种子中未发育的幼体，包括胚根、胚茎、胚芽及子叶四部分。子叶的构

造与叶大致相似，其表皮下方常可看到明显的栅栏组织，胚的其他部分一般亦全由薄壁细

胞组成。
在植物器官中只有种子含有糊粉粒。糊粉粒的形状、大小及构造常依植物种类而异，

在中药鉴定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糊粉粒是种子中贮藏的颗粒状的蛋白质。

五　味　子

Ｆｒｕｃｔｕｓ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ｅ

　　【来源】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已将五味子和南五味子作为二个药收载。
五味子　为木兰科植物五味子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ｕｒｃｚ．）Ｂａｉｌｌ．的 干 燥 成 熟 果

实，习称 “北五味子”。
南五味子　为木兰科植物华中五味子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的干

燥成熟果实。
【产地】　五味子　主产于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河北亦产。
南五味子　主产于湖北、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
【采收加工】　秋季果实完全成熟时采收，拣出果梗等杂质，晒干或蒸后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五味子　呈不规则的圆球形或扁球形，直径５～８ｍｍ。表面紫

红色或暗红色，有的表面呈黑红色或出现 “白霜”，皱缩，显油性。果肉柔软，内含种子ｌ
～２粒。种子呈肾形，表面棕黄色，有光泽，种皮硬而脆，较易破碎，种仁呈钩状，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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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半透明，富有油性。果肉气微，味酸；种子破碎后，有香气，味辛、微苦。
南五味子　较小，直径２～５ｍｍ。表面棕红色至棕色，干瘪，皱缩，果肉常贴于种子

上。
此粒大、果皮紫红、肉厚、柔润者为佳。
饮片　醋五味子　形同北五味 子。外 表 面 乌 黑 色，皱 缩，油 润，稍 有 光 泽。果 肉 柔

软，有黏性。种子表面红棕色，有光泽。微具醋气，味酸，微辛。
醋南五味子　形同南五味子。外表面棕黑色，干瘪，果肉常贴于种子上，无黏性。种

子表面棕色，无光泽。微具醋气，味酸，微辛。
【显微鉴别】　五味子　横切面　①外果皮细胞１列，壁稍厚，外被角质层，散有油

细胞。②中果皮薄壁细胞１０余列，细胞切向延长，内含淀粉粒，散有小型外韧型维管束。

③内果皮为１列小方形薄壁细胞。④种皮最外层为１列径向延长的石细胞，呈栅栏状，壁

厚，孔沟细密，其下为数列类圆形、三角形或多角形的石细胞，壁厚，孔沟及纹孔较大，
最内侧的石细胞形状不规则，壁较薄；石细胞下方为数列较小的薄壁细胞；油细胞层为１
列径向延长的油细胞，含棕黄色挥发油。⑤胚乳细胞呈多角形，内含脂肪油和糊粉粒。

粉末　暗红色，微有香气，味酸。①种皮外层石细胞表面观呈多角形或长多角形，壁

厚，孔沟极细密，胞腔内含深棕色物质。种皮内层石细胞呈类圆形、多角形、不规则形，
壁稍厚，胞腔与纹孔较大。②果皮表皮细胞表面观呈多角形，有角质线纹，散有油细胞，
其四周有６～７个细胞围绕。③种皮油细胞类圆形，含黄色挥发油。④中 果 皮 细 胞 皱 缩，
含暗棕色物质和淀粉粒。

南五味子　种皮内层石细胞呈长圆形或类圆形，孔沟明显。
【成分】　五 味 子　①木 脂 素 类 成 分：如 五 味 子 甲 素、乙 素、丙 素 （ｓｃｈｉｚａｎｄｒｉｎＡ、

Ｂ、Ｃ），五味子素 （ｓｃｈｉｚａｎｄｒｉｎ），五味子醇甲、醇乙 （ｓｃｈｉｚａｎｄｒｏｌＡ、Ｂ），五味子酯甲、
酯乙 （ｓｃｈｉｓａｎｔｈｅｒｉｎＡ、Ｂ）等。②挥发油：主含柠檬醛 （ｃｉｔｒａｌ），α－依兰烯 （α－ｙｌａｎｇｅ
ｎｅ）等。③有机酸：如柠檬酸、苯甲酸、酒石酸等。④糖类。⑤维生素类。

南五味子　含 五 味 子 甲 素，五 味 子 酯 甲、乙、丙、丁、戊 （ｓｃｈｉｓａｎｔｈｅｒｉｎＡ、Ｂ、Ｃ、

Ｄ、Ｅ）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五味子对照药材及五味子甲

素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

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五味子含

五味子醇甲 （Ｃ２４Ｈ３２Ｏ７）不得少于０４０％。
南五味子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含总木脂素以五味子酯甲 （Ｃ３０Ｈ３２Ｏ９）计，不 得 少 于

３０％。

葶　苈　子

ＳｅｍｅｎＤｅｓｃｕｒａｉｎｉａｅ，ＳｅｍｅｎＬｅｐｉｄｉｉ

　　【来源】　为十字花科植物播娘蒿Ｄｅｓｃｕｒａｉｎｉａｓｏｐｈｉａ（Ｌ．）ＷｅｂｂｅｘＰｒａｎｔｌ或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Ｗｉｌｌｄ．的干燥成熟种子。前者习称 “南葶苈子”，后者习称 “北葶苈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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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药材　南葶苈子　呈长圆形而略扁，长约１ｍｍ，宽约０５ｍｍ。外 表

棕色或红棕色，一端钝圆，另一端近截形，两面常不对称，在放大镜下观察，表面可见２
条纵纹和细密网纹。气微，味微辛，略有黏性。破碎后富油性。

北葶苈子　呈扁卵形，长约１５ｍｍ，宽０５～１ｍｍ。一端钝圆，另一端渐尖而微凹，
凹处可见白色小点 （种脐）。表面可见２条纵向浅槽和多数细微颗粒状突起。味微辛，遇

水黏滑性较强。
以身干、籽粒饱满、无杂质为佳。
饮片　炒葶苈子　形同葶苈子。外表面黄棕色至棕褐色，可见焦粒，具焦香气。余同

药材。
【成分】　南葶苈子　①挥 发 油：挥 发 油 中 含 异 硫 氰 酸 苄 酯 （ｂｅｎｚｙｌｉｓｏ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异硫氰酸烯丙酯 （ａｌｌｙｌｉｓｏ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ａｔｅ）、丁烯腈、双硫烯丙基等。②脂肪油：含油酸、亚

麻酸、白芥酸等。③强 心 成 分：有 葶 苈 子 苷 （ｈｅｌｖｅｔｉｃｏｓｉｄｅ）、毒 毛 旋 花 子 苷 元 （ｓｔｒｏ
ｐｈａｎｔｈｉｄｉｎ）、卫矛 苷 （ｅｖｏｍｏｎｏｓｉｄｅ）、卫 矛 双 糖 苷 （ｅｖｏｂｉｏｓｉｄｅ）、糖 芥 苷 （ｅｒｙｓｉｍｏｔｏｘ
ｉｎ）。

北葶苈子　含芥子苷、强心成分、挥发油、脂肪油、生物碱等。

木　　瓜

Ｆｒｕｃｔｕｓ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ｉｓ

　　【来源】　为蔷薇科植物贴梗海棠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Ｓｗｅｅｔ）Ｎａｋａｉ干燥近成熟

的果实。习称 “皱皮木瓜”。
【产地】　主产于安徽、湖北、四川、浙江等省。以安徽宣城的宣木瓜质量最好。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果实黄绿时采摘，置沸水中烫至外皮灰白色，对半纵剖，晒

干。
【性状鉴别】　药材　为纵剖对半的长圆形，长４～９ｃｍ，宽２～５ｃｍ，厚１～２５ｃｍ。

外表面紫红色或红棕色，有多数不规则的深皱纹；剖面边缘向内卷曲，果肉红棕色，中心

部分可见凹陷的棕黄色子房室，种子脱落处平滑而光亮。种子扁长三角 形，似 橘 核 而 稍

大，红棕色，多脱落。质坚实。气微清香，味酸微涩。
以外皮抽皱、肉厚、内外紫红色、质坚实、味酸者为佳。
饮片　木瓜片　为半环形、类月牙形或不规则形的薄片。周边暗红棕色至暗棕色，具

不规则沟纹及皱纹。切面棕红色。质坚硬。气微，味酸涩。
【显微鉴别】　果实 （皮）横切面　①花托部分表皮为１列较小的细胞，外被厚角质

层，皮层有多数石细胞群排列成断续的环节，石细胞类圆形或椭圆形，壁厚，孔沟明显。

②外果皮为石细胞层，由十余列排列紧密的石细胞构成。③中果皮为薄壁组织，有细小维

管束。④内果皮为多列排列紧密的薄壁细胞。
【成分】　①皂苷。②黄酮类。③维生素Ｃ。④大量有机酸。⑤多种酶：如过氧化氢

酶、过氧化物酶、酚氧化酶。⑥鞣质、果胶等。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１ｇ，加７０％乙醇１０ｍｌ，水浴上回流１小时，滤过。

①取滤液１ｍｌ，于蒸发皿中蒸干，残渣加醋酐１ｍｌ使溶解，倾入试管中，沿管壁加入

硫酸数滴，两液间出现紫红色环；溶液上层显棕黄色。②取滤液１滴 于 滤 纸 片 上，待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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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喷以１％三氯化铝乙醇液，干燥后于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蓝色荧光。
（２）取 本 品 粉 末５ｇ，加 水５０ｍｌ，振 摇，放 置１小 时，滤 过，滤 液 依 《中 国 药 典》

２０００年版一部ｐＨ测定法测定，ｐＨ值应为３～４。
（３）取本品粉末１ｇ，加７０％乙醇１０ｍｌ，加热回流１小时，滤过，滤液备用。①取滤

液１ｍｌ，蒸干，残渣加醋酐１ｍｌ使溶解，倾入试管中，沿管壁加硫酸１～２滴，两液接界

处显紫红色环；上层液显棕黄色。②取滤液滴于滤纸上，待干，喷洒三氯化铝试液，干燥

后，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蓝色荧光。

山　　楂

ＦｒｕｃｔｕｓＣｒａｔａｅｇｉ

　　【来源】　为蔷薇科植物山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Ｂｇｅ．或山里红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ｐｉｎ
ｎａｔｉｆｉｄａＢｇｅ．ｖａｒ．ｍａｊｏｒＮ．Ｅ．Ｂｒ．的干燥成熟果实。

【产地】　主产于山东、河北、河南、辽宁等省。
【采收加工】　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趁鲜切片，个小的果实 剖 成 二 瓣 或 用 完 整 的，

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多为圆形横切片，也有完整的果实或剖成二瓣的果实，皱缩不

平，多卷边。外皮红色，有细皱纹和灰白色的小点。果肉深黄色至浅棕色。中部具３～５
粒浅黄色果核，多已脱落而中空，有的片上可见短而细的果柄或凹陷的花萼残迹。气微清

香，味酸微甜。
以片大、皮红、肉厚、核少者为佳。
饮片　炒山楂　形如药材，果肉黄褐色，偶见焦斑。气微清香，味酸微甜。
焦山楂　形如药材，表面焦褐色，内部黄褐色。气微清香，味酸微涩。
【显微鉴别】　山里红果实横切面　外果皮细胞１列，外被角质层，细胞内含棕红色

色素；中果皮极厚，薄壁细胞中含淀粉粒及少数草酸钙簇晶，维管束纵横散在。
山楂果实横切面　中果皮有较多石细胞散在，余同山里红。
【成分】　①黄酮类：如槲皮素、金丝桃苷、表儿茶素、绿原酸等。②有机酸。③内

酯。④糖类。⑤鞣质。⑥皂苷等。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酸碱滴定法测定。本品按干燥品

计算，含有机酸以枸橼酸 （Ｃ６Ｈ８Ｏ７）计，不得少于５０％。

苦　杏　仁

Ｓｅｍｅｍ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ｅＡｍａｒｕｍ

　　【来源】　为蔷薇科植物山杏Ｐｒｕｎｕｓ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Ｌ．ｖａｒ．ａｎｓｕＭａｘｉｍ．、东北杏 （辽

杏）Ｐｒｕｎｕ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Ｋｏｅｈｎｅ．、西 伯 利 亚 杏 Ｐｒｕｎｕ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Ｌ．及 杏

Ｐｒｕｎｕｓ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Ｌ．的干燥成熟种子。
【产地】　山杏　主产于辽宁、河北、内蒙古、山东、江苏等省区，多野生，亦有栽

培。
东北杏　主产东北各地，系野生。
西伯利亚杏　主产于东北、华北地区，系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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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　主产于东北、华北及西北等地区，系栽培。
【采收加工】　夏季果实成熟后采收，除去果肉及核壳，取出种子，晒干。
【性状鉴别】　药 材　呈 扁 心 脏 形。长１～２ｃｍ，宽０７～１５ｃｍ ，厚０５～０７ｃｍ。

顶端尖，基部钝圆，肥厚，左右不对称。表面黄棕色至深棕色，尖端一侧边缘有一短线形

种脐，基部有椭圆形合点，种脐与合点之间有深色的线形种脊，从合点处向上分散出多数

深棕色的脉纹。种皮薄，子叶２枚，乳白色，富油性，尖端可见小形的胚。无臭，味苦。
以颗粒饱满、完整、味苦者为佳。
饮片　苦杏仁　形如苦杏仁，或分离为 单 瓣，无 种 皮。表 面 类 白 色 至 黄 白 色，平

滑，碎断面粗糙。质坚硬，富油性。气香而特异，味苦。
炒苦杏仁　形如苦杏仁。表面微黄色，可见焦斑。有香气。
【显微鉴别】　种子横切面　①种皮的表皮为１列薄壁细胞，散有近圆形的橙黄色石

细胞；内为多列薄壁细胞，有小型维管束。②外胚乳为一薄层颓废细胞。③内胚乳为１至

数层方形细胞，内含糊粉粒及脂肪油。④子叶薄壁细胞多角形，含糊粉粒及脂肪油。
【成分】　①含有效成分苦杏仁苷 （ａｍｙｇｄａｌｉｎ）。苦杏仁苷经水解后产生氢氰酸、苯

甲醛及葡萄糖。②苦杏仁酶 （ｅｍｕｌｓｉｎ）：苦杏仁酶包括苦杏仁苷酶及樱苷酶。③脂肪油。

④蛋白质和１５种以上的氨基酸。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数粒，加水共研，发生苯甲醛的特殊香气。
（２）取本品数粒，临时捣碎，称取约０１ｇ，置试管中，加入水数滴使湿润，试管中

悬挂一条三硝基苯酚试纸，用软木塞塞紧，置４０℃～５０℃的水浴中，１０分钟后，试纸显

砖红色。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硝酸银滴定法测定。本品含苦杏

仁苷 （Ｃ２０Ｈ２７ＮＯ１１）不得少于３０％。

桃　　仁

ＳｅｍｅｎＰｅｒｓｉｃａｅ

　　【来源】　为 蔷 薇 科 植 物 桃 Ｐｒｕｎ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 （Ｌ．）Ｂａｔｓｃｈ或 山 桃 Ｐｒｕｎ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Ｃａｒｒ．）Ｆｒａｎｃｈ．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状鉴 别】　药 材　为 扁 长 卵 形。长１２～１８ｃｍ，宽０８～１２ｃｍ，厚２～４ｍｍ。
顶端尖，中部膨大，基部钝圆而偏斜，边缘薄。表面黄棕色至红棕色，密布颗粒状突起，
顶端一侧有短线形种脐，自基部合点处分出多数脉纹。种皮薄，易剥去，子叶２片，富油

性。气微，味微苦。
饮片　去皮桃仁　略呈扁椭圆形，一端尖，中间膨大，另一端钝圆，稍偏斜，边缘较

薄。表面类白色至黄白色，光滑，有的可见纵向纹理。质坚硬，富油性。气微，味微苦。
炒桃仁　形如去皮桃仁。表面黄色，可见焦斑。
【成分】　①含 苦 杏 仁 苷。②多 种 酶：如 苦 杏 仁 酶、尿 囊 素 酶、乳 糖 酶。③维 生 素

Ｂ１。④多量脂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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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梅

ＦｒｕｃｔｕｓＭｕｍｅ

　　【来源】　为 蔷 薇 科 植 物 梅 Ｐｒｕｎｕｓｍｕｍｅ （Ｓｉｅｂ．）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的 干 燥 近 成 熟 果

实。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扁球形或不规则球形，直径１５～３ｃｍ。表面 棕 黑 色 至 乌 黑

色，皱缩不平，基部有明显的圆形果梗痕。果肉质柔软，可剥离。果核坚硬，椭圆形，棕

黄色，表面凹凸不平，有众多洞穴及网状纹理。种子１粒，扁卵形，淡黄色。果肉稍有特

异酸气及烟熏气，味极酸。
以个大、核小、柔润、肉厚、不破裂、味极酸者为佳。
饮片　乌梅肉　为不规则形块状，大小不一。表面乌黑色或棕黑色。质柔软。气微，

味酸。
乌梅炭　形如乌梅，皮肉微鼓起。表面焦黑色。质脆。味酸兼有苦味。

金　樱　子

ＦｒｕｃｔｕｓＲｏｓａｅ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ｅ

　　【来源】　为蔷薇科植物金樱子Ｒｏｓａ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Ｍｉｃｈｘ．的干燥成熟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为花托发育而成的假果，呈倒卵形，略似花瓶，长２～３５ｃｍ，

直径１～２ｃｍ。外表红黄色或红棕色，有突起的刺状棕色小点。果柄部分较细，中部膨大，
顶端有盘状花萼残基，其中央有黄色略突出的柱基。质硬，剥开外皮 （花托），内壁呈淡

红黄色，内有多数坚硬的小瘦果，内壁和瘦果均有淡黄色的绒毛。无臭，味甘、微涩。
以个大、肉厚、色红、有光泽、去净刺者为佳。
饮片　金樱子肉　呈半卵形，中空，如瓢状。外表面红黄色至红棕色，具突起的刺状

小点，内壁淡棕黄色至淡棕色，可见瘦果着生痕迹，质坚硬。气微，味甜、微涩。
【成分】　①含金樱子多糖。②有机酸：如苹果酸、柠檬酸。③鞣质。④皂苷。⑤其

他：如树脂、维生素Ｃ等。

沙　苑　子

Ｓｅｍｅｎ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ｉ

　　【来源】　为豆科植物扁茎黄芪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Ｒ．Ｂｒ．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状鉴别】　药材　略呈圆肾形而稍扁，长２～２５ｍｍ，宽１５～２ｍｍ，厚约１ｍｍ。

表面绿褐色至灰褐色，光滑，边缘一侧凹入处具圆形种脐。质坚硬，除去种皮，有淡黄色

子叶２片，胚根弯曲。无臭，味淡，嚼之有豆腥味。
饮片　盐沙苑子　形同药材，味咸。
【成分】　含多种黄酮类、苷类，并含脂肪油、甾醇及氨基酸等。

决　明　子

ＳｅｍｅｎＣａｓｓｉａｅ

　　【来源】　为豆科植物决明Ｃａｓｓｉａ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Ｌ．或小决明ＣａｓｓｉａｔｏｒａＬ．的干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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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种子。
【产地】　主产于安徽、江苏、四川等省。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栽培。
【采收加工】　秋季采收成熟果实，晒干，打下种子，除去杂质。
【性状鉴别】　药材　决明　略呈菱状方形或短圆柱形，两端平行倾斜，长３～７ｍｍ，

宽２～４ｍｍ。表面绿棕色或暗棕色，平滑有光泽。一端平坦，另一端斜尖，背腹面各有一

条突起的棱线，棱线两侧 各 有１条 斜 向 对 称 而 色 较 浅 的 线 形 凹 纹。质 坚 硬，不 易 破 碎。
种皮薄，子叶２片，黄色，重叠并呈 “Ｓ”形折曲。气微，味微苦。

小决明　呈矩圆柱形，较小，长３～５ｍｍ，宽２～３ｍｍ。表面棱线两侧各有１条宽广

的浅黄色带。
饮片　炒决明子　形同药材，外表面焦褐色，内部黄褐色，无光泽，具焦香气。
【成分】　决明种子　含游离羟基蒽醌衍生物：如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大黄素、决

明素 （ｏｂｔｕｓｉｎ）、决明苷 （ｃａｓｓｉａｓｉｄｅ）等。
小决明种子　①主含游离蒽醌衍生物，如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决明素、橙黄决明素

（ａｕｒａｎｔｉｏ－ｏｂｔｕｓｉｎ）、黄决明素 （ｃｈｒｙｓｏ－ｏｂｔｕｓｉｎ）、芦 荟 大 黄 素、大 黄 酸、大 黄 素。②
决明子内酯等。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约０５ｇ，加１０％硫酸２０ｍｌ及氯仿１０ｍｌ，置水浴上微沸

回流１５分钟，放冷后，移入分液漏斗中，分取氯仿层，加氢氧化钠试液１０ｍｌ，振摇，放

置，碱液层显红色。如显棕色，则分取碱液层加过氧化氢试液ｌ～２滴，再置水浴中加热４
分钟，即显红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大黄素、大黄酚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

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橙色荧光斑点；
置氨蒸气中熏后，斑点变为红色。

补　骨　脂

ＦｒｕｃｔｕｓＰｓｏｒａｌｅａｅ

　　【来源】　为豆科植物补骨脂ＰｓｏｒａｌｅａｃｏｒｙｌｉｆｏｌｉａＬ．的干燥成熟果实。
【产地】　主产于四川、河南、安徽、陕西等省。
【采收加工】　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果序，晒干，搓下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呈肾形，略扁，长３～５ｍｍ，宽２～４ｍｍ，厚约１５ｍｍ。表面

黑色或黑褐色，具细微网状皱纹。顶端圆钝，有一小突 起，凹 侧 有 果 梗 痕。扩 大 镜 下 观

察，果实表面凹凸不平。有时外附绿白色膜质宿萼，上有棕色腺点。质硬，果皮薄，与种

子不易分离。种子１枚，黄棕色，光滑，质坚硬。子叶２片，黄白色，富油质。气微香，
味辛、微苦。

以粒大、饱满、色黑者为佳。
饮片　盐水炒补骨脂　形同药材，微鼓起。外表面棕褐色至黑褐色，具细网状皱纹，

凹侧有果梗痕。质坚硬。气特异，味微咸、微苦。
【显微鉴别】　果实 （中部）横切面　①果皮波状弯曲，凹陷处表皮下有众多扁圆形

壁内腺。②中果皮薄壁细胞含有草酸钙小柱晶。③种皮外表皮为１列栅状细胞，其内为１
列哑铃状支持细胞。④色素细胞１列，与种皮内表皮细胞相邻。⑤子叶细胞充满糊粉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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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滴。
果皮表面制片　①壁内腺类圆形，表皮细胞多达数十个至百个，中心细胞较小，多角

形，周围细胞辐射状排列，腺体腔内有众多油滴。②腺毛多呈梨形，腺柄短。③非腺毛顶

端细胞特长，胞壁密布疣点。④气孔平轴式。⑤果皮细胞含草酸钙小柱晶及小方晶。
【成分】　①挥发油。②香豆素类：如补骨脂素 （补骨脂内酯ｐｓｏｒａｌｅｎ）、异补骨脂素

（异补 骨 脂 内 酯ｉｓｏｐｓｏｒａｌｅｎ）、补 骨 脂 定 （ｐｓｏｒａｌｉｄｉｎ）等。③黄 酮 类：如 补 骨 脂 甲 素

（ｃｏｒｙｆｏｌｉｎ，ｂａｖａｃｈｉｎ）、补 骨 脂 乙 素 （ｃｏｒｙｌｉｆｏｌｉｎｉｎ，ｉｓｏｂａｖａｃｈａｌｃｏｎｅ）等。④单 萜 酚 类。

⑤树脂及豆甾醇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补骨脂素、异补骨脂素对照

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

的两个蓝白色荧光斑点。

枳　　壳

ＦｒｕｃｔｕｓＡｕｒａｎｔｉｉ

　　【来源】　为芸香科植物酸橙Ｃｉｔｒｕｓ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Ｌ．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未成熟果实。
【产地】　主产于江西、四川、湖北、贵州等省。多系栽培。以江西清江、新干所产

最为闻名，商品习称 “江枳壳”，量大质优。
【采收加工】　７月果皮尚绿时采收，自中部横切为两半，晒干或低温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为半圆球形，翻口似 盆 状。直 径３～５ｃｍ。外 表 绿 褐 色 或 棕 褐

色，密被多数凹点状油室及微隆起的皱纹，顶端有明显的花柱基痕，基部有果柄痕。切面

中果皮黄白色，光滑而稍隆起，外侧边缘散有１～２列油点，瓤囊７～１２～１５瓣，汁囊干

缩呈棕色至棕褐色，内有种子数粒。质坚硬，不易折断。气清香，味苦而后微酸。
以外皮绿褐、果肉厚、质坚硬、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生枳壳　为呈弧形、半圆形或圆形的薄片，直径３～５ｃｍ。外周边绿褐色至棕

褐色，较粗糙，有明显的颗粒状突起或小点状凹陷。切面黄白色至淡黄色，外层边缘有小

凹点，果肉厚０６～１３ｃｍ，内表面有的可见棕褐色残留的瓤。质硬脆。气香，味苦、微

酸。
麸炒枳壳　形同生枳壳，外周边黑褐色，切面淡黄色至淡棕黄色，略具焦香气。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表皮由１列极小的细胞组成，外被角质层。②中果皮发达，

外侧有径向延长的大型油室。③中果皮外侧细胞散有较多草酸钙斜方晶或棱晶；内侧细胞

排列极疏松，维管束纵横散布。
粉末　黄白色或棕黄色，气清香，味苦、微酸。①果皮表皮细胞表面观呈多角形、类

方形或长方形；气孔近环式。②中果皮细胞类圆形或不规则形，壁不均匀增厚。③油室碎

片含挥发油油滴。④汁囊细胞狭长，皱缩，与下层细胞交错排列。⑤草酸钙结晶存在于果

皮和汁囊细胞中，呈斜方形、多面体形或类双锥形。
【成分】　①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右旋柠檬烯 （ｄ－ｌｉｍｏｎｅｎｅ，约９０％），枸橼醛

（ｃｉｔｒａｌ）、右旋芳樟醇 （ｄ－ｌｉｎａｌｏｏｌ）和 邻 氨 基 苯 甲 酸 甲 酯 等。②黄 酮 类 成 分：如 橙 皮 苷

（ｈｅｓｐｅｒｉｄｉｎ）、新 橙 皮 苷 （ｎｅｏｈｅｓｐｅｒｉｄｉｎ）、柚 苷 （ｎａｒｉｎｇｉｎ）。③苦 味 成 分：如 苦 橙 苷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ｍａｒｉｎ）、苦橙酸。④尚 含 有 升 压 作 用 的 辛 弗 林 （ｓｙｎｅｐｈｒｉｎｅ）和 Ｎ－甲 基 酪 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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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ｍｅｔｈｙｌｔｙｒａｍｉｎｅ）。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粉末０２ｇ，置试管中加乙醇５ｍｌ，在沸水上煮沸３分钟，

取上清液，加盐酸２滴，镁粉适量，置沸水浴中加热数分钟，溶液即现红色。（黄酮类反

应）
（２）取本品粉末０５ｇ，加甲醇１０ｍｌ，加热回流１０分钟，滤过，取滤液１ｍｌ，加四氢

硼钾约５ｍｇ，摇匀，加盐酸数滴，溶液现樱红色至紫红色。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橙

皮苷 （Ｃ２７Ｈ３２Ｏ１４）不得少于４０％。

吴　茱　萸

ＦｒｕｃｔｕｓＥｖｏｄｉａｅ

　　 【来源】　为芸香科植物吴茱萸Ｅｖｏｄｉａｒｕｔａｅｃａｒｐａ （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石 虎Ｅｖｏｄｉａ
ｒｕｔａｅｃａｒｐａ （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ｖａｒ．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Ｄｏｄｅ）Ｈｕａｎｇ或疏毛吴茱萸Ｅｖｏｄｉａｒｕｔａｅ
ｃａｒｐａ （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ｖａｒ．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Ｄｏｄｅ）Ｈｕａｎｇ的干燥将近成熟果实。

【产地】　主产于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多系栽培。
【采收加工】　８～１０月果实呈茶绿色而未开裂时剪下果枝，晒干或低温干燥，除去

果梗、枝、叶等。
【性状鉴别】　药材　略呈扁球形或五角状扁球形，直径２～５ｍｍ。表面暗黄绿色至

褐色，粗糙，有多数点状突起或凹下细小油点。顶端有五角星状的裂隙，基部残留有密生

黄色毛茸的果柄。质硬脆，破开后内部黑色。横切面可见子房５室，每室有淡黄色种子１
粒。香气浓烈，味辛辣、微苦。用水浸泡果实，有黏液渗出。

以粒小、饱满坚实、色绿、香气浓烈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灰棕色，香气浓烈，味辛辣、微苦。①油室及油室碎片淡黄色。

②草酸钙簇晶较多。③腺毛的腺头由７～１４个细胞组成，内含棕色物质，柄为２～５细胞。

④非腺毛由２～６个细胞组成，有明显壁疣。⑤石细胞类圆形或长方形，胞腔大，孔沟与

壁孔明显。
【成分】　①挥发油：挥发油中主要成分为吴萸烯 （ｅｖｏｄｅｎｅ），为油的香气成分，并

含罗勒烯 （ｏｃｉｍｅｎｅ）、吴 萸 内 酯 （ｅｖｏｄｉｎ）。②生 物 碱 类：如 吴 茱 萸 胺Ⅰ、Ⅱ （ｇｏｓ
ｈｕｙｕａｍｉｎｅⅠ、Ⅱ）及吴茱萸碱 （ｅｖｏｄｉａｍｉｎｅ）、吴 茱 萸 次 碱 （ｒｕｔａｅｃａｒｐｉｎｅ）等。③吴 茱

萸苦素等。
【理化鉴别】　取本品粉末０５ｇ，加盐酸溶液 （１→１００）１０ｍｌ，用力振摇数分钟，滤

过。取滤液２ｍｌ，加碘化汞钾试液１滴，振摇后，生成黄白色沉淀；另取滤液１ｍｌ，缓缓

加入对二甲氨基苯甲醛试液２ｍｌ，置水浴上加热，两液接界处生成红褐色环。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吴

茱萸胺 （Ｃ１９Ｈ１７Ｎ３Ｏ）、吴茱萸次碱 （Ｃ１８Ｈ１３Ｎ３Ｏ）的总量不得少于０２０％。

巴　　豆

ＦｒｕｃｔｕｓＣｒｏｔｏｎｉｓ

　　【来源】　为大戟科植物巴豆ＣｒｏｔｏｎｔｉｇｌｉｕｍＬ．的干燥成熟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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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药材　呈卵圆形，具三棱，长１８～２２ｃｍ，直径１４～２ｃｍ。表面黄

色或稍深，粗糙，有６条纵线。顶端平截，基部有果柄痕。剥开果皮后，有３室，每室含

种子１粒。种子呈椭圆形或卵形，略扁，背面隆起，外种皮黄棕色至暗棕色，一 端 有 种

脐，其上具细小突起的种阜，但易脱落，另一端有圆点状合点，种脐与合点间有１条隆起

的种脊。外种皮薄而脆，内种皮呈白色薄膜，内 胚 乳 肥 厚，淡 黄 色，油 质，子 叶２片 菲

薄。无臭，味辛辣。有毒。
饮片　巴豆霜　为淡黄色松散粉末。微具油腻气，味辛辣。
【成分】　①种子含脂肪油 （巴豆油）４０％～６０％，油中含强刺激性 （泻下）和致癌

成分，为巴豆醇 （ｐｈｏｒｂｏｌ）的十多种双酯类化合物。②蛋白质，其中包括一种毒性球蛋

白，称巴豆毒素 （ｃｒｏｔｉｎ）。③巴豆苷 （ｃｒｏｔｏｎｏｓｉｄｅ）。④尚含β－谷甾醇、氨基酸及酶等。

酸　枣　仁

ＳｅｍｅｎＺｉｚｉｐｈｉＳｐｉｎｏｓａｅ

　　【来源】　为鼠李科植物酸枣Ｚｉｚｉ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Ｍｉｌｌ．ｖａｒｓｐｉｎｏｓａ （Ｂｕｎｇｅ）ＨｕｅｘＨ．
Ｆ．Ｃｈｏｕ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扁圆形或扁椭圆形，长０５～０９ｃｍ，宽０５～０７ｃｍ，厚约

３ｍｍ。表面紫红色或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的具裂纹。一面较平坦，中央 有１条 隆 起

的线纹，另一面微隆起，边缘略薄。一端凹陷，可见线形 种 脐，另 一 端 有 细 小 凸 起 的 合

点。种皮较脆。破开后内有种仁，胚乳白色，子叶淡黄色，富油性。气微，味淡或微苦。
以粒大、饱满、完整、有光泽、外皮红棕色、无核壳者为佳。
饮片　炒酸枣仁　形同药材，外表面紫棕色至棕黑色，有的可见焦斑，具焦香气。
【成分】　①含三萜皂苷：如酸枣仁皂苷 Ａ （ｊｕｊｕｂｏｓｉｄｅＡ）和酸枣仁皂苷Ｂ （ｊｕｊｕｂｏ

ｓｉｄｅＢ）；酸枣仁皂苷Ｂ水解得酸枣仁皂苷元 （ｊｕｊｕｂｏｇｅｎｉｎ）。②三萜类：白桦脂酸、白桦

脂醇。③黄酮类：如当药素等。④尚含大量维生素Ｃ、微量具强烈刺激性的脂肪油、蛋白

质、挥发油等。

小　茴　香

Ｆｒｕｃｔｕｓ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ｉ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茴香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ｖｕｌｇａｒｅＭｉｌｌ．的干燥成熟果实。
【产地】　主产于内蒙古、山西、黑龙江等省区，全国各地均有栽培。
【采收加工】　秋季果实初熟时，将全株割下，晒干后，打下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为双悬果，呈长圆柱形，两端稍尖，长４～８ｍｍ，直 径１５～

２５ｍｍ。表面黄绿色或淡黄色，顶 端 残 留 有 黄 棕 色 突 起 的 花 柱 基，基 部 有 的 带 小 果 柄。
果实极易分离成两个小分果。分果呈长椭圆形，背面有５条微隆起的纵 棱 线，接 合 面 平

坦，横切面略呈五边形，背面的四边约等长，中心灰白色，有油性。气香特异，味微甜、
辛。

以颗粒饱满、色黄绿、香气浓者为佳。
【显微鉴别】　分果横切面　①外果皮为１列呈切向延长的扁平细 胞，外 被 角 质 层。

②中果皮有６个油管，在背面每二棱线间各有１个，在接合面有两个。棱线处有维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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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皮部细胞位于木质部的两侧，维管束的周围有多数大而特异的木化网纹细胞。③内果皮

为１列扁平细胞，细胞长短不一。④种皮细胞扁长，含棕色物质。⑤内胚乳细胞多角形，
含众多细小糊粉粒，每个糊粉粒中含有草酸钙小簇晶１个。

粉末　绿黄色或黄棕色，气香特异，味微甜、辛。①网纹细胞棕色，壁颇厚，木化，
具卵圆形网状壁孔。②油管碎片黄棕色至深红棕色，分泌细胞呈扁平多角形。③内果皮为

镶嵌状细胞，５～８个狭长细胞为１组，以其长轴相互作不规则方向嵌列。④内胚乳细胞

多角形，含多数糊粉粒，每一糊粉粒中含细小簇晶１个。
【成分】　①挥发油，称茴香油。油中含反式茴香脑 （ｔｒａｎｓａｎｅｔｈｏｌｅ）、α－茴香酮 （α

－ｆｅｎｃｈｏｎｅ）、甲基胡椒酚以及α－蒎烯、茴 香 醛、柠 檬 烯 等。②黄 酮 类 化 合 物：如 槲 皮

素。③甾类化合物。④香豆素类：如７－羟基香豆素。⑤脂肪油：脂肪油中含多种天然抗

氧化剂。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茴香醛对照品为对照，进行

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橙红色斑点。
【含 量 测 定】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本 品 含 挥 发 油 不 得 少 于１５％

（ｍｌ／ｇ）。

蛇　床　子

ＦｒｕｃｔｕｓＣｎｉｄｉｉ

　　【来源】　为伞形科植物蛇床Ｃｎｉｄｉｕｍｍｏｎｎｉｅｒｉ （Ｌ．）Ｃｕｓｓ．的干燥成熟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为双悬果，呈椭圆形，长２～４ｍｍ，直径约２ｍｍ。表面灰黄色

或灰褐色，一端带小突起，另一端偶有细柄。分果的背面有薄而明显突起的果棱５条，接

合面平坦，有两条棕色略突起的纵线，其中夹有一条浅色心皮柄。果皮松脆，揉搓后可脱

落，露出灰棕色种子，显油性。气香，味辛凉，有麻舌感。

连　　翘

Ｆｒｕｃｔｕｓ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ｅ

　　【来源】　为木犀科植物连翘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Ｔｈｕｎｂ．）Ｖａｈｌ的干燥果实。
【产地】　主产于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多为栽培。
【采收加 工】　秋 季 果 实 初 熟 尚 带 绿 色 时 采 收，除 去 杂 质，蒸 熟，晒 干，习 称 “青

翘”；果实熟透时采收，晒干，除去杂质，习称 “老翘”。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卵形或卵圆形，稍扁，长１５～２５ｃｍ，直径０５～１３ｃｍ。

表面有不规则纵皱纹及多数凸起的小斑点，两面各有一条明显的纵沟。顶端锐尖，基部有

小果梗或已脱落。青翘多不开裂，表面绿褐色，有少数凸起的灰白色小点，种子多数，细

长，一侧有翅，黄绿色；老翘自尖端开裂或裂成两瓣，表面黄棕色或红棕色，有多数凸起

的淡黄色小点，内表面多为浅黄棕色，种子棕色，多已脱落。气微香，味苦。
“青翘”以色绿、不开裂者为佳；“老翘”以色较黄、瓣大、壳厚者为佳。
【显微鉴别】　果皮横切片　①外果皮为１列表皮细胞，被角质层，外壁及侧壁增厚。

②中果皮外侧薄壁组织中散有维管束，内侧为多列石细胞，长条形或类 圆 形，壁 厚 薄 不

一，并有成束的厚壁纤维存在。③内果皮为１列薄壁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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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果皮中含：①木脂素类：如连翘苷 （ｐｈｉｌｌｙｒｉｎ）、连翘苷元 （ｐｈｉｌｌｙｇｅｎｉｎ）。

②苯乙烷类：如连翘酚 （ｆｏｒｓｙｔｈｏｌ）、连 翘 酯 苷 等。③三 萜 类：如 白 桦 脂 醇 酸 （ｂｅｔ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齐墩果酸。④香豆素类：如６，７－二甲氧基香豆精。⑤甾醇类化合物。⑥皂苷等。

连翘酚为抗菌成分。
【理化鉴别】　 （１）取粉 末１ｇ，加７０％乙 醇１０ｍｌ，热 浸，蒸 干 浸 出 液，加１ｍｌ冰

醋酸溶解，倒入小试管中，沿管壁加浓硫酸１ｍｌ，两层间显紫红色环。（检查三萜皂苷）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连翘对照药材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

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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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冷浸法测定，

本品６５％乙醇浸出物，青翘不得少于３００％，老翘不得少于１６０％。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按干

燥品计，含连翘苷 （Ｃ２９Ｈ３６Ｏ１５）不得少于０１５％。

女　贞　子

ＦｒｕｃｔｕｓＬｉｇｕｓｔｒｉＬｕｃｉｄｉ

　　【来源】　为木犀科植物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 Ａｉｔ．的干燥成熟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椭圆形、倒卵形或肾形，长０６～８５ｃｍ，直径３～５ｍｍ。表

面灰黑色或紫黑色，皱缩不平，基部常有宿萼及果柄残痕。外果皮薄，中果皮稍疏松，内

果皮木质，黄棕色。种子通常一枚，略呈肾形，紫黑色，两端尖，破断面类白色，油性。
气芳香，味甘而微苦涩。

饮片　 制女贞子　形同女贞子。外表面棕黑色至黑色，皱缩，果皮易碎，内核较硬，
具纵棱，破开后通常含种子１粒。种子黑色，肾形，皱缩。质坚。气微，味微甜而涩、微

苦。
【成分】　果实含齐墩果 酸、乙 酰 齐 墩 果 酸、熊 果 酸、女 贞 子 苷 （ｎｕｚｈｅｎｉｄｅ）、甘 露

醇、多量葡萄糖。种子含脂肪油。

马　钱　子

ＳｅｍｅｍＳｔｒｙｃｈｎｉ

　　【来源】　为马钱科植物马钱Ｓｔｒｙｃｈｎｏｓｎｕｘ－ｖｏｍｉｃａＬ．的干燥成熟种子。
【产地】　马钱主产于印度、越南、泰国等国。
【采收加工】　冬季采收成熟果实，取出种子，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马钱　种子扁圆纽扣状，通常一面微凹，另一面微隆起，直径

１～３ｃｍ，厚３～６ｍｍ。表面灰绿色或灰黄色，密生匍匐的绢状毛，自 中 央 向 四 周 辐 射 状

排列，有丝样光泽，底面中心有圆点状突起的种脐，边缘较厚，有微尖凸的珠孔，有时种

脐与珠孔间隐约可见１条隆起的线条。质坚硬，沿边缘剖开，胚乳肥厚，淡黄白色，近珠

孔处有细小菲薄子叶２片，有叶脉５～７条。气微，味极苦，有剧毒。
以粒大、饱满、表面灰绿色、有细密丝光毛茸、质坚硬无破碎者为佳。
饮片　制马钱子　形同马钱子，唯中央已鼓起。外表面棕褐色或深棕色，毛茸脆而易

断，剖开后胚乳呈砖红色，内方有一环色稍浅的小泡。质坚脆，气焦香，味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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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鉴别】　刮取种子表皮毛茸少许，用间苯三酚及盐酸染色，封片，置显微镜下

观察：被染成红色表皮细胞为单细胞毛茸，细胞壁厚，强烈木化，具纵条纹，毛茸基部膨

大略似石细胞样。马钱种子的表皮毛茸平直不扭曲，毛肋不分散或少有分散。
【成分】　马钱　①含总生物碱２％～５％，主要为番木鳖碱 （士的宁，ｓｔｒｙｃｈｎｉｎｅ）、

马钱子碱 （ｂｒｕｃｉｎｅ）、微量的番木鳖次碱 （ｖｏｍｉｃｉｎｅ）、伪番木鳖碱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ｒｙｃｈｎｉｎｅ）、
伪马钱子碱 （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ｕｃｉｎｅ）、α－可 鲁 勃 林 及β－可 鲁 勃 林 （α－ｃｏｌｕｂｒｉｎｅ，β－ｃｏｌｕ
ｂｒｉｎｅ）等。②番木鳖苷 （ｌｏｇａｎｉｎ）。③绿原酸。④脂肪油等。

番木鳖碱为马钱子的最主要成分，约占总生物碱的４５％；马钱子碱的药效只有番木

鳖碱的１／４０。
【理化鉴别】　 （１）取干燥种子的胚乳部分作切片，加１％钒酸铵硫酸溶液１滴，胚

乳即显紫色 （检查番木鳖碱，胚乳内层含量较多）。另取胚乳切片，加发烟硝酸１滴，胚

乳即显橙红色 （检查马钱子碱，以胚乳外层含量较多）。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士的宁和马钱子碱对照品为对照，进行

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以干

燥品计，含士的宁 （Ｃ２１Ｈ２２Ｎ２Ｏ２）应为１２０％～２２０％。

菟　丝　子

ＳｅｍｅｍＣｕｓｃｕｔａｅ

　　【来源】　为旋花科植物菟丝子Ｃｕｓｃｕｔ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ｍ．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状鉴别】　药材　呈 类 圆 形 或 卵 圆 形，直 径１～１５ｍｍ。表 面 灰 棕 色 或 黄 棕 色，

微粗糙。扩大镜观察表面有细密深色小点，一端有微凹的线形种脐。质坚硬，不易以指甲

压碎。气微，味淡或微苦、涩。
本品用开水浸泡，表面有黏性，加热煮至种皮破裂时 露 出 白 色 卷 旋 状 的 胚，形 如 吐

丝。
【成分】　①黄 酮 类：如 槲 皮 素、金 丝 桃 苷、菟 丝 子 苷 等。②甾 醇 类：如 胆 甾 醇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菜油甾醇 （ｃａｍｐｅｓｔｅｒｏｌ）、β－谷甾醇等。③香豆精。④糖类。⑤氨基酸等

成分。

牵　牛　子

Ｓｅｍｅｍ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ｄｉｓ

　　【来源】　为 旋 花 科 植 物 裂 叶 牵 牛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ｎｉｌ （Ｌ．）Ｃｈｏｉｓｙ或 圆 叶 牵 牛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Ｌ．）Ｖｏｉｇｔ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状鉴别】　药材　形似橘瓣，长４～８ｍｍ，宽３～５ｍｍ。表面黑灰色 （黑丑）或

浅黄白色 （白丑），背面隆起，有一浅纵凹沟；腹面呈棱线状，棱线下端有类圆形浅色种

脐，微凹。质坚韧，横切面可见淡黄色或黄绿 色 皱 缩 折 叠 的 子 叶，微 显 油 性。无 臭，味

辛、苦，有麻舌感。水浸后种皮呈龟裂状，有明显黏液。
【成分】　①含牵牛子苷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ｎ），为一种泻下树脂性苷，用碱水解生成牵牛子酸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ｃａｃｉｄ）、顺芷酸 （ｔｉｇｌｉｃａｃｉｄ）、尼里酸 （ｎｉｌｉｃａｃｉｄ）、戊酸 （ｖａｌｅｒｉｃａｃｉｄ）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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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子酸为混合物，分离得到牵牛子酸Ａ、Ｂ、Ｃ、Ｄ，以后二者为主。③生物碱。④脂肪

油。⑤甾醇类等。

天　仙　子

Ｓｅｍｅｎ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ｉ

　　【来源】　为茄科植物莨菪 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ｕｓｎｉｇｅｒＬ．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状鉴别】　药材　扁肾形或扁卵圆形，直径约１ｍｍ。表面棕黄色或淡灰棕色，有

细密的网纹及排列不整齐的麻点，略尖的一端有点状种脐，脐点处突出。剖面灰白色，油

质，有胚乳，胚弯曲。气微，味微辛。

枸　杞　子

ＦｒｕｃｔｕｓＬｙｃｉｉ

　　【来源】　为茄科植物宁夏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的干燥成熟果实。
【产地】　主产于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以宁夏的中宁和中卫县产量大质

优。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果实呈红色时采收，热风烘干，除去果梗。或晾至皮皱后，

再曝晒至外皮干硬，果肉柔软，除去果梗。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纺锤形或椭圆形，长１～２ｃｍ，直径４～９ｍｍ。表面鲜红色或

暗红色，陈久者紫红色，具不规则皱纹，略有光泽。顶端有小凸起状花柱痕迹。基部有白

色的果柄痕。果皮柔韧，皱缩；果肉肉质，质柔软而滋润，有黏性，内藏种子２０～５０粒。
种子黄色，扁平似肾形，长１５～１９ｍｍ，宽１～１７ｍｍ。气微，味甜。嚼之唾液呈红黄

色。
以粒大、肉厚、籽小、色红、质柔、味甜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红色，气微，味甜、微酸苦。①外果皮细胞多角形，表面具平

行的微波状角质层纹理。②中果皮细胞类圆形，内含红棕色或橙红色球形色素，有的含砂

晶。③种皮石细胞类方形，垂周壁波状至深波状弯曲，外壁较薄，侧 壁 由 外 向 内 逐 渐 增

厚，与增厚的内壁结合成杯形。
【成分】　①含多糖，由酸性杂多糖与多肽或蛋白质构成的复合多糖，为其活性成分。

②含胡萝卜素。③脂肪酸。④多种游离氨基酸。⑤生物碱，如甜菜碱。⑥微量元素等。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枸杞子对照药材为对照，进

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 同 的 橙 红 色 斑

点。

栀　　子

Ｆｒｕｃｔｕｓ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ｅ

　　【来源】　为茜草科植物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Ｅｌｌｉｓ的干燥成熟果实。
【产地】　主产于湖南、江西、湖北、浙江、福建等省。
【采收加工】　９～１１月间果实成熟呈红黄色时采收，除去果梗及杂质，沸水中略烫，

取出，干燥；或蒸至上汽后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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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卵形或椭圆形，长１５～３５ｃｍ ，直径１～１５ｃｍ。表面棕

红色或红黄色，具有６条翅状纵棱，棱间常有一条明显的纵脉纹，并有分枝。顶端残留萼

片，基部稍尖，有果柄痕。果皮薄而脆，内表面呈鲜黄色，有光泽，具２～３条隆起的假

隔膜。种子多数，扁卵圆形，粘结成团，深红色或红黄色，密具细小疣状突起。气微，味

微酸而苦。
以皮薄、饱满、色红黄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红棕色，气微，味微酸、苦。①果皮石细胞类方形。②果皮纤

维细长，梭形，斜向镶嵌状排列。③石细胞类圆形或多 角 形，壁 厚，胞 腔 内 含 草 酸 钙 方

晶。④种皮石细胞黄色或淡棕色，长多角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状，长至２３０μｍ，壁厚，
纹孔甚大，胞腔棕红色。⑤草酸钙簇晶直径１９～３４μｍ。

【成分】　①含多种环烯醚萜苷类：如栀子苷 （ｇｅｎｉｐｏｓｉｄｅ）、羟异栀子苷 （ｇａｒｄｅｎｏ
ｓｉｄｅ）、山 栀 苷 （ｓｈａｎｚｈｉｓｉｄｅ）、栀 子 新 苷 （ｇａｒｄｏｓｉｄｅ）等。②色 素：如 黄 酮 类 栀 子 素

（ｇａｒｄｅｎｉｎ）、番红花素 （ｃｒｏｃｉｎ）、番 红 花 酸 （ｃｒｏｃｅｔｉｎ）等。③三 萜 类。④有 机 酸：如 绿

原酸等。
【理化鉴 别】　 （１）本 品０２ｇ，加 水５ｍｌ，置 水 浴 中 加 热３分 钟，滤 过，取 滤 液５

滴，滴于蒸发 皿 中，蒸 干，加 硫 酸１滴，即 显 蓝 绿 色，迅 速 变 为 褐 色，渐 转 为 紫 褐 色。
（检查番红花素）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栀子苷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

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按干

燥品计，含栀子苷 （Ｃ１７Ｈ２４Ｏ１０）不得少于１８％。
【附录】　伪品　水栀子　又名大栀子，为同属植物大花 栀 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ｌｌｉｓｖａｒ．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Ｎａｋａｉ的干燥果实。其果大，长３～７ｃｍ，长圆形，翅状纵棱较高。

瓜　　蒌

Ｆｒｕｃｔｕｓ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ｉｓ

　　【来源】　为 葫 芦 科 植 物 栝 楼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Ｍａｘｉｍ．或 双 边 栝 楼Ｔｒｉｃｈｏ
ｓａｎｔｈｅｓ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Ｈａｒｍｓ的干燥成熟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类球形或长椭圆形，长７～１５ｃｍ，直径６～１０ｃｍ。表面橙红

色或橙黄色，皱缩或较光滑，顶端有圆形的花柱残基，基部具残存的果柄。轻重不一。质

脆，易破碎。内表面黄白色，有红黄色丝络，果瓤橙黄色，黏稠，与多数种子粘结成团。
具焦糖气，味微酸甜。

以完整不破、果皮厚、体重、糖分足者为佳。
饮片　瓜蒌　为不规则形的条片，多向内卷曲，有的呈卷筒状，长３～４ｃｍ，厚０５

～１ｍｍ。余同药材。
【成分】　栝楼果实　①含三萜皂苷。②有机酸及其盐类。③树脂。④糖类。⑤氨基

酸。⑥色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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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　　虱

ＦｒｕｃｔｕｓＣａｒｐｅｓｉｉ

　　【来源】　为菊科植物天名精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Ｌ．的干燥成熟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细小圆柱形，长３～４ｍｍ，直径不及１ｍｍ。表面黄褐色或暗

褐色，有多数纵棱线及沟纹，先端收缩成细喙状，顶部扩展成灰白色圆环，基部稍尖，有

着生痕迹，果皮薄。种皮菲薄透明，子叶２，类白色，稍有油性。气特异，味微苦。嚼之

有黏性。

牛　蒡　子

ＦｒｕｃｔｕｓＡｒｃｔｉｉ

　　【来源】　为菊科植物牛蒡ＡｒｃｔｉｕｍｌａｐｐａＬ．的干燥成熟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果实呈倒长卵形，略扁，稍弯曲，长５～７ｍｍ，直径２～３ｍｍ。

表面灰褐色或灰棕色，散有不规则紫黑色斑点，具纵脊５～８条，通常中间１～２条较明

显。顶端钝圆，稍宽，顶面有圆环，中间具点状花柱残迹；基部略窄，着生面色较淡。果

皮坚硬，种皮淡黄白色，中央的胚具肥厚的子叶２枚，淡黄白色，富油性。无臭，味苦，
后微辛而稍麻舌。

饮片　炒牛蒡子　形同牛蒡子而稍鼓起，或已破碎，外表面棕褐色至黑褐色，常有焦

斑。有焦香气。

薏　苡　仁

ＳｅｍｅｍＣｏｉｃｉｓ

　　【来 源】　为 禾 本 科 植 物 薏 苡Ｃｏｉｘｌａｃｒｙｍａ－ｊｏｂｉＬ．ｖａｒ．ｍａ－ｙｕｅｎ （Ｒｏｍａｎ．）

Ｓｔａｐｆ的干燥成熟种仁。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广卵形或长椭圆形，长４～８ｍｍ，宽３～６ｍｍ。表面乳白色，

光滑，有时残留有未除尽的黄褐色种皮。顶端钝圆，基部较宽而微凹，中央有淡棕色点状

种脐。背面圆凸，腹面有１条深而 宽 的 腹 沟。质 坚 实，断 面 白 色，有 粉 性。气 微，味 甘

淡。
以粒大、饱满、无破碎、色白者为佳。
【成 分】　①薏 苡 仁 酯 （ｃｏｉｘｅｎｏｌｉｄｅ）、薏 苡 素 （ｃｏｉｘｏｌ）。②薏 苡 多 糖 Ａ、Ｂ、Ｃ

（ｃｏｉｘａｎＡ、Ｂ、Ｃ）素。③蛋白质。④脂肪油。⑤甾体化合物。⑥氨基酸等。

槟　　榔

ＳｅｍｅｎＡｒｅｃａｅ

　　【来源】　为棕榈科植物槟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的干燥成熟种子。
【产地】　主产于海南省。云南南部、福建、广西、台湾南部有栽培。
【采收加工】　冬春果实成熟时采收，用水煮后干燥，除去果皮，取出种子，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呈近圆锥形或扁圆球形，高１５～３５ｃｍ，基部直径１５～３ｃｍ。

外表淡黄棕色至淡红棕色，具斜向凹下的网状浅沟纹，常残留少量未去净的灰白色内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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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基底中央有一凹窝 （珠孔），旁边有一新月形或三角形疤痕 （种脐）。质坚硬，不易

破碎，断面呈棕白相间的大理石样花纹。气微，味涩而微苦。
以个大、体重、坚实、断面颜色鲜艳、无破裂者为佳。
饮片　槟榔片　呈圆形或类圆形的薄片，直径１５～３ｃｍ。周边淡棕色至暗棕色。切

面具红棕色与白色相间的大理石样花纹，中间有的 呈 孔 洞。质 坚 脆。气 微，味 微 涩、微

苦。
炒槟榔　形如槟榔片，周边暗棕色，切面呈暗红棕色与淡黄色相间的大理石样花纹，

有的具焦斑，有焦香气。
焦槟榔　形如槟榔片，切面焦黄色，可见大理石样花纹，质脆，易碎。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种皮外层为数列切向延长的小形石细胞，内含红棕色物质；

内层为数列含棕红色物质的薄壁细胞，并散有少数维管束。②外胚乳较 狭 窄，为 数 列 大

形、内含黑棕色物质的厚壁细胞。③种皮内层和外胚乳折合伸入内胚乳 中，形 成 错 入 组

织。④内胚乳细胞白色，多角形，壁厚，壁孔大，略呈念珠状，含有油滴及糊粉粒。
粉末　红棕色至淡棕色，气微，味涩而微苦。①内胚乳碎片众多，细胞形状不规则，

壁厚，非木化，壁孔类圆形，甚大。②种皮石细胞，形状不一，细胞壁不甚厚化，胞腔内

常充满淡红棕色物质。③糊粉粒直径５～４０μｍ，含拟晶体１粒。④外胚乳细胞类长方形，
壁厚，胞腔内多充满红棕色至深棕色物。

【成分】　①含总生物碱０３％～０７％，为７种生物碱与鞣质结合而存在，生物碱有

槟榔碱 （ａｒｅｃｏｌｉｎｅ）、槟榔次碱 （ａｒｅｃａｉｄｉｎｅ）、去甲基槟榔碱 （ｇｕｖａｃｏｌｉｎｅ）、去甲基槟榔次

碱 （ｇｕｖａｃｉｎｅ）及异去甲基槟榔次碱 （ｉｓｏｇｕｖａｃｉｎｅ）等，以槟榔碱的含量最多，是槟榔的

有效成分。②鞣质。③脂肪油。④多种氨基酸。
【理化鉴别】　 （１）取 粉 末０５ｇ，加 水３～４ｍｌ，加５％硫 酸 液１滴，微 热 数 分 钟，

滤过，取滤液１滴于玻片上，加碘化铋钾试液１滴，即 显 混 浊，放 置 后，置 显 微 镜 下 观

察，有石榴红色的球晶或方晶产生。（检查槟榔碱）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槟榔对照药材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

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橘红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酸碱滴定法测定。本品按干燥品

计算，含醚溶性生物碱以槟榔碱 （Ｃ８Ｈ１３ＮＯ２）计算，不得少于０３０％。

砂　　仁

ＦｒｕｃｔｕｓＡｍｏｍｉ

　　【来源】　为 姜 科 植 物 阳 春 砂Ａｍｏｍｕｍ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Ｌｏｕｒ．、绿 壳 砂Ａｍｏｍｕｍ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Ｌｏｕｒ．ｖａｒ．ｘａｎｔｈｉｏｉｄｅｓＴ．Ｌ．Ｗｕ．ｅｔＳｅｎｊｅｎ或 海 南 砂 ＡｍｏｍｕｍｌｏｎｇｉｌｉｇｕｌａｒｅＴ．Ｌ．
Ｗｕ的干燥成熟果实。

【产地】　阳春砂主产于广东省，以阳春、阳 江 最 有 名。广 西 地 区 亦 产，多 为 栽 培。
绿壳砂主产于云南南部临沧、文山、景洪等地。海南砂主产于海南省。

【采收加工】　夏、秋间果实成熟时采收，晒干或低温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阳春砂、绿壳砂　呈卵圆形或椭圆形，具不明显的三钝棱，长

１５～２ｃｍ，直径１～１５ｃｍ。表面棕褐色，密生短钝软刺。顶端留有花被残基，基部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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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柄，果皮薄而软。内表面淡棕色，纵棱明显。种子团圆形或长圆形，具三钝棱，中有白

色隔膜，将种子团分成３瓣，每瓣有种子５～２６粒。种子呈不规则多面体，直径 约２～
３ｍｍ；表面棕红色或暗褐色，外具膜质 的 假 种 皮，在 较 小 一 端 的 侧 面 或 斜 面 有 明 显 凹 陷

（种脐），合点在较大的一端，种脊沿腹面而上，成一纵沟；质坚硬，胚乳灰白色。气芳香

浓烈，味辛凉、微苦。
海南砂　呈长椭圆形或卵圆形，有明显的三棱，长１５～２ｃｍ，直径０８～１２ｃｍ。表

面被片状、分枝状 软 刺，基 部 具 果 梗 痕。果 皮 厚 而 硬。种 子 团 较 小，每 瓣 有 种 子３～２４
粒，种子直径１５～２ｍｍ，气味稍淡。

以个大、饱满、坚实、种仁红棕色、香气浓者为佳。
【显微鉴别】　阳春砂种子横切面　①假种皮为长形薄壁细胞，残存。②种皮表皮细

胞为一列径向延长的厚壁细胞，外被角质层。③表皮下为１列含棕红色或棕色物质的色素

细胞。④油细胞层为一列切向延长的油细胞，内含黄色油滴。⑤色素层为数列多角形棕色

细胞，排列不规则。⑥内种皮为１列栅状黄棕色石细胞，内壁及 侧 壁 特 厚，胞 腔 偏 于 上

端，内含硅质块。⑦外胚乳细胞较大，略呈圆柱形，内含淀粉粒，并有少数细小草酸钙方

晶。⑧内胚乳细胞较小，多角形，内含糊粉粒。
【成分】　①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龙脑、右旋樟脑、醋酸龙脑酯 （ｂｏｒｎｙｌａｃｅ

ｔａｔｅ）、芳樟醇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橙花叔醇 （ｎｅｒｏｌｉｄｏｌ）等。②皂苷。③黄酮类成分。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挥发油以醋酸龙脑酯对照品为

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紫

红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阳春砂、绿壳砂种子团含挥发油不

得少于３０％ （ｍｌ／ｇ）；海南砂种子团含挥发油不得少于１０％ （ｍｌ／ｇ）。

豆　　蔻

ＦｒｕｃｔｕｓＡｍｏｍｉ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来源】　为 姜 科 植 物 白 豆 蔻ＡｍｏｍｕｍｋｒａｖａｎｈＰｉｒｒｅｅｘＧａｇｎｅｐ．或 爪 哇 白 豆 蔻

ＡｍｏｍｕｍｃｏｍｐａｃｔｕｍＳｏｌａｎｄｅｘＭａｔｏｎ的干燥成熟果实。按产地分为 “原豆蔻 和 “印尼

白蔻”。
【产地】　白豆蔻产于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国。我国云南、广东有少量引种。

爪哇白豆蔻产印度尼西亚。
【采收加工】　１０～１２月间采收未完全成熟果实，干燥后除去顶端的花萼及基部的果

柄，晒干或用硫黄熏，使果皮漂白。
【性状鉴别】　药材　原豆蔻　近球形，略具钝三棱。直径１２～１８ｃｍ。表面黄白色

或淡黄棕色，有３条较深的纵向槽纹，顶端有突起的柱基，基部有凹下的果柄痕，两端均

具有浅棕黄色毛茸。果皮体轻，质脆，易纵向 开 裂。种 子 团３瓣，每 瓣 有 种 子 约１０粒；
种子呈不规则多面体，背面略隆起，直径３～４ｍｍ；表面暗棕色，外被膜质假种皮，种脐

圆形凹陷；质坚硬，断面白色，有油性。气芳香，味辛凉，略似樟脑。
印尼白蔻　个略小，表面黄白色，有 的 微 显 紫 棕 色。果 皮 较 薄，种 子 瘦 瘪。气 味 较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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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大饱满、果皮薄而白、气味浓者为佳。
【显微鉴别】　白豆蔻种子横切面　①假种皮残留。②种皮表皮细胞为径向延长的厚

壁细胞。③色素层常为２列，细胞壁厚，多为切向延长。④油细胞层由１列大型油细胞组

成，类方形，壁薄，内含油滴。⑤色素层为数列压扁的细胞，内含红棕色物质。⑥内种皮

为１列石细胞，内壁较厚，胞腔偏靠外侧，其内可见硅质块。⑦外胚乳细胞内含淀粉粒及

少数草酸钙结晶。⑧内胚乳细胞内含糊粉粒。
【成分】　①含挥发油，油中主 要 成 分 为１，８－桉 油 精 （１，８－ｃｉｎｅｏｌｅ）、β－蒎 烯、

α－蒎烯、右旋龙脑及右旋樟脑等。②脂肪油。③皂苷。④淀粉。⑤蛋白质等。
【理化鉴别】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本 品 挥 发 油 以 桉 油 精 对 照 品 为 对

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

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原豆蔻仁含挥发油不得少于５０％

（ｍｌ／ｇ）；印尼白蔻仁不得少于４０％ （ｍｌ／ｇ）。

益　　智

Ｆｒｕｃｔｕ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ｅ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ｅ

　　【来源】　为姜科植物益智Ａｌｐｉｎｉａ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Ｍｉｑ．的干燥成熟果实。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纺锤形或椭圆形，两端稍尖，长１～２ｃｍ，直径约１ｃｍ。表面

棕色或灰棕色，有纵向断续状棱线１３～２０条。顶端有花被残基，基部有果柄痕。果皮薄

而韧，与种子紧贴。种子团分３瓣，中有薄膜，每瓣有种子６～１１粒。种子略呈扁圆形不

规则块状，略有钝棱；长约３ｍｍ；表面棕色或灰黄色，外被淡棕色假种皮；质硬；胚乳

白色。气芳香特异，味辛微苦。
饮片　盐益智仁　形同益智仁，表 面 棕 褐 色 至 黑 褐 色。质 硬。气 微 香，味 微 辛、微

苦、咸。

（吴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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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全 草 类 中 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全草类药材在性状鉴别、显微鉴别中的主要特征。③
各药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主产地及特殊的加工方法。④各药材的性状鉴别特征，部分药

材的气味与其成分的关系。⑤部分药材的显微鉴别特征。⑥部分药材的成分类别及主要成

分。⑦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⑧部分药材浸出物的测定方法及所用溶媒。⑨部

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成分。⑩金钱草伪品及石斛混淆品的来源及鉴别要点。

全草类中药绝大多数指草本植物的干燥地上部分；少数带有根及根茎，如细辛、蒲公

英等；或为小灌木的草质茎，如麻黄等。
全草类中药的鉴定应按其所包括的器官，如根、根茎、茎、叶、花、果实、种子等分

别进行鉴别，并综合分析、判断。这些器官的性状鉴别和显微鉴别见前面 各 章 的 有 关 论

述。全草类中药因其包含了草本植物的全株，所以依靠原植物分类的鉴定则更为重要，原

植物的特征 （除颜色或表面特征外）一般反映了药材的性状特征。

麻　　黄

ＨｅｒｂａＥｐｈｅｄｒａｅ

　　【来源】　为 麻 黄 科 植 物 草 麻 黄Ｅｐｈｅｄ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Ｓｔｓｐｆ、中 麻 黄Ｅｐｈｅｄｒａ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ＳｃｈｒｅｎｋｅｔＣ．Ａ．Ｍｅｙ．或木贼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ｎａＢｕｎｇｅ的干燥草质茎。

【产地】　草麻黄　主产于河北、山西、新疆、内蒙古等省区。

中麻黄　主产于甘肃、青海、内蒙古、新疆等省区。
木贼麻黄　主产于河北、山西、甘肃、陕西等省。
【采收加工】　秋季割取绿色的草质茎，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草麻黄　呈细长圆柱形，少分枝，直径１～２ｍｍ。有的带少量

棕色木质茎。表面淡绿色至黄绿色，有细纵脊线，触之微有粗糙感。节明显，节间长２～
６ｃｍ。节上有膜质鳞叶，长３～４ｍｍ，裂片２ （稀３），锐三角形，先端灰白色，反曲，基

部常联合成筒状，红棕色。体轻，质脆，易折断，断面略呈纤维性，周边为绿黄色，髓部

红棕色，近圆形。气微香，味涩、微苦。

中麻黄　多 分 枝，直 径１５～３ｍｍ，有 粗 糙 感。节 间 长２～６ｃｍ，膜 质 鳞 叶 长２～
３ｍｍ，裂片３ （稀２），先端锐尖，微反曲。断面髓部呈三角状圆形。

木贼麻黄　较多分枝，直径１～１５ｍｍ，无粗糙感。节间长１５～３ｃｍ，膜质鳞叶长

１～２ｍｍ，裂片２ （稀３），上部为短三角形，灰白色，先端多不反曲，基部棕红色至棕黑

色。

均以干燥、茎粗、淡绿色、内心充实、味苦涩者为佳。
饮片　生麻黄　呈细圆柱形的短段。茎直径１～３ｍｍ，外表面淡绿色至黄绿色，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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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脊线，有的具节，节处偶见有分枝，节上有２～３裂片的膜质鳞叶，切面平坦，木部黄

白色，髓部棕红色，撕碎面呈颗粒状。膜质鳞 叶 三 角 形，灰 白 色，基 部 联 成 筒 状，红 棕

色。质脆。气微，味涩、微苦。
蜜麻黄　形如生麻黄，外表面黄色至深黄绿色，略滋润，有蜜糖香气，味稍甜。
【显微鉴别】　茎横切面　草麻黄　①表皮细胞外被厚的角质层，两棱线间有下陷气

孔。②棱线处有非木化的下皮纤维束。③皮层较宽，纤维成束散在。④中柱鞘纤维束新月

形。⑤外韧维管束８～１０个，形成层环类圆形，木质部呈三角状。⑥髓部薄壁细胞含棕红

色块状物，环髓纤维偶见。⑦本品表皮细胞外壁、皮层薄壁细胞及纤维壁均有多数细小草

酸钙方晶或砂晶。
中麻黄　维管束１２～１５个。形成层环类三角形。环髓纤维成束或单个散在。
木贼麻黄　维管束８～１０个。形成层环类圆形。无环髓纤维。
粉末　草麻黄　棕色或绿色，气微，味涩、微苦。①表皮细胞呈类长方形，外壁布满

颗粒状细小晶体；气孔特异，内陷，保卫细胞侧面观呈哑铃形或 电 话 听 筒 形；角 质 层 极

厚，常破碎，呈不规则条块状，有的呈乳头状突起。②纤维木化或非本化，狭长，壁厚，
胞腔不明显，壁上附有众多细小的砂晶和方晶。③棕红色块状物不规则形。

【成分】　三种麻黄均含生物碱，主要是ｌ－麻黄碱 （ｌ－ｅｐｈｅｄｒｉｎｅ），其次是ｄ－伪麻

黄碱 （ｄ－ｐｓｅｕｄｏｅｐｈｅｄｒｉｎｅ）；另含微量的ｌ－Ｎ－甲基麻黄碱、ｄ－Ｎ－甲基伪麻黄碱、ｌ－
去甲基麻黄碱、ｄ－去甲基伪麻黄碱等。草麻黄中还含挥发油、黄酮类、有机酸类、鞣质

等成分。
麻黄碱是主要有效成分，伪麻黄碱有抗炎作用。
三种麻黄中生物碱的含量以木贼麻黄最高，草麻黄次之，中麻黄最低。但草麻黄产量

大，木贼麻黄产量小。
生物碱主要存在于麻黄草质茎节间的髓部，节部含量为节间的１／３～１／２左右。
【理化鉴别】　 （１）药材纵剖面置紫外光灯下观察，边缘显亮白色荧光，中心显亮棕

色荧光。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盐酸麻黄碱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

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红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酸碱滴定法测定，本品含生物碱

以麻黄碱 （Ｃ１０Ｈ１５ＮＯ）计算，不得少于０８０％。

槲　寄　生

ＨｅｒｂａＶｉｓｃｉ

　　【来源】　为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Ｖｉｓｃｕｍ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ｍ （Ｋｏｍａｒ．）Ｎａｋａｉ的干燥带叶茎

枝。
【产地】　主产于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等省区。
【性状鉴别】　药材　茎枝呈圆柱形，２～５叉状分枝，长约３０ｃｍ，直径０３～１ｃｍ；

表面黄绿色、金黄色或黄棕色，有纵皱纹；节膨大，节上有分枝或枝痕。体轻，质脆，易

折断，断面不平坦，皮部黄色，木部色较浅，有放射状纹理，髓部常偏向一边。叶对生于

枝梢，易脱落，无柄；叶片呈长椭圆状披针形，长２～７ｃｍ，宽０５～１５ｃｍ；先端钝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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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楔形，全缘；表面黄绿色，有细皱纹，主脉５出，中间３条明显；革质。浆果球形，
皱缩。无臭，味微苦，嚼之有黏性。

以枝嫩、色黄绿、叶多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厚片。切面髓部常偏向一边，木部浅黄色，皮部黄色，有放射状纹

理；周边黄绿色、金黄色或黄棕色，有纵皱纹。体轻，质脆。叶黄绿色，革质，无柄。无

臭，味微苦，嚼之有黏性。
【显微鉴别】　茎横 切 面　①表 皮 细 胞 长 方 形，外 被 黄 绿 色 角 质 层，厚１９～８０μｍ。

②皮层较宽广，纤维数十个成束，微木化；老茎石细胞甚多，单个散在或数个成群。③韧

皮部较窄，老茎散有石细胞。④形成层不明显。⑤木质部射线散有纤维束；导管周围纤维

甚多，并有少数异形细胞。⑥髓明显。⑦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及少数方晶。
粉末　茎粉末淡黄色。无臭，味微苦，嚼之有黏性。①表皮碎片黄绿色，表皮细胞表

面多角形，可见气孔，气孔平轴式。②纤维成束，壁较厚，略呈波状，微木化。③异形细

胞形状不规则，壁较厚，微木化，胞腔大。④石细胞类方形、类多角形或形状不规则，直

径４２～１０２μｍ。⑤草酸钙簇晶直径１７～４５μｍ；方晶较少。
【成分】　①三萜类化合物，如齐墩果酸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羽扇豆醇 （ｌｕｐｅｏｌ）、β－香树

脂醇 （β－ａｍｙｒａｎｏｌ）、β－乙酰基香树脂醇等。②黄酮类化合物，如黄槲寄生苷Ａ、Ｂ （ｆｔａ
ｖｏｙａｄｏｒｉｎｉｎＡ、Ｂ），高黄槲寄生苷Ｂ。③甾醇类：β－谷甾醇等。④苷类：丁香苷、五味苷

等。⑤有机酸。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 （一部）规定，本品以槲寄生对照药材及齐墩果

酸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及对照品色谱相应的

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或荧光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本品含齐墩果

酸 （Ｃ３０Ｈ４８Ｏ３）不得少于０１７％。

鱼　腥　草

Ｈｅｒｂａ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ｅ

　　【来源】　为三白草科植物蕺莱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Ｔｈｕｎｂ．的干燥地上部分。
【性状鉴别】　药材　茎呈扁圆柱形，扭曲，长２０～３５ｃｍ，直径２～３ｍｍ；表面棕黄

色，具纵棱数条，节明显，下部节上有残存须根；质脆易断。叶皱缩，展平后呈心形，长

３～５ｃｍ，宽３～４５ｃｍ，先端渐尖，全缘；上表面暗黄绿色至暗棕色，下表面灰绿色或灰

棕色。叶柄细长，基部与托叶合生成鞘状。穗状花序顶生，黄棕色，基部可见４枚总苞。
气微，搓碎后有鱼腥气，味微涩。

以叶多、色绿、有花穗、鱼腥气浓者为佳。
饮片　鱼腥草　为短段状。茎呈扁圆柱形；表面棕黄色至棕色，具纵棱和节，有的节

上可见残留的须根；切面淡棕黄色。叶占大部分，叶片 已 切 断，多 皱 缩，暗 绿 色 至 褐 绿

色，展平后，完整者呈心脏形，全缘，顶端渐尖。花穗有总苞片４枚，淡棕黄色。偶见果

穗段，棕褐色。质稍软。气微，似鱼腥，味微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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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辛

ＨｅｒｂａＡｓａｒｉ

　　【来源】　为 马 兜 铃 科 植 物 北 细 辛Ａｓａｒｕｍ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ｏｉｄｅｓＦｒ．ｖａｒ．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ｍ
（Ｍａｘｉｍ．）Ｋｉｔａｇ．、汉城细辛Ａｓａｒｕｍ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Ｍｉｑ．ｖａｒ．ｓｅｏｕｌｅｎｓｅＮａｋａｉ或华细辛Ａｓａ
ｒｕｍ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Ｍｉｑ．的干燥全草。前两种习称 “辽细辛”。

【产地】　北细辛及汉城细辛　主产于东北各省。
华细辛　主产于陕西、河南、山东、浙江等省。
【采收加工】　夏季果熟期或初秋采挖，除去泥沙，阴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北细辛　常卷缩成团。根茎横生呈不规则圆柱形，具短的分枝，

长１～１０ｃｍ，直径２～４ｍｍ；表面灰棕色，粗糙，有环形的节，节间长２～３ｍｍ，分枝顶

端有碗状的茎痕。根细长，密生节上，长１０～２０ｃｍ，直径约１ｍｍ，表面灰黄色，平滑或

有微细的纵皱纹；质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基生叶１～３，具长柄，完整叶片心形至

肾状心形；表面淡绿色，全缘，先端急尖，基部 深 心 形。有 时 可 见 花 或 果 实，花 多 已 皱

缩，暗紫色，钟形，花被顶裂片由基部反卷与花被筒几全部相贴。蒴果半球形。气辛香，
味辛辣、麻舌。

栽培品的根茎多分枝，长５～１５ｃｍ，直径２～６ｍｍ。根长１５～４０ｃｍ，直径１～２ｍｍ。
叶甚多。

汉城细辛　根茎直径１～５ｍｍ，节间长０１～１ｃｍ。基生叶多为２，叶柄有毛，叶片较

厚。花被裂片开展。果实半球形。
华细辛　根茎长５～２０ｃｍ，直径１～２ｍｍ，节间长０２～１ｃｍ，基生叶１～２，叶片较

薄，心形，先端渐尖。花被裂片开展。果实近球形。气味较弱。
均以根灰黄、叶绿、干燥、味辛辣而麻舌者为佳。
饮片　细辛　呈 不 规 则 小 段。根 圆 柱 形，直 径 至 约１ｍｍ；外 表 面 灰 黄 色 至 灰 褐 色，

可见须根及须根痕，断面黄白色。根茎呈不规则结节状或圆柱 形 结 节 状，灰 褐 色，节 明

显，可见叶柄痕及根痕。叶片较多，已切断，多皱缩和破碎，灰绿色至褐绿色，可见叶的

顶端锐尖或钝。叶柄细，灰褐色至黑褐色，具纵皱纹。质脆。气香，用热水泡之，香气浓

郁。味辛、辣。
【显微鉴别】　北细辛根横切面　①后生表皮细胞１列，其外侧常残留表皮细胞。②

皮层宽广，散有油细胞；内皮层明显。③中柱鞘为１列薄壁细胞。④维管束辐射状，形成

层隐约可见，初生木质部通常三原型，稀二原型或四原型。
北细辛叶片表面观　①油细胞为上凸或下凹的圆形细胞。②非腺毛圆锥形，由多个细

胞组成，壁上有疣状突起。下表皮的非腺毛比上表皮多。③气孔不定式。④海绵组织中含

少量草酸钙砂晶及小方晶。
【成分】　三种细辛均含挥 发 油，油 中 均 含 甲 基 丁 香 油 酚 （ｍｅｔｈｙｌｅｕｇｅｎｏｌ）、黄 樟 醚

（ｓａｆｒｏｌｅ）、细辛醚，并含α－蒎烯及β－蒎烯等成分。
【含量测定】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本 品 含 挥 发 油 不 得 少 于 ２０％

（ｍｌ／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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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　羊　藿

ＨｅｒｂａＥｐｉｍｅｄｉｉ

　　【来源】　为小檗科植物淫羊藿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ｍ Ｍａｘｉｍ．、箭叶淫羊藿Ｅｐｉ
ｍｅｄｉｕｍ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Ｍａｘｉｍ．柔 毛 淫 羊 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Ｍａｘ
ｉｍ．、巫山淫羊藿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Ｔ．Ｓ．Ｙｉｎｇ或朝鲜淫羊藿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ｋｏｒｅａ
ｎｕｍ Ｎａｋａｉ的干燥地上部分。

【性状鉴别】　药材　淫羊藿　茎细圆柱形，长约２０ｃｍ，表面黄绿色或淡黄色，具光

泽。茎生叶对生，二回三出复叶；小叶柄长１～５ｃｍ；小叶片卵圆形，先端微尖，长３～
８ｃｍ，宽２～６ｃｍ；顶生小叶基部心形，两侧小叶较小，偏心形，外侧较大，呈耳状，边

缘具黄色刺毛状细锯齿；上表面黄绿色，下表面灰绿色，主脉７～９条，基部有稀疏细长

毛，细脉两面突起，网脉明显。叶片近革质。无臭，味微苦。
箭叶淫羊藿　一 回 三 出 复 叶，小 叶 片 长 卵 形 至 卵 状 披 针 形，长４～１２ｃｍ，宽２５～

５ｃｍ；先端渐尖，两侧小叶基部明显偏斜，外侧呈箭形。下表面疏被粗短伏毛或近无毛。
叶片革质。

柔毛淫羊藿　一回三出复叶，叶下表面及叶柄密被绒毛状柔毛。
巫山淫羊 藿　一 回 三 出 复 叶，小 叶 片 披 针 形 至 狭 披 针 形，长９～２３ｃｍ，宽１８～

４５ｃｍ；先端渐尖或长渐尖，边缘具刺齿，侧生小叶基部裂片偏斜，内边裂片小，圆形，
外边裂片大，三角形，渐尖。下表面被绵毛或秃净。

朝鲜淫羊藿　二回三出复叶，小叶较大，长４～１０ｃｍ，宽３５～７ｃｍ，先端长尖。叶

片较薄。
以色青绿、无枝梗、叶整齐不碎者为佳。
饮片　淫羊藿　呈 短 段 状。茎 较 少，细 长 圆 柱 形，直 径 约２ｍｍ，灰 黄 色 至 棕 黄 色，

切面中空。叶柄稍扁。叶片薄，已切成丝条状，上表面黄绿色至褐绿色，下表面淡灰绿色

至淡灰黄色，叶脉突起，边缘具刺毛状锯齿。体轻，革质。气微，味苦。
制淫羊藿　形如淫羊藿丝。表面微黄色，光亮。微有羊油气。
【成分】　①多种黄 酮 类 成 分，如 淫 羊 藿 苷 （ｉｃａｒｉｉｎ）、淫 羊 藿 黄 酮 次 苷Ⅰ （ｉｃａｒｉｓｉｄ

Ⅰ）等。②挥发油。③木脂素。④生物碱等。

广 金 钱 草

ＨｅｒｂａＤｅｓｍｏｄｉｉ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ｏｌｉｉ

　　【来源】　为豆科植物广金钱草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Ｏｓｂ．）Ｍｅｒｒ．的干 燥 地

上部分。
【性状鉴别】　药材　茎呈圆柱形，长可达１ｍ，直径２～５ｍｍ；表面浅棕黄色，密被

黄色伸展的短柔毛；质稍脆，断面中部有髓。羽状复叶互生；小叶１～３片，圆形或矩圆

形，直径２～４ｃｍ，先端微凹，基 部 心 形 或 钝 圆，全 缘，上 表 面 黄 绿 色 或 灰 绿 色，无 毛，
下表面具 灰 白 色 紧 贴 的 绒 毛，侧 脉 羽 状；叶 柄 长 １～２ｃｍ；托 叶１对，披 针 形，长 约

０８ｃｍ。气微香，味微甘。
饮片　广金钱草　呈中段状。茎呈圆柱形，直径２～５ｍｍ；外表面浅棕黄色，密被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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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伸展的短柔毛；断面有髓。叶片已切断，多皱缩和破碎，黄绿色或灰绿色，全缘，上表

面无毛，下表面具灰白色绒毛；托叶披针形，长约０８ｃｍ。气微香，味微甘。

紫 花 地 丁

ＨｅｒｂａＶｉｏｌａｅ

　　【来源】　为堇菜科植物紫花地丁ＶｉｏｌａｙｅｄｏｅｎｓｉｓＭａｋｉｎｏ的干燥全草。
【性状鉴别】　药材　常皱缩成团。主根长圆锥形，直径１～３ｍｍ；淡黄棕色，有细

纵皱纹；质硬，易折断，断面平坦，白色，带粉性。叶基生，灰绿色，展平后叶片呈披针

形或卵状披针形，长１５～６ｃｍ，宽１～２ｃｍ；先端钝，基部楔形或稍心形，边缘具有钝锯

齿，两面有毛；叶柄细，长２～６ｃｍ，上部具明显狭翅。花茎纤细；花瓣５，紫堇色或淡

棕色；花距细管状。蒴果长圆形，常３裂。种子多数，淡棕色。气微，味微苦而带黏性。
以根、叶、花、果齐全，叶灰绿色，花紫色，根黄，味微苦者为佳。
饮片　紫花地丁　呈不规则小段。根圆柱形，直径１～２ｍｍ，外表面灰黄色，具纵皱

纹及残留的支根。根茎圆柱形，直径２～５ｍｍ，外表面淡棕黄色，粗糙，可见残留叶柄及

断续排列成环的叶柄残痕。叶多皱缩和破碎，黄绿色至暗绿色，先端钝尖，基部截形，边

缘具钝锯齿。花瓣５片，淡棕黄色，少见。果实长圆形或３分裂，分果瓣船形，黄绿色至

灰黄色，长０６～０９ｃｍ，内 有 多 数 种 子。种 子 淡 棕 色，圆 形，直 径 约１ｍｍ。质 脆。气

微，味淡而稍黏。
【成分】　全草含苷类、黄酮类、黏液质及蜡质。

金　钱　草

Ｈｅｒｂａ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ｅ

　　【来源】　为报春花科植物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Ｈａｎｃｅ的干燥全草。
【产地】　主产于四川省。长江流域及山西、陕西、云南、贵州等省亦产。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采集，除去杂质，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常缠结成团，无毛或被疏毛。茎 扭 曲，表 面 棕 色 或 暗 棕 红 色，

具皱纹，下部茎节上有时具须根，断面实心。叶对生，展平后呈宽卵形或心脏形，长１～
４ｃｍ，宽１～５ｃｍ，基部微凹，全缘；上表面灰绿色或棕褐色，下表面色较浅，主脉一条

明显突起，叶片用水浸后，对光透视可见黑色 或 褐 色 条 纹；叶 柄 长１～４ｃｍ。有 的 带 花，
花黄色，单生叶腋，具长梗。蒴果球形。质脆易碎。气微，味淡。

饮片　金 钱 草　呈 短 段 状。根 纤 细，极 少。茎 细 圆 柱 形，常 压 扁 和 扭 曲，直 径 约

１ｍｍ，表面红棕色至棕色，具纵棱线，可见对生叶痕。叶多皱缩和破碎，灰 绿 色 至 暗 绿

色，展平后，全缘，叶柄细长。质脆。气微，味淡。
【显微鉴别】　茎横切面　①表皮细胞外被角质层，有时可见腺毛，头部单细胞，柄

１～２细胞。②皮层宽广，细胞中有时含红棕色分泌物，分泌道散在，周围分泌细胞内含

红棕色块状分泌物；内皮层明显。③中柱鞘纤维断续排列成环。④维管束韧皮部狭窄，形

成层不明显，木质部连接成环。⑤髓常成空腔。
叶表面观　①腺毛红棕色，头部单细胞；柄部单细胞。被疏毛者茎、叶表面可见多细

胞非腺毛，有的细胞呈缢缩状，表面可见细条纹，胞腔内含黄棕色物。②分泌道散布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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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组织中，内含红棕色分泌物。③气孔不等式或不定式。
【成分】　①含酚性成分。②黄 酮 类：如 槲 皮 素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槲 皮 素－３－Ｏ－葡 萄

糖苷、山柰素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ｉｄ）等。③甾醇。④氨基酸。⑤鞣质。⑥挥发油。⑦胆碱等。
【附注】　伪品　 （１）同属植物聚花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ｆｌｏｒａＨｅｍｓｌ．的全

草。其特征为茎叶均被柔毛，叶卵形或长卵形，主侧脉均明显，花多朵集生于茎端。
（２）同属植物点腺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Ｍａｘｉｍ．的全草。其特征为茎叶均

被短毛，叶心形或宽卵形，两面具不明显的点状突起，花冠上部疏生点状腺点。

广　藿　香

ＨｅｒｂａＰｏｇｏｓｔｅｍｏｎｉｓ

　　【来源】　为唇形 科 植 物 广 藿 香Ｐｏｇｏｓｔｅｍｏｎｃａｂｌｉｎ （Ｂｌａｎｃｏ）Ｂｅｎｔｈ．的 干 燥 地 上 部

分。按产地不同分石牌广藿香及海南广藿香。
【产地】　主产于广东石牌及海南省。台湾、广西、云南亦有栽培。
【采收加工】　枝叶茂盛时采割，日晒夜闷，反复至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全长约３０～６０ｃｍ，茎多分枝，枝条稍曲折，直径０２～１２ｃｍ。

嫩茎呈钝方柱形，表面灰黄色或灰绿色，密被柔毛，质脆，易折断，断面中部有髓；老茎

近圆柱形，被灰褐色栓皮。叶对生，皱缩成团，展平后，完整者叶片呈卵形或椭圆形，长

４～９ｃｍ，宽３～７ｃｍ，两面均被灰白色茸毛，先端短尖或钝圆，基部楔形或钝圆，边缘具

不整齐钝锯齿；叶柄细，长２～５ｃｍ，被柔毛。气香特异，味微苦。
石牌广藿香　枝条较瘦小，表面较皱缩，灰黄色或灰褐色，节间长３～７ｃｍ，叶痕较

大而凸出，中部以下被栓皮，纵皱较深，断面渐呈类圆形，髓部较小。叶片较小而厚，暗

绿褐色或灰棕色。
海南广藿香　枝条较粗壮，表面较平坦，灰棕色至浅紫棕色，节间长５～１３ｃｍ，叶痕

较小，不明显凸出，枝条近下部始有栓皮，纵皱纹较浅，断面呈钝方形。叶片较大而薄，
浅棕褐色或浅黄棕色。

均以茎叶粗壮、不带须根、香气浓郁者为佳。
饮片　广藿香　呈短段状。茎略呈方柱形，直径０２～１２ｃｍ，外表面灰褐色至黄褐

色，具纵棱线和灰白色毛茸，有的可见对生叶痕或枝痕，切面淡黄色，中央有白色至黄白

色髓部。叶多皱缩和破碎，灰绿色至棕褐色，两面均被毛茸，展平后，完整者呈宽卵形，
边缘有不规则锯齿，叶柄细长，被毛茸。质坚脆。气香特异，味微苦、微凉。

【显微鉴别】　茎纵切面　①表皮为１列细胞，上有非腺毛，由１～５个细胞组成。②
皮层外侧为数列厚角细胞，内侧为薄壁细胞，有大形细胞间隙，内有间隙腺毛，呈纵向排

列，腺头单细胞，较大，长圆形或类圆形，内含黄色至黄绿色挥发油，柄短，１～２个小

细胞。③中柱鞘纤维成束断续排列。④韧皮部狭窄。⑤木质部导管、纤维、木薄壁细胞均

木化。⑥髓部宽广。⑦薄壁细胞含草酸钙小针晶及片状结晶。
叶片粉末　淡棕色。气香，味微苦。①表皮上可见腺毛、非腺毛及直轴式气孔；非腺

毛１～６细胞，壁具刺状突起，有的胞腔含黄棕色物；腺鳞头部８细胞，柄单细胞，极短；
小腺毛头部２细胞，柄１～３细胞，甚短。②叶肉组织中有间隙腺毛，头部单细胞，呈不

规则囊状，细胞较大，柄短。③薄壁细胞含草酸钙小针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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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含挥发油，油中主要含抗真菌成分广藿香酮 （ｐｏｇｏｓｔｏｎｅ），并含百秋李醇

（ｐａｔｃｈｏｕｌｉａｌｃｏｈｏｌ）、α－百秋李烯、β－百秋李烯、γ－百秋李烯等。
不同产地的广藿香含油量及油中组分比率明显不同，海南广藿香含油在２％以上，但

不含氧组分 含 量 较 高，含 氧 组 分 为 百 秋 李 醇，广 藿 香 酮 含 量 很 低；石 牌 广 藿 香 含 油 仅

０２％～０３％，不含氧组分含量较低，含氧组分主要为广藿香酮，其次为百秋李醇。
【理化鉴别】　 （１）取挥发油１滴，加氯仿０５ｍｌ，滴加５％溴的氯仿溶液数滴。石

牌广藿香先褪色，继显绿色；海南广藿香先褪色，继显紫色。
（２）取挥发油１滴，加苯０５ｍｌ，再加５％醋酸铜溶液少量，充分混合，放置分层，

吸取上层苯液，点于载玻片上，待苯挥发后，于残留物上加乙醇１～２滴，放置后置显微

镜下观察。石牌广霍香可见众多灰蓝色针状结晶；海南广藿香可见少量灰蓝色结晶及绿色

无定形物。（广藿香酮反应）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百秋李醇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

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蓝紫色斑点。

荆　　芥

ＨｅｒｂａＳｃｈｉｚｏｎｅｐｅｔａｅ

　　【来源】　为唇形科植物荆芥Ｓｃｈｉｚｏｎｅｐｅｔａ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Ｂｒｉｑ．的干燥地上部分。
【产地】　主产于江苏、河北、浙江、江西等省。多为栽培。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花开到顶、穗绿时采割，除去杂质，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茎呈方柱形，上部有分枝，长５０～８０ｃｍ，直径２～４ｍｍ；表面

淡黄绿色或淡紫红色，被短柔毛；体 轻，质 脆，断 面 类 白 色。叶 对 生，多 已 脱 落，叶 片

３～５羽状分裂，裂片细长。穗状轮伞花序顶生，长２～９ｃｍ，直径约０７ｃｍ。花冠多已脱

落，宿萼钟形，顶端５齿裂，淡棕色或黄绿色，被短柔毛，内藏棕黑色小坚果。气芳香，
味微涩而辛凉。

以色淡黄绿、穗长而密、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荆芥　呈短段状，茎、叶、穗混合，全体被灰白色疏短柔毛。茎方柱形，直径

１～３ｍｍ；外表面黄绿色至紫棕色；切面类白色，中央具髓。叶较小，多皱缩和破碎，暗

绿色至黄绿色，展平后，裂片细长。花序段可见宿存花萼钟状，长约４ｍｍ，淡黄绿色至

淡黄色，先端５裂。果实三棱状长椭圆形，长约１５ｍｍ，黑色。质脆。气香特异，味辛

凉。
炒荆芥　形如荆芥段。表面焦黄色，茎切面及破碎面淡黄色，气味较弱。
荆芥穗　为不规则的段状，花冠多脱落，宿萼钟状，先端５齿裂，淡棕色或黄绿色，

被短柔毛。气芳香，味微涩而辛。
荆芥炭　形如荆芥段。表面焦黑色，内部焦黄色。味苦而稍辛香。
荆芥穗炭　形如荆芥穗。表面焦黑色，内部焦褐色。味苦而辛香。
【显微鉴别】　粉末　黄棕色。气芳香，味辛凉。①宿萼表皮细胞垂周壁深波状弯曲。

②腺鳞头部８细胞，柄单细胞，棕黄色。③小腺毛头部１～２细胞，柄单细胞。④非腺毛

１～６细胞，大多具壁疣。⑤外果皮细胞表面观多角形，壁黏液化，胞腔含棕色物。⑥内果

皮石细胞淡棕色，垂周壁深波状弯曲，密具纹孔。⑦纤维平直或微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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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①全草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右旋薄荷酮 （ｄ－ｍｅｎｔｈｏｎｅ）、消旋薄荷

酮、左旋胡薄荷酮 （ｌ－ｐｕｌｅｇｏｎｅ）及少量 右 旋 柠 檬 烯 等。②荆 芥 穗 含 单 萜 类 成 分 荆 芥 苷

Ａ、Ｂ、Ｃ、Ｄ、Ｅ，荆芥醇，荆芥二醇；还含黄酮类成分橙皮苷，香叶木素等。③荆芥的

花梗中尚含三种具有抗感染活性的苯并呋喃类化合物。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荆芥对照药材为对照，进行

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 测 定】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本 品 含 挥 发 油 不 得 少 于０６０％

（ｍｌ／ｇ）。

益　母　草

ＨｅｒｂａＬｅｏｎｕｒｉ

　　【来源】　为唇形科植物益母草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Ｓｗｅｅｔ的干燥地上部分。
【性状鉴别】　药材　茎方柱形，上部多分枝，四面凹下成纵沟，长３０～６０ｃｍ，直径

约５ｍｍ；表面灰绿色或黄绿色；体轻，质韧，断面中部有白色髓。叶形多种，茎中部叶

交互对生，有柄；叶片灰绿色，多皱缩和破碎，易脱落；完整者下部叶掌状３裂，上部叶

羽状深裂或３浅裂，最上部的叶不分裂，线形，近无柄。轮伞花序腋生，小花淡紫色，花

冠多脱落，花萼筒状，上端５尖齿，小苞片针刺状，无花梗。气微，味微苦。
以质嫩、叶多、色灰绿者为佳；质老枯黄、无叶者不可供药用。
饮片　益母草　呈短段状，茎、叶、花或果混合。茎方柱形，直径２～６ｍｍ；外表面

淡黄绿色至淡棕黄色，具细毛茸，四面凹下成纵沟，有的可见对生的分枝痕；切面中央为

白色疏松的髓部。叶较少，多皱缩和破碎，灰绿色至褐绿色，展平后可见分裂的叶片。花

着生于叶腋间，成轮伞状，宿存花萼钟状，先端具５尖刺。果实长三棱形，长２～３ｍｍ，
灰棕色。质坚。气微，味微苦。

【成分】　①生 物 碱：如 益 母 草 碱 （ｌｅｏｎｕｒｉｎｅ）、水 苏 碱 （ｓｔａｃｈｙｄｒｉｎｅ）、芸 香 碱 等。

②多种有机酸：如亚麻酸、苯甲酸、延胡索酸等。

薄　　荷

ＨｅｒｂａＭｅｎｔｈａｅ

　　【来源】　为唇形科植物薄荷Ｍｅｎｔｈａ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Ｂｒｉｑ．的干燥地上部分。
【产地】　主产于江苏的太仓、南通、海门及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省。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茎叶茂盛或花开至三轮时，选晴天，分次采割，晒干或阴

干。
【性状鉴别】　药材　茎方柱形，有对生分枝，长１５～４０ｃｍ，直径２～４ｍｍ；表面紫

棕色或淡绿色，棱角处具茸毛；质脆，断面白色，髓部中空。单叶对生，多皱缩或破碎，
完整者展平 后 叶 片 呈 宽 披 针 形、长 椭 圆 形 或 卵 形，边 缘 有 细 锯 齿，长２～７ｃｍ，宽１～
３ｃｍ，上表面深绿色，下表面灰绿色，稀被茸毛，有凹点状腺鳞。轮伞花序腋生，钟状花

萼先端５齿裂，花冠淡紫色。揉搓后有特殊的清凉香气，味辛、凉。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含叶不得少于３０％。以叶多、色深绿、气味浓

者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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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片　薄荷　呈小段状，茎、叶、花混合。茎方柱形，直径在３ｍｍ以内；外表面淡

绿色、紫棕色或灰褐色，具纵棱线，有的可见对生叶痕或残留的枝，幼嫩部分被毛茸；切

面类白色，中空。叶已切断，多皱缩和破碎，灰绿色至暗绿色，展平后，完整者呈宽披针

形或卵形，边缘有锯齿，具疏毛。揉搓后，有特异香气，味辛凉。
【显微鉴别】　茎横切面　呈 四 方 形。①表 皮 上 有 扁 球 形 腺 鳞、单 细 胞 头 的 腺 毛 和

１～８个细胞的非腺毛。②皮层在四棱脊处有厚角细胞，内皮层明显。③维管束于四角处较

发达，于相邻两角间具数个小维管束；韧皮部细胞较小，呈狭环状；形成层成环；木质部

在四棱处发达。④髓部宽广，中心常有空隙。⑤薄壁细胞中含橙皮苷结晶。
叶表面观　①腺鳞头部呈圆形，由８个细胞组成，放射状排列，柄单细胞；小腺毛头

部及柄部均为单细胞。②非腺毛１～８细胞，常弯曲，壁厚，微具疣状突起。③下表皮气

孔多见，直轴式。④叶肉及表皮薄壁细胞内有淡黄色针簇状或呈扇状的橙皮苷结晶。
【成分】　①含挥发油，称薄荷油。油中主含ｌ－薄荷脑 （ｌ－ｍｅｎｔｈｏｌ），其次为ｌ－薄

荷酮 （ｌ－ｍｅｎｔｈｏｎｅ）、异薄荷酮、胡薄荷酮及薄荷酯类等。温度稍低时即析出大量无色薄

荷脑晶体。②含黄酮类等化合物。③多种氨基酸。
鲜叶中含油量以盛蕾期为最高，而原油含脑量则以盛花期为最高。
【理化鉴别】　 （１）取叶的粉末少量，经微量升华得油状物，加硫酸２滴及香草醛结

晶少量，初显黄色至橙黄色，再加水１滴，即变紫红色。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薄荷脑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

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本 品 含 挥 发 油 不 得 少 于 ０８％

（ｍｌ／ｇ）。饮片含挥发油不得少于０４％ （ｍｌ／ｇ）。

肉　苁　蓉

Ｈｅｒｂａ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ｓ

　　【来源】　为 列 当 科 植 物 肉 苁 蓉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Ｙ．Ｃ．Ｍａ带 鳞 叶 的 干 燥 肉 质

茎。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扁圆柱形，稍弯曲，长３～１５ｃｍ，直径２～８ｃｍ。表面棕褐色

或灰棕色，密被覆瓦状排列的肉质鳞片，通常鳞片先端已断，体重，质硬，微有柔性，不

易折断，断面棕褐色，有淡棕色点状维管束，排列成波 状 或 放 射 状 环 纹，有 时 中 空。气

微，味甜、微苦。
以条粗壮、色棕褐、质柔润者为佳。
饮片　肉苁蓉片　为不规则形切片，厚约３ｍｍ。表面棕褐色或灰棕色。有的可见肉

质鳞叶。切面黄棕色、灰棕色或棕褐色，有淡棕色或棕黄色点状维管束，排列成不规则的

波状环纹，或排成条状而散列。气微，味甜、微苦。
酒苁蓉　形如肉苁蓉片。切面棕黑色。具酒香气。

穿　心　莲

Ｈｅｒｂａ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ｔｉｓ

　　【来源】　为爵床科植物穿心莲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ｕｒｍ．ｆ．）Ｎｅｅｓ的 干 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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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部分。
【产地】　主要栽培于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
【采收加工】　秋初茎叶茂盛时采割，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茎 呈 方 柱 形，多 分 枝，长５０～７０ｃｍ，节 稍 膨 大；质 脆，易 折

断，折断面有白色髓部。单叶对生；叶片皱缩，完整者展开后呈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长

３～１２ｃｍ，宽２～５ｃｍ，先端渐光，基部楔形下延，全缘或微波状；上面绿色，下面灰绿

色，两面光滑；柄短或近无柄。气微，味极苦，苦至喉部，经久苦味不减。
以色绿、叶多、味极苦者为佳。
饮片　穿心莲　呈 小 段 状。茎 方 柱 形，四 棱 明 显，直 径１～２ｍｍ，绿 色，节 处 稍 膨

大，有对生叶柄痕。叶已切断，多皱缩和破碎，上表面暗绿色，下表面灰绿色，展平后，
完整者呈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基 部 楔 形，顶 端 渐 尖，全 缘。质 脆，易 碎。气 微，味 极

苦。　　　　
【显微鉴别】　叶横切面　①上下表皮中均有增大的含钟乳体的细胞；均被腺鳞，有

时可见非腺毛。②栅栏细胞１～２列，通过中脉上方；海绵组织排列疏松。③主脉维管束

外韧型，呈凹槽状；木质部上方薄壁细胞中含有钟乳体。④主脉上表面突起呈三角形，上

下表皮内侧有厚角组织。
叶粉末　绿色。味极苦。①含钟乳体细胞甚多，钟乳体具波状层纹。②气孔直轴式，

副卫细胞大小悬殊，也有不定式。③腺鳞头部扁球形，４、６或８细胞，柄极短。④非腺

毛圆锥形，１～４细胞，表面具角质线纹。
【成分】　①含有二萜内酯类化合物：主要有穿心莲内酯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以叶中

含量最高；其次为新穿心莲内酯 （ｎｅｏ－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去氧穿心莲内酯等。②含二萜

内酯苷：穿心莲内酯苷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ｓｉｄｅ）、１４－去氧穿心莲内酯苷等。③茎中还含多种

黄酮类化合物。
穿心莲内酯等苦味素是抗菌和抗钩端螺旋体的有效成分。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穿心莲对照药材和脱水穿心

莲内酯、穿心莲内酯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

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分别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热浸法测定，本品含乙醇浸出物不

得少于８０％。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本品以干燥品

计算，含 脱 水 穿 心 莲 内 酯 （Ｃ１０Ｈ２８Ｏ４）和 穿 心 莲 内 酯 （Ｃ２０Ｈ３０Ｏ５）的 总 量 不 得 少 于

０８０％。

车　前　草

Ｈｅｒｂａ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ｉｓ

　　 【来 源】　 为 车 前 科 植 物 车 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Ｌ．或 平 车 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Ｗｉｌｌｄ．的干燥全草。

【性状鉴别】　药材　车前　根丛生，须状。叶基生，具长柄；叶片皱缩，展平后呈

卵状椭圆形或宽卵形；表面灰绿色或污绿色，具明显弧形脉５～７条；先端钝或短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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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宽楔形，全缘或有不规则浅齿。穗状花序数条，花茎长５～１５ｃｍ。蒴果椭圆形，盖裂，
萼宿存。种子近椭圆形，黑褐色。气微香，味微苦。

平车前　主根直 而 长。叶 片 较 狭，长 椭 圆 形 或 椭 圆 状 披 针 形，长５～１４ｃｍ，宽２～
３ｃｍ。种子长圆形，棕黑色。

饮片　车前草　呈短段状，根、叶、花、果混合。根细，直径不足１ｍｍ，平车前根

稍粗，表面棕褐色，根头部膨大，残留有根和叶基。叶片已切断，多皱缩和破碎，灰绿色

至黑绿色，展平后，可见叶脉弧形，周边全缘或具波状浅齿。穗状花序，花小，宿存花萼

４深裂。果实盖裂，种子细小。质脆。气微，味微苦。

茵　　陈

Ｈｅｒｂａ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ｅＳｃｏｐａｒｉａｅ

　　【来源】　为菊科植物滨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Ｗａｌｄｓｔ．ｅｔＫｉｔ．或茵陈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Ｔｈｕｎｂ．的干燥地上部分。春季幼苗高６～１０ｃｍ时采收的习称 “绵 茵 陈”，秋 季

花蕾长成时采割的称 “茵陈蒿”。
【性状鉴别】　药材　绵茵陈　多收缩卷曲成团状，灰白色或灰绿色，全株密被灰白

色茸毛，绵软如绒。茎细小，除去表 面 白 色 茸 毛，可 见 明 显 纵 棱，质 脆，易 折 断。叶 具

柄，展平后叶片呈一至三回羽状分裂，小裂片卵形或稍呈倒披针形、条形，先端锐尖。气

清香，味微苦。
茵陈蒿　茎呈圆柱形，多分枝，长３０～１００ｃｍ，直径２～８ｍｍ；表面淡紫色或紫色，

有纵条纹，被短柔毛；体轻，质脆，断面类白色。叶密集，或多脱落；下部叶二至三回羽

状深裂，裂片条形或细条形，两面密被白色柔毛；茎生叶一至二回羽状全裂，基部抱茎，
裂片细丝状。头状花序集成圆锥状；花序卵形，有短梗；总苞片３～４层，卵形，苞片３
裂；外层雌花６～１５个，内层两性花２～１０个。瘦果长圆形，黄棕色。气芳香，味微苦。

饮片　茵陈蒿　为短段状，茎、叶、花混合。茎呈圆柱形，外表面黄棕色至棕褐色，
表面淡紫色或紫色，有纵条纹，被短柔毛，可见互生的 枝 和 叶，切 面 类 白 色。叶 片 已 切

断，多皱缩和破碎，裂片条形、细条形或细丝状。花序卵形，直径约１ｍｍ。质稍硬。气

香特异，味微苦。
【成分】　滨蒿　①含蒿属香豆素 （ｓｃｏｐａｒｏｎｅ），即６，７－二甲氧基香豆素 （６，７－

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ｃｏｕｍａｒｉｎ），含量因部位和季节而异，花和瘦果中含量最高，幼苗中不含蒿属香

豆素）。②黄酮类、色原酮。③绿原酸及对羟基苯乙酮等。④全草含挥发油 （以花期含量

最高），油中主要成分为侧柏醇、正丁醛等。
茵陈蒿　①含蒿属香豆素 （以花蕾中含量最高）。②绿原酸、咖啡酸。③茵陈色原酮、

７－甲基茵陈色原酮、茵陈黄酮等。④全草含挥发油 （以果穗中为多），油中主要成分为茵

陈二炔酮 （ｃａｐｉｌｌｉｎ）、茵陈炔酮 （ｃａｐｉｌｌａｎｏｌ）等。

青　　蒿

Ｈｅｒｂａ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ｅＡｎｎｕａｅ

　　【来源】　为菊科植物黄花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ｎｎｕａＬ．的干燥地上部分。
【产地】　全国大部分地区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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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加工】　秋季花盛开时采割，除去老茎，阴干。
【性状鉴别】　药材　茎圆柱形，上部多分枝，长３０～８０ｃｍ，直径０２～０６ｃｍ；表

面黄绿色或棕黄色，具纵棱线；质略硬，易折 断，断 面 黄 白 色，中 部 有 白 色 的 髓。叶 互

生，暗绿色或棕绿色，多皱缩或破碎，完整者展平后为三回羽状深裂，裂片及小裂片矩圆

形，两面被短 毛。头 状 花 序 极 多，球 形，直 径２ｍｍ以 下，小 花 黄 色。香 气 特 异，味 微

苦，有清凉感。
以色绿、叶多、香气浓者为佳。
饮片　青蒿　为短段状，茎、叶、花混合。茎呈圆柱形，直径１～５ｍｍ，外表面黄棕

色至棕褐色，具纵棱线，有的可见互生的枝和叶，切面黄白色，中央有髓。叶片已切断，
多皱缩和破碎，暗 绿 色 至 褐 绿 色，展 平 后，可 见 叶 缘 呈 齿 状 或 浅 裂，３裂 者 中 间 裂 片 较

宽。质稍硬。气香特异，味微苦。
【显微鉴别】　叶表面制片　①上下表皮细胞形状不规则，垂周壁波状弯曲，脉脊上

的表皮细胞为窄长方形。②气孔不定式。③表皮密布丁字毛及腺毛；丁字毛柄细胞３～８
个，臂细胞很长；小腺毛椭圆形，无柄，腺头由２个半圆形分泌细胞相对组成。

【成分】　①含多种倍半 萜 内 酯 类 成 分：青 蒿 素 （ａｒｔｅａｎｎｕｉｎ，ｑｉｎｇｈａｏｓｕ）及 青 蒿 甲

素、乙素、丙素、丁 素、戊 素 和 青 蒿 酸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ｃａｃｉｄ）、青 蒿 内 酯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ｌａｃｔｏｎｅ）、
青蒿醇等。②挥发油。③多种黄酮类。④香豆素类成分。

青蒿素为抗疟有效成分。
【理化鉴别】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青蒿素对照品为对照，进行

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 颜 色 的 荧 光 斑

点。

蒲　公　英

ＨｅｒｂａＴａｒａｘａｃｉ

　　 【来源】　为菊科植物蒲公英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碱地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ｓｉｎｉｃｕｍ Ｋｉｔａｇ．或同属数种植物的干燥全草。
【性状鉴别】　药材　常皱缩卷曲成团。根圆锥形，多弯曲；表面棕褐色，根头部有

棕色或黄白色的茸毛，有的已脱落。叶基生，多皱缩破碎，暗灰绿色或绿褐色，完整叶片

展平呈倒披针形，先端尖或钝，边缘浅裂或羽状分裂，基部下延 呈 柄 状，下 表 面 主 脉 明

显。花茎１至数条，每条花茎顶生头状花序；总苞片多层，内面一层较长，花冠黄褐色或

淡黄白色。瘦果长椭圆形，具白色冠毛。气微，味微苦。
饮片　蒲公英　呈短段状，根、茎、叶、花或果混合。根圆锥形，直径约５ｍｍ，外

表面棕褐色，皱缩，可见须根痕，根头部较膨大，具横环纹及棕色叶基。叶片占大部分，
已切断，多破碎和皱缩，灰绿色至暗绿色，展平后，呈羽状分裂，全缘或有疏齿。花茎扁

平中空，具纵直纹理。头状花序球形，直径约１ｃｍ，苞片披针形，花细长，黄褐色，花冠

常已脱落，冠毛细丝状，白色，果实细小。质脆。气微，味微苦。
【成分】　含蒲公英甾醇 （ａｒａｘａｓｔｅｒｏｌ）、胆碱、咖啡酸、菊糖和果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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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斛

Ｈｅｒｂａ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ｉ

　　【来源】　为兰科植物环草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ｌｏｄｄｉｇｅｓｉｉＲｏｌｆｅ．、马鞭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
ｕｍ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ｍ Ｈｏｏｋ．ｖａｒ．ｏｃｕｌａｔｕｍ Ｈｏｏｋ．、黄 草 石 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ｕｍ
Ｗａｌｌ．、铁皮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Ｗａｌｌ．ｅｘＬｉｎｄｌ．或金钗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ｎｏｂｉｌｅ
Ｌｉｎｄｌ．的新鲜或干燥茎。

【性状鉴 别】　药 材　鲜 石 斛　茎 呈 圆 柱 形 或 扁 圆 柱 形，长 约３０ｃｍ，直 径０４～
１２ｃｍ。表面黄绿色，光滑 或 有 纵 皱 纹，节 明 显，色 较 深，节 上 有 膜 质 叶 鞘。肉 质，多

汁，易折断，断面绿色，较平坦。气微，味微苦而回甜，嚼之带黏性。
环草石斛　呈细长圆柱形，常弯曲或盘绕成团，长１５～３５ｃｍ，直径１～３ｍｍ，节间

长１～２ｃｍ。表面金黄色，有光泽，具细纵纹。质柔韧而实，断面较平坦。无臭，味淡。
马鞭石斛　呈长圆锥形，长４０～１２０ｃｍ，直径０５～０８ｃｍ，节间长３～４５ｃｍ。表面

黄色至暗黄色，有深纵槽。质疏松，断面呈纤维性。味微苦。
黄草石斛　长３０～８０ｃｍ，直 径３～５ｍｍ，节 间 长２～３５ｃｍ。表 面 金 黄 色 至 淡 黄 褐

色，具纵沟。体轻，质实，易折断，断面略呈纤维性。嚼之有黏性。
耳环石斛 （铁皮石斛）　呈螺旋形或弹簧状，一般为２～４个旋纹，茎拉直后约３５

～８ｃｍ，直径２～３ｍｍ。表面黄绿色，有细纵皱纹，一端可见有茎基部留下的短须根。质

坚实，易折断，断面平坦。嚼之有黏性。
金钗石斛　呈扁圆柱形，长２０～４０ｃｍ，直径４～６ｍｍ，节间长２５～３ｃｍ。表面金黄

色或黄中带绿色，有深纵沟。质硬而脆，断面较平坦。味苦。
干品以色金黄、有光泽、质柔韧者为佳。
饮片　金钗石斛　为扁圆柱形的小段，直径２～６ｍｍ。外表面金黄色或微带绿色，有

光泽，具纵深沟纹和细密纹理，有的可见棕褐色的节。切面黄白 色，有 多 数 散 在 的 筋 脉

点。质坚韧。气微，味苦，嚼之略有黏性。
【附注】　混淆品　 （１）“有瓜石斛”为兰科植物流苏金石斛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ｎｔｈａｆｉｍｂｒｉ

ａｔａ （Ｂｌ．）ＨｕｎｔｅｔＳｕｍｍｅｒｈ．的干燥全草。产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茎呈圆

柱形，表面金黄色，多分枝，每一分枝顶端具膨大成扁纺锤形的假鳞茎，长３～４ｃｍ，有

深纵纹。
（２）“石仙桃”为 同 科 植 物 石 仙 桃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ｄｌ．的 干 燥 全 草。产 于 广

东、广西、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根茎粗壮，被鳞叶，节上生假鳞茎，纺锤形，表面黄

绿色或金黄色，长２～４ｃｍ，具纵横纹，顶端具叶２枚，多脱落。
（３）“石枣子”为同科植物云南石仙桃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Ｒｏｌｆｅ的干燥全草。产

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性状与石仙桃相似，假鳞茎细长，呈长圆形或卵状长圆形，长

２５～５ｃｍ，表面棕褐色，有细纵纹，顶端具２枚叶片，叶片披针形。
（４）“细叶石仙桃”为同科植物细叶石仙桃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ｃａｎｔｏｎｅｎｓｉｓＲｏｌｆｅ的干燥全草。

主产于广西。假鳞茎呈卵形，有的被鳞片包裹，长１～２ｃｍ，外表浅灰褐色，具明显纵皱

纹，顶端具叶２枚，叶片条形，多脱落。
（吴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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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藻、菌、地衣类中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各药材的来源及性状鉴别特征、部分药材的主产地及

特殊的加工方法。③部分药材的成分类别及主要成分。④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 法 及 结

果。⑤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成分。⑥冬虫夏草伪品及混淆品的来源及鉴别要

点。

藻类、菌类和地衣类均为低等植物。在形态上无根、茎、叶的分化，是单细胞或多细

胞的叶状体或菌丝体，分枝或不分枝。在构造上一般无组织分化，无中柱和胚胎。

第一节　藻　　类

藻类植物含有各种不同的色素，能进行光合作用，生活方式为自养，绝大多数是水生

的。不同的藻类因含特殊的色素，使藻体显不同的颜色。各种藻类的光合作用产物及贮藏

养分不同。藻类常含多聚糖、糖醇、糖醛酸、氨基酸及其衍生物、胆碱、蛋白质、甾醇以

及碘、钾、钙、铁等无机元素。

与药用关系密切的藻类主要在褐藻门、红藻门，少数在绿藻门。
绿藻多数生活在淡水中，极少数在海水中。植物体蓝绿色。贮存的养分主要是淀粉，

其次是油类。药用的绿藻有石莼及孔石莼等。
红藻绝大多数生长在海水中。植物体多数呈红色至紫色。贮存 的 养 分 通 常 为 红 藻 淀

粉，有的为可溶性红藻糖。药用的红藻有鹧鸪菜、海人草等。
褐藻是藻类中比较高级的一大类群，绝大多数生活在海水中。植物体常呈褐色。贮存

的养分主要是可溶性的褐藻淀粉、甘露醇和褐藻胶，细胞中常含碘，如海带中含碘量高达

０３４％。药用的褐藻有海藻、昆布等。

第二节　菌　　类

菌类一般不含有光合作用的色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营养方式为异养。与药用关系

密切的是细菌门和真菌门。

细菌是单细胞植物，无真正的核，细胞壁主要由蛋白质、类脂质和多糖复合物组成，
一般不具纤维素壁。其中放线菌是抗生素的主要产生菌，迄今已知的抗生素中，有２／３是

由放线菌产生的，如氯霉素、链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等。
真菌是有细胞核的植物，细胞壁大多具有几丁质成分，少数含有纤维素。真菌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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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除少数原始种类是单细胞外，一般都是由多数分枝或不分枝，分隔或不分隔的菌丝交织

在一起，组成菌丝体。储藏的营养物质是肝糖、油脂和菌蛋白，不含淀粉。
中药药用以真菌门为主，真菌类中药以子囊菌纲和担子菌纲植物为最多。
子囊菌的主要特征是在特殊的子囊中形成子囊孢子来繁殖，如冬虫夏草、蝉花、竹黄

等药用菌。
担子菌的主要特征是在特殊的担子上形成担孢子来繁殖。药用部分主要是子实体，如

马勃、灵芝等；菌核，如猪苓、茯苓、雷丸等。
菌类常含多糖、氨基酸、生物碱、蛋白质、蛋白酶、甾醇和抗生素等成分。其中多糖

类如灵芝多糖、茯苓多糖、猪苓多糖、银耳多糖、云芝多糖等有增强免疫及抗肿瘤作用。
菌类中药常见的名词术语有：
（１）菌丝　组成真菌的每一根细丝或一个分枝叫菌丝。
（２）菌丝体　组成一个真菌菌体的菌丝总称菌丝体。
（３）疏丝组织　组成菌丝体的菌丝为长形细胞，且菌丝或多或少相互平行排列，这种

菌丝组织称为疏丝组织。
（４）拟薄壁组织　组成菌丝体的菌丝细胞为椭圆形、近圆形或近多角形，这种菌丝组

织称为拟薄壁组织。
（５）菌核　由疏丝组织和拟薄壁组织组成的坚硬团块，为抵抗外界不良环境 的 休 眠

体，当条件良好时能萌发产生子实体，如茯苓。
（６）子实体　真菌 （多是高等真菌）经过有性过程，形成能产生孢子的结构，称子实

体，如灵芝。
（７）子座　是容纳子实体的菌丝褥座。子座形成后，常在其上或其内产生子实体。

第三节　地　衣　类

地衣是藻类和真菌共生的复合体。具有独特的形态、结 构、生 理 和 遗 传 等 生 物 学 特

性。地衣中共生的真菌绝大多数为子囊菌，少数为担子菌；藻类是蓝藻及绿藻。它们的形

态分为壳状、叶状或枝状。构造也不相同。枝状地衣内部构造呈辐射状，具有致密的外皮

层、薄的藻孢层以及中轴型的髓，如松萝科的地衣。
地衣含特有的地衣酸、地衣色素、地衣多糖、蒽醌类、地衣淀粉等成分。最特殊的是

地衣酸类，有的只存在于地衣体中。大约有５０％的地衣类含有抗菌活性物质，如抗菌消

炎的松萝酸。常用的地衣类中药有松萝等。

海　　藻

Ｓａｒｇａｓｓｕｍ

　　【来源】　为马尾藻科植物海蒿子Ｓａｒｇａｓｓｕｍ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Ｔｕｒｎ．）Ｃ．Ａｇ．或羊栖菜

Ｓａｒｇａｓｓｕｍｆｕｓｉｆｏｒｍｅ （Ｈａｒｖ．）Ｓｅｔｃｈ．的干 燥 藻 体。前 者 习 称 “大 叶 海 藻”，后 者 习 称

“小叶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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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药 材　大 叶 海 藻　全 体 皱 缩 卷 曲，黑 褐 色，表 面 被 有 白 霜，长３０～
６０ｃｍ。主干呈圆柱状，有棱，具圆锥形突起，主枝自主干两侧生出，侧枝由主枝叶腋生

出，具细小的刺状突起。初生叶披针形或倒卵形，长５～７ｃｍ，宽约１ｃｍ，全缘或具粗锯

齿；次生叶条形或披针形，叶腋间有着生条状叶的小枝。气囊黑褐色，球形或卵球形，顶

端钝圆，有的具细短尖；有短柄。质脆，受潮变软；水浸后膨胀，肉质，黏滑。气腥，味

微咸。
小叶海藻　较小，长１５～４０ｃｍ。分枝互生，无刺状突起。叶条形或细匙形，先端稍

膨大、中空。气囊腋生，纺锤形或球形，囊柄较长。质较硬。
以身干、色黑褐、盐霜少、枝嫩、无杂质者为佳。
饮片　海蒿子　呈短段状。表面棕黑色至黑色。主枝略呈圆柱形，具短小刺状突起。

叶多皱缩或已切断，完整者呈披针形或倒卵形，宽约１ｃｍ，边缘有锯齿，并可见另一种细

丝状的枝和叶。气囊略呈球形，囊柄短。质稍坚。气腥，味微咸。
羊栖菜　呈弯曲的短段状。表面棕黑色至黑色。枝圆柱形，直径约１ｍｍ，无刺状突

起。叶细匙形或线形。气囊球 形 或 纺 锤 形，囊 柄 长 短 不 一，长 可 达１５ｃｍ。质 稍 坚。气

腥，味微咸。
【成分】　均含藻胶酸、粗蛋白、甘露醇、钾、碘及马尾藻多糖等成分。

冬 虫 夏 草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来源】　为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ｅｒｋ．）Ｓａｃｃ．寄 生 在 蝙 蝠

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体。
【产地】　主产于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甘肃、云南、贵州等省亦产。
【采收加工】　夏初子座出土，孢子未发散时挖取，晒至六七成干，除去似纤维状的

附着物及杂质，晒干或低温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由虫体与从虫体头部长出的真菌子座相连而成。虫体似蚕，长

３～５ｃｍ，直径３～８ｍｍ；表面深黄色至黄棕色，有２０～３０条环纹，近头部环纹较细；头

部黄红色至红棕色；全身有足８对，近头部３对，中部４对，近尾部１对，以中部４对最

明显；质脆，易折断，断面略平坦，淡黄白色。子座细长，圆柱形，长４～７ｃｍ，直径约

３ｍｍ；表面深棕色至棕褐色，有细纵皱纹，上部稍膨大，子座顶端有一２～３ｍｍ的不育

部分；质柔韧，折断面纤维状，类白色。气微腥，味微苦。
以完整、虫体丰满肥大、外色黄亮、内部色白、子座短者为佳。
【显微鉴别】　子座头部横切面　①周围由１列子囊壳组成，子囊壳卵形至椭圆形，

下半部埋生于凹陷的子座内。②子囊壳内有多数线形子囊，每个子囊内又有２～８个线形

的具横隔膜的子囊孢子。③子座中央充满菌丝，其间有裂隙。
【成分】　①含 粗 蛋 白 （水 解 得 多 种 氨 基 酸）。②Ｄ－甘 露 醇 （即 虫 草 酸，ｃｏｄｙｃｅｐｉｃ

ａｃｉｄ）。③核苷类 （如腺苷等）。④麦角甾醇。⑤虫草多糖。⑥生物碱等。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腺

苷 （Ｃ１０Ｈ１３Ｎ５Ｏ４）不得少于００１０％。
【附注】　混淆品　①蛹草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 （Ｌ．）Ｌｉｎｋ．的干燥子座和虫体，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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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北虫草。其子座头部椭圆形，顶端钝圆，橙黄色或橙红色；柄细长，圆柱形。②亚香棒

虫草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ｈａｗｋｅｓｉｉＧｒａｙ．，其虫体似蚕，外表类白色，去掉菌膜呈褐色。子座单生

或分枝，表面黑色，有纵皱或棱。③凉山虫草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Ｚａｎｇ，ＬｉｕｅｔＨｕ，
其虫体较冬虫夏草粗大，表面棕褐色，被锈色绒毛，子座细长，头柄无明显区别。

伪品　①用 唇 形 科 植 物 地 蚕ＳｔａｃｈｙｓｇｅｏｂｏｍｂｙｃｉｓＣ．Ｙ．Ｗｕ及 草 石 蚕 （Ｓｔａｃｈｙｓ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Ｍｉｑ．）的块 茎 伪 充。其 略 呈 梭 形，外 表 淡 黄 色，有 明 显 的 环 节，稍 有 纵 皱 纹，
无子座。②用面粉、玉米粉、石膏等经模压加工伪充。其形态大多相似，外表呈黄白色，
虫体光滑，环纹明显，断面白色，体重，子座为其他物体包裹而成。

灵　　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

　　【来 源】　为 多 孔 菌 科 真 菌 灵 芝 （赤 芝）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 （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

Ｋａｒｓｔ．或紫芝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ｅＺｈａｏ，ＸｕｅｔＺｈａｎｇ的干燥子实体。
【性状鉴别】　药材　赤芝　形如伞状，菌盖半圆形、肾形、近圆形或数个重叠或粘

连而呈不规则形，直径１０～１８ｃｍ，厚 约 至２ｃｍ；皮 壳 坚 硬，黄 褐 色 或 红 褐 色，有 光 泽，
具环状棱纹和辐射状皱纹，边缘薄，常向内卷；菌肉白色至浅棕色，有极细小的针眼状小

孔 （菌管口）；纵切面淡黄棕色至浅褐色，下侧菌管层棕褐色。菌柄侧生，扁圆柱形，常

弯曲，长７～１５ｃｍ，直径１～３５ｃｍ；表面红褐色至紫褐色，有漆样光泽。气微，味苦。
紫芝　皮壳与菌柄表面紫黑色，有漆样光泽，菌肉锈褐色。菌柄长１７～２３ｃｍ。
栽培灵芝　子实体较粗壮、肥厚，直径１２～２２ｃｍ，厚１５～４ｃｍ。皮壳外常被有大量

粉尘样的黄褐色孢子。
饮片　为不规则形的厚片，大小不一，长达６ｃｍ。外周边红褐色、黄褐色或紫黑色，

具光泽。切面疏松，淡黄棕色，菌管层棕褐色。体轻，质软韧。气微，味苦、微涩。

茯　　苓

Ｐｏｒｉａ

　　【来源】　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Ｐｏｒｉａｃｏｃｏｓ （Ｓｃｈｗ．）Ｗｏｌｆ的干燥菌核。
【产地】　主产于安徽、云南和湖北。
【采收加工】　多于７～９月采挖，挖出后除去泥沙，堆置 “发汗”后，摊开晾至表面

干燥，再 “发汗”，反复数次至现皱纹，内部水分大部散失后，阴干，称为 “茯苓个”；或

将鲜茯苓按不同部位切制，阴干，分别称为 “茯苓皮”及 “茯苓块”。
【性状鉴别】　药材　茯苓个　呈类球形、椭圆形或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外皮

薄而粗糙，棕褐色至黑褐色，有明显的皱缩 纹 理。体 重，质 坚 实，不 易 破 裂，断 面 颗 粒

性，外层淡棕色，内部白色，少数淡红色，有的中间抱有松根 （习称茯神）。无臭，味淡，
嚼之粘牙。

茯苓皮　为削下的茯苓外皮。形状大小不一。外面棕褐色至黑褐色，内面白色或淡棕

色，体软质松，略具弹性。
茯苓块　为去皮后切制的茯苓，呈块片状，大小不一。白色、淡红色或淡棕色。
饮片　白茯苓　为不规则形的片块，长１～２ｃｍ；表面白色至类白色，略粗糙或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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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坚硬。气微，味淡。
赤茯苓　形同白茯苓。表面淡棕红色至棕褐色。
茯苓皮　为不规则形的片块，长约至４ｃｍ。外表面棕褐色至黑褐色，粗糙，具不规则

皱纹及疣状突起。内表面类白色至淡棕色，质柔软，略具弹性。气微，味淡、微涩。
茯神　为类方形的片块，边长４～５ｃｍ，厚０５～０７ｃｍ。表面白色至类白色，较 平

坦，中间或一侧有类圆形松根木。质硬，折断面较粗糙。气微，味淡。
【显微鉴别】　粉末　灰白色。①用水装片，可见无色不规则颗粒状团块或末端钝圆

的分枝状团块。②用水合氯醛液装片，团块逐渐溶化，露出菌丝。菌丝细长，稍弯曲，有

分枝，无色或浅棕色 （外层菌丝）。③粉末加α－萘酚及浓硫酸，团块物即溶解，可显橙

红色至深红色。
【成分】　①主含β－茯苓聚糖 （β－ｐａｃｈｙｍａｎ）。②多种四环三萜酸类化合物：茯苓

酸 （ｐａｃｈｙｍｉｃａｃｉｄ）、齿 孔 酸 （ｅｂｕｒｉｃｏｉｃａｃｉｄ）、块 苓 酸、松 苓 酸 等。③麦 角 甾 醇。④胆

碱、腺膘呤。⑤卵磷脂等。
茯苓聚糖无抗肿瘤活性；若切断其支链，成为茯苓 次 聚 糖 （ｐａｃｈｙｍａｒａｎ）则 显 抗 肿

瘤活性。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１ｇ，加丙酮１０ｍｌ，加热回流１０分钟，滤过，滤液蒸干，

残渣加冰醋酸１ｍｌ使溶解，再加硫酸１滴，显淡红色，后变淡褐色。（麦角甾醇反应）
（２）取茯苓片或粉末少许，加碘化钾碘试液１滴，显深红色。（多糖类显色反应）

猪　　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ｕｓ

　　【来源】　为多孔菌科真菌猪苓Ｐｏｌｙｐｏｒｕｓ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ｓ （Ｐｅｒｓ．）Ｆｒｉｅｓ的干燥菌核。
【产地】　主产于陕西和云南省。已有人工栽培。
【采收加工】　春、秋两季采挖，去净泥沙，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呈不规则 条 形、类 圆 形 或 扁 块 状，有 的 有 分 枝，长５～２５ｃｍ，

直径２～６ｃｍ。表面黑色、灰黑色或棕黑色，皱缩或有瘤状突起。质地致密而体轻，能浮

于水面，断面细腻，类白色或黄白色，略呈颗粒状。气微，味淡。
以个大、皮黑、肉白者为佳。
饮片　为不规则的厚片，大小不一。周边灰黑色至黑色或黑褐色，凹凸不平，具不规

则皱缩纹；切面淡棕色或黄白色，略呈颗粒状。质韧。气微，味淡、微涩。
【显微鉴别】　粉末　灰黄白色。①菌丝团大多无色 （内部菌丝），少数棕色 （外层菌

丝）。菌丝细长，弯曲，有的可见横隔，有分枝或呈结节状膨大。②草酸钙结晶众多，呈

双锥八面体形或不规则多面体形，有时可见数个结晶聚集在一起。
【成分】　①含水溶性多聚糖化合物猪苓聚糖Ｉ（Ｇｕ－Ｉ）。②麦角甾醇 （ｅｒｇｏｓｔｅｒｏｌ）。

③α－羟基二十四碳酸、生物素 （维生素 Ｈ）、粗蛋白等。
猪苓多糖有抗肿瘤作用，对细胞免疫功能的恢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理化鉴别】　取本品粉末１ｇ，加稀盐酸１０ｍｌ，置水浴上煮沸１５分钟，搅拌，呈黏

胶状。另取本品粉末少量，加氢氧化钠溶液 （１→５）适量，搅拌，呈悬浮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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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萝

Ｕｓｎｅａ

　　【来源】　为 松 萝 科 植 物 松 萝Ｕｓｎｅａ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ａ Ｖａｉｎ．或 长 松 萝Ｕｓｎｅａ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Ａｃｈ．的干燥地衣体。

【性状鉴别】　药材　松萝　呈丝状缠绕成团。地衣体长１０～４０ｃｍ，呈二叉状分枝，
主枝基部较粗，直径０８～１５ｃｍ，越向先端分枝越多越细。表面灰绿色或黄绿色，粗枝

表面有明显的环状裂纹，故称 “节松萝”。质柔韧，略有弹性，不易折断，断面可见中央

有线状强韧的中轴。气微，味酸。
长松萝　地衣体呈丝状，长可达１３ｍ，主轴单一，不呈二叉状分枝，两侧有细短的

侧枝密生，侧枝长０３～１６ｃｍ，似蜈蚣足状，故名 “蜈蚣松萝”。灰绿色。质柔软。
以身干、色灰绿、拉之有弹性、无杂质者为佳。

（吴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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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树 脂 类 中 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各药材的来源、主产地及特殊的采收加工方法。③各

药材的性状鉴别，气味与其成分的关系。④各药材的成分类别及主要成分。⑤各药材的理

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⑥血竭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成分，其混淆品的来源及鉴别要点。

树脂类中药均为天然产物，大多数来源于 植 物 体。它 们 具 有 良 好 的 抗 菌、消 炎、防

腐、活血、祛瘀、消肿等功效，临床上用于舒筋止痛、芳香开窍、调气活血、消积杀虫、

祛痰等，对许多常见病有显著疗效。有些树脂类中药尚可作为填齿料及硬膏制剂的原料。

一、树脂的形成、存在和采收

树脂是一类化学组成比较复杂的物质，一般认为是植物体内的挥发油成分如萜类，经

过复杂的化学变化，如氧化、聚合、缩合等作用形成的。树脂一般认为是植物组织的正常

代谢产物或分泌物，常和挥发油并存于植物的分泌细胞、树脂道或导管中，尤其是多年生

木本植物心材部分的导管中，它们能被苏丹Ⅲ试液或紫草试液染成红色。树脂亦可因植物

受机械损伤，如割伤或刺伤后分泌物逐渐增加，如松树中的松油脂；但也有一些植物原来

并无分泌组织，只有损伤后才形成分泌组织或树脂道而渗出树脂，如安息香树、苏合香树

等。
药用树脂大多采自种子植物，其中较重要的有：采自松科植物的松油脂、松香、加拿

大油树脂，豆科的吐鲁香、秘鲁香，金缕梅科的枫香脂、苏合香，橄揽科的乳香、没药，

漆树科的洋乳香，伞形科的阿魏，安息香科的安息香，藤黄科的藤黄，棕榈科的血竭等。
树脂的采收，除一部分为收集自然渗出的树脂外，不少是将植物体某些部位经机械损

伤，如简单切割或刺伤树皮，收集从伤口流出的树脂，经加工而成；或以植物含树脂的部

位经提取、精制而得到。

二、树脂的化学组成和分类

树脂主要由树脂酸、树脂醇、树脂酯、树脂烃等多种成分组成。在树脂中常混有挥发

油、树胶及游离芳香酸等成分。药用树脂的分类通常根据其中所含的主要化学成分而分成

以下几类：

１．单树脂类　树脂中一般不含或很少含挥发油、树胶及游离芳香酸。通常又可以分

为：
（１）酸树脂　主成分为树脂酸，如松香。
（２）酯树脂　主成分为树脂酯，如枫香脂、血竭等。
（３）混合树脂　无明显的主成分，如洋乳香等。

２．胶树脂类　主成分为树脂和树胶，如藤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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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油胶树脂类　主成分为树脂、挥发油和树胶，如乳香、没药、阿魏等。

４．油树脂类　主成分为树脂与挥发油，如松油脂、加拿大油树脂等。

５．香树脂类　主 成 分 为 树 脂、游 离 芳 香 酸 （香 脂 酸）、挥 发 油，如 苏 合 香、安 息 香

等。

三、树脂的通性

树脂是由很多高分子脂肪族和芳香族化合物，如树脂酸、树脂烃、高级醇及酯等多种

成分组成的混合物。通常为无定形固体，表面微有光泽，质硬而脆，少数为半固体。它们

不溶于水，也不吸水膨胀；易溶于醇、乙醚、氯仿等大多数有机溶剂；在碱性溶液中能部

分或完全溶解，在酸性溶液中不溶。加热至一定的温度，则软化，最后熔融；燃烧时有浓

烟，并有特殊的香气或臭气。将树脂的乙醇溶液蒸干，则形成薄膜状物质。
树脂的商品名称，常易和树胶混称。树胶和树脂是化学组成完全不同的两类化合物。

树胶属于多糖类，能溶于水或吸水膨胀，或能在水中成为混悬液；不溶于有机溶剂；加热

后最终焦炭化而分解，发出焦糖样气味，无一定的熔点。

四、树脂的鉴定

商品树脂中常混有杂质，如树皮、泥土、砂石以及色素等。因此，除了进行性状鉴别

外，还可以进行显微鉴别和一般的理化定性反应来鉴定其真实性。此外，还需要对其品质

优良度作物理的、化学的测定，如在一定溶剂中的溶解度、浸出 物、灰 分 以 及 树 脂 的 酸

值、皂化值、碘值、醇不溶物等。其中酸值对于树脂的真伪和掺假具有一定的鉴定意义，
但同一种树脂，其理化常数也可能因样品的纯度不同而有差异。对树脂质量的控制，还应

对其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如挥发油、总香脂酸、树脂等进行含量测定。

乳　　香

Ｏｌｉｂａｎｕｍ

　　【来源】　为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ＢｏｓｗｅｌｌｉａｃａｒｔｅｒｉｉＢｉｒｄｗｏｏｄ及同属其他数种植

物 皮部切伤后渗出的油胶树脂。
【产地】　主产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及阿拉伯半岛南部。
【采收加工】　春季于树干的皮部由下向上顺序切伤，开一狭沟，使树脂从伤口渗出，

流入沟中，数天后凝成硬块，即可采取。落于地面者常粘附砂土杂质，品质较次。
【性状鉴别】　药材　呈乳头状、泪滴状或不规则小块，长０５～３ｃｍ，有时粘连成团

块状。表面淡黄色，有时微带绿色或棕红色，半透明，有的表面无光泽并带有一层类白色

粉尘。质坚脆，断面蜡样，无光泽，少数呈玻璃样光泽。气微芳香，味微苦，嚼之粘牙，
唾液成乳白色，并微有香辣感。

以色淡黄、颗粒状、半透明、无杂质、气芳香者为佳。
饮片　制乳香　为不规则形的小块，长１～２ｃｍ。外表面棕黑色，具光泽。质硬，破

碎面棕褐色。气香特异，味微苦。
醋乳香　形如乳香。表面深黄色，显油亮。略有醋气。
炒乳香　形如乳香。表面油黄色，略透明。质坚脆。有特异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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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①含树脂，树 脂 的 酸 性 部 分 主 要 含α－、β－乳 香 酸 （α－、β－ｂｏｓｗｅｌｌｉｃ
ａｃｉｄ）及其衍生物；中性部分含α－香树脂酮 （α－ａｍｙｒｏｎｅ）、绿花白千层醇等。②树胶，
主要含阿糖酸 （ａｒａｂｉｃａｃｉｄ）的钙盐和镁盐、西黄芪胶黏素和苦味质等。③挥发油，油中

含蒎烯、α－水芹烯 （ｐｈ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二戊烯等。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与少量水共研，能形成白色乳状液。
（２）本品遇热变软，烧之微有香气 （但不应有松香气），冒黑烟，并遗留黑色残渣。
（３）取粗粉００５ｇ，置小蒸发皿中，加入苯酚－四氯化碳 （１∶５）液１滴，即显褐色

或紫色。
（４）取本品粉末１ｇ，加甲醇１０ｍｌ，振摇，静置２４小时，滤过。取滤液５ｍｌ，置蒸发

皿中蒸干，残渣用稀硫酸１０ｍｌ溶解并转移到分液漏斗中，用氯仿萃取２次，每次１０ｍｌ，
合并氯仿液，蒸干，残渣加醋酸１ｍｌ溶解，再加醋酸酐－浓硫酸 （１９∶１）试剂１ｍｌ，溶

液立即变成紫色。（检查乳香酸）

没　　药

Ｍｙｒｒｈａ

　　【来源】　为橄榄科植物没药树ＣｏｍｍｉｐｈｏｒａｍｙｒｒｈａＥｎｇｌｅｒ及同属其他植物树干皮

部渗出的油胶树脂。
【产地】　主产于非洲东北部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拉伯 半 岛 南 部 及 印 度 等 地。

以索马里所产没药质量最佳，销世界各地。
【采收加工】　１１月至次年２月间将树刺伤，树脂由伤口或裂缝口自然渗出，初为淡

黄白色液体，在空气中渐变为红棕色硬块，采收后拣去杂质。
【性状鉴别】　药材　呈不规则颗粒状或粘结成团块，大小不一，一般直径约２５ｃｍ，

有的可达１０ｃｍ。表面红棕色或黄棕色，凹凸不平，有光泽，或有时无光泽部分与有光泽

部分相间，或有时表面黄棕色相间，被有粉尘。质坚脆，破碎面呈颗粒状，带棕色油样光

泽，并常伴有白色斑点或纹理；薄片半透明或近透明。气香而特异，味苦而微辛。
以块大、色红棕、半透明、香气浓而持久、杂质少者为佳。
饮片　制没药　为不规则形的团块或小块，长１～２ｃｍ。表面黑棕色至黑褐色，粗糙。

质硬，破碎面棕褐色。气香特异，味苦。
醋没药　小碎块状或圆颗粒状。表面黑褐色或棕黑色，油亮。有醋气。
炒没药　形如醋没药。表面有光泽。气微香。
【成分】　①含树脂：没药树脂中含有没药酸 （ｍｙｒｒｈｏｌｉｃａｃｉｄ）及α－、β－、γ－没

药树脂酸 （α－、β－、γ－ｃｏｍｍｉｐｈｏｒｉｃａｃｉｄ），次 没 药 脂 酸 （ｃｏｍｍｉｐｈｏｒｉｎｉｃａｃｉｄ），α－、

β－罕没药脂酚等。②树胶：类似阿拉伯树胶，水解后得阿拉伯糖、木糖、半乳糖等。③
挥发油：油中含丁香油酚、间苯甲基酚等。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与水共研，形成黄棕色乳状液。
（２）粉末遇硝酸呈紫色。
（３）本品乙醚浸出物或挥发油置蒸发皿中，待乙醚挥散后，用溴或发烟硝酸蒸气接触

皿底残渣，即显紫红色。（检查挥发油，伪品无此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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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竭

ＳａｎｇｕｉｓＤｒａｃｏｎｉｓ

　　【来源】　为棕榈科植物麒麟竭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ｄｒａｃｏＢｌ．果实中渗出的红色树脂。
【产地】　主产于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等地。
【采收加工】　采集成熟果实，充分晒干，加贝壳同入笼中强力振摇，松脆的红色树

脂块即脱落，筛去果实鳞片及杂质，用布包起，入热水中使软化成团，取出放冷，即为原

装血竭；加入辅料加工后成为加工血竭。
【性状鉴别】　药材　原装血竭　呈四方形或不定形块状，大小不等。表面铁黑色或

黑红色，常附有因摩擦而产生的红粉。断面有光泽或粗糙而无光泽，黑红色。研成粉末血

红色。用火点燃，冒烟呛鼻，有苯甲酸样香气。无臭，味淡。
加工血竭　呈类圆四方形或方砖形，顶端有加工成型而形成的折纹。表面暗红色，有

光泽，附有因摩擦而成的红粉。质硬而脆，破碎面红色。粉末砖红色。
均以外色黑似铁、研粉红似血、火燃呛鼻、有苯甲酸样香气者为佳。
饮片　血竭　为不规则 形 的 小 块，长０５～１ｃｍ，表 面 暗 红 色 至 黑 红 色，微 显 光 泽，

手触之易粘染。质坚脆。气微，味淡。或为细粉，呈红色。
【成分】　①含红色树脂酯约５７％，从中分离出结晶形红色素：血竭素 （ｄｒａｃｏｒｈｏｄ

ｉｎ）、血竭红素 （ｄｒａｃｏｒｕｂｉｎ）。②黄烷类色素：如去甲血竭素、去甲血竭红素、黄烷醇等。

③三萜类成分海松酸、异海松酸等。红色树脂酯为血竭树脂鞣醇与苯甲酸及苯甲酰乙酸的

化合物。
【理化鉴定】　 （１）取粉末置白纸上，用火隔纸烘烤则熔化，但无扩散的油迹，对光

照视呈鲜艳的血红色，以火燃烧则发生呛鼻烟气。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血竭对照药材、血竭素高氯酸盐对照品

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和对照品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显相同的橙色斑点。
【检查】　总灰分　不得过６０％
醇不溶物　不得过２５０％
松香　取本品粉末０１ｇ，置具塞试管中，加石油醚 （６０℃～９０℃）１０ｍｌ，振摇数分

钟，滤过，取滤液５ｍｌ，置另一试管中，加新配制的０５％醋酸铜溶液５ｍｌ，振摇后静置

分层，石油醚层不得显绿色。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血

竭素 （Ｃ１７Ｈ１４Ｏ３），不得少于１０％。
【附注】　混淆品　为 百 合 科 植 物 海 南 龙 血 树Ｄｒａｃａｅｎａ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ＰｉｅｒｒｅｅｘＧａｇ

ｎｅｐ．的含脂木质部提取而得的树脂。呈不规则块状，精制品呈片状。表面紫色，具光泽，
局部有红色粉尘粘附。质硬，易碎，断面平滑，有玻璃样光泽。无臭，味微涩，嚼之有粘

牙感。

（吴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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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其 他 类 中 药

　　学习要点　①概述中的内容。②各药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产地及特殊的采收加工方

法。③各药材的性状鉴别特征。④部分药材的显微鉴别特征。⑤各药材的成分类别及主要

成分。⑥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⑦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成分。⑧
青黛掺伪品的鉴别要点。

本类中药是指不能归类于前面各章的中药。主要包括：①植物的某一或某些部分直接

或间接的加工品，如儿茶、冰片、芦荟、青黛等；②蕨类植物的成熟孢子，如海金沙等；

③某些植物体上的虫瘿，如五倍子、没食子等。

海　金　沙

ＳｐｏｒａＬｙｇｏｄｉｉ

　　【来源】　为海金沙科植物海金沙Ｌｙｇｏｄｉ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Ｓｗ．的干燥成熟

孢子。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粉末状。为黄棕色或淡棕色的细小颗粒。体轻，捻之有光滑

感，置手中易由指缝滑落。气微，味淡。撒在水中则浮于水面，加热始逐渐下沉。置火中

易燃烧，发生爆鸣声且有闪光。
以质轻、色黄棕、有光滑感、无杂质者为佳。
【成分】　孢子含脂肪油、海金沙素 （ｌｙｇｏｄｉｎ）等。

青　　黛

Ｉｎｄｉｇｏ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来源】　为爵床科植物马蓝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ｃｕｓｉａ （Ｎｅｅｓ）Ｂｒｅｍｅｋ．、蓼科植物蓼蓝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ｍＡｉｔ．或十字花科植物菘蓝Ｉｓａｔｉｓ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Ｆｏｒｔ．的叶或茎叶经加

工制得的干燥粉末或团块。
【产地】　主产于福建、河北、江苏等省。
【采收加工】　夏、秋两季，当植物的叶生 长 茂 盛 时，割 取 茎 叶，置 大 缸 或 木 桶 中，

加入清水，浸泡２～３昼夜至叶腐烂，茎脱皮时，捞去茎枝叶渣，每５０ｋｇ茎叶加石灰４～
５ｋｇ，充分搅拌，待浸液由乌绿色转变为紫红色时，捞取液面蓝色泡沫状物，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极细的深蓝色粉末，质轻，易 飞 扬，撒 于 水 中 能 浮 于 水 面；

或呈不规则多孔性团粒，用手搓捻即成粉末。微有草腥气，味淡。
以蓝色均匀、体轻能浮于水面、火烧时产生紫红色烟雾时间长者为佳。
【成分】　含靛玉红 （ｉｎｄｉｒｕｂｉｎ）、靛蓝 （ｉｎｄｉｇｏ）、色氨酮 （ｔｒｙｐｔａｎｔｈｒｉｎｅ）、靛棕、靛黄等。
靛玉红治疗慢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有一定疗效。色氨酮是抗皮肤真菌的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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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少量，用微火灼烧，有紫红色烟雾发生。
（２）取粉末少量，滴加硝酸，立即产生气泡，并显棕红色或黄棕色。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靛蓝和靛玉红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

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分别显相同的蓝色斑点和浅

紫红色斑点。
【检查】　水溶性色素　取本品０５ｇ，加水１０ｍｌ，振摇后放置片刻，水层不得显深蓝

色。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分光光度法 在６１０ｎｍ波 长 处 测

定吸收度，本品含靛蓝 （Ｃ１６Ｈ１０Ｎ２Ｏ２）不得少于２０％。
【附注】　掺伪品　有直接蓝染色青黛和直接铜盐蓝染色青黛。其性状为蓝色或灰蓝

色粉末，体较重，手捻平滑或有粗糙感，微有草腥气，味淡。取粉末少量撒于水中，略加

搅拌，即有部分颗粒物下沉，水被染成蓝色，ｐＨ为８～９ （检查直接蓝）。取粉末少量于

试管内，加浓硫酸５ｍｌ，即产生气泡，溶液显污绿色 （检查直接铜盐蓝）。

儿　　茶

Ｃａｔｅｃｈｕ

　　【来源】　为豆科 植 物 儿 茶Ａｃａｃｉａｃａｔｅｃｈｕ （Ｌ．ｆ．）Ｗｉｌｌｄ．的 去 皮 枝、干 的 干 燥 煎

膏，习称 “儿茶膏”。
【产地】　产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采收加工】　冬季采收儿茶的枝、干，除去外皮，砍成碎片，加水煎煮，滤过，浓

缩，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方块状或不规则块状，大小不一。表面黑褐色或棕黑色，平

滑而稍具光泽。质硬，易碎，断面不整齐，具光泽，有细孔，遇潮有黏性。无臭，味涩、
苦，略回甜。

以色黑褐、不糊不碎、尝之收涩性强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棕褐色。用水装置，可见大量针状结晶及黄棕色块状物。
【成分】　含儿茶鞣质、儿茶素 （ｄ－ｃａｔｅｃｈｉｎ）、表儿茶素 （ｅｐｉｃａｔｅｃｈｉｎ）等。还含槲

皮素、树胶、低聚糖。
【理化鉴别】　 （１）取火柴杆浸于本品水浸液中，使轻微着色，待火柴杆干后，再浸

入浓盐酸中，立即取出，于火焰附近烘烤，杆上即显深红色。（检查儿茶素）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儿茶素和表儿茶素对照品为对照，进行

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红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儿

茶素 （Ｃ１５Ｈ１４Ｏ６）和表儿茶素 （Ｃ１５Ｈ１４Ｏ６）的总量不得少于２１０％。

冰片 （合成龙脑）

Ｂｏｒｎｅｏｌｕｍ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ｕｍ

　　【来源】　为化学合成品。
【性状鉴别】　药材　为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的片状结晶。表面有如冰的裂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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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脆，可剥离成薄片，手捻即粉碎。具挥发性，点 燃 发 生 浓 烟，并 有 带 光 的 火 焰。熔 点

２０５℃～２１０℃。气清香，味辛、凉。
以片大而薄、色洁白、质松脆、清香气浓者为佳。
【成分】　主含左旋龙脑 （ｌ－ｂｏｒｎｅｏｌ），尚含异龙脑等。

五　倍　子

Ｇａ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来源】　为漆树科植物盐肤木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ｉｌｌ．、青麸杨Ｒｈｕｓ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Ｍａｘｉｍ．
或红麸杨ＲｈｕｓｐｕｎｊａｂｅｎｓｉｓＳｔｅｗ．ｖａｒ．ｓｉｎｉｃａ （Ｄｉｅｌｓ）Ｒｈｅｄ．ｅｔＷｉｌｓ．叶 上 的 虫 瘿，主

要由五倍子蚜Ｍｅｌａｐｈ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ｅｌｌ）Ｂａｋｅｒ寄 生 而 形 成。按 外 形 不 同，分 为 “肚 倍”
和 “角倍”。

五倍子的产生，必须兼有寄主盐肤木类植物、五倍子蚜虫和过冬寄主提灯藓类植物等

三要素，而且此种苔藓类植物须终年湿润，以利蚜虫过冬。
【产地】　主产于四川、贵州、云南等省。
【采收加工】　秋季五倍子由青转成黄褐色，成熟爆裂前采摘，置沸水中略煮或蒸至

外表面变成灰色半透明时，以杀死内部的蚜虫为度，取出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肚倍　呈长圆形或纺锤形囊状，长２５～９ｃｍ，直径１５～４ｃｍ。

表面灰褐色或淡棕色，并被有灰黄色滑软的柔毛。质硬而脆，易破碎，断面角质状，有光

泽，壁厚２～３ｍｍ，内壁平滑，内有黑褐色死蚜虫及灰色粉末状排泄物。气特异，味涩。
角倍　呈菱角形，具不规则的角状分枝，柔毛较肚倍明显，壁较薄。
均以个大、完整、色灰褐、壁厚者为佳。
饮片　五 倍 子　为 不 规 则 形 的 小 片，多 向 内 卷 曲 或 稍 具 凹 凸，长１～２ｃｍ，厚１～

３ｍｍ。外表面灰 褐 色 至 棕 褐 色，外 表 面 偶 有 残 留 柔 毛，内 表 面 较 平 滑。质 坚 脆，易 碎。
断面角质样，有光泽。气微，味涩。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表皮细胞１层，往往分化成１～３～６细胞的非腺毛。②薄

壁组织中有外韧型维管束散生；维管束外侧有大型的树脂腔。③薄壁细胞含有淀粉粒，多

已糊化，并可见少数草酸钙小棱晶。
【成分】　主含五倍 子 鞣 质 （ｇａｌｌｏｔａｎｎｉｎ），角 倍 含 量 低，肚 倍 含 量 高，另 含 没 食 子

酸、脂肪、树脂、蜡质等。
【理化鉴别】　 （１）取五倍子粉末０５ｇ，加水４ｍｌ，微热，滤过。①取滤液１ｍｌ，加

三氯化铁试液１滴，即产生蓝黑色沉淀。（鞣质一般反应）。②另取滤液１ｍｌ，加１０％酒石

酸锑钾试液２滴，即产生白色沉淀。（五倍子鞣质反应）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五倍子对照药材和没食子酸对照品为对

照，进行薄层色谱法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分

别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鞣质含量测定方法测定，本品按

干燥品计，含鞣质不得少于５００％。

（吴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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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 药 类

第十六章

动物类中药的应用与研究概况

　　学习要点　①动物类中药在我国的应用历史。②我国动物类中药的资源及应用情况。

③动物类中药按药用部位入药的情况。

动物类中药是指用动物的整体或动物体的某一部分、动物体的生理或病理产物、动物

体的加工品等供药用的一类中药。

动物类中药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历代本草均有记载。早在４０００年前甲骨文就记

载麝、犀、牛、蛇等４０余种药用动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我国就开始了蜜蜂的利用；牡蛎

的养殖始于我国，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鹿茸、麝香、阿胶、蕲蛇等在我国的应用也有

二三千年之久。据统计，历代本草记载的动物药约有６００余种。
我国动物类中药资源十分丰富，《中国动物药志》收载我国动物药有９７５味，包括药

用动物１５４６种；《中国中药资源志要》统计显示，我国药用动物有１５８１种，现已人工养

殖的动物药材有数十种。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在寻找和扩大 新 药 源，以 及 珍 稀 动 物

药、濒危动物药原动物的家养、繁殖和寻找类同品、代用品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

人工养麝、活体取香，养熊人工引流胆汁，鹿的驯化及鹿茸的生产，人工育珠，蛤蚧、金

钱白花蛇、蕲蛇、全 蝎、蜈 蚣 等 的 养 殖 都 已 成 为 商 品 药 材 的 重 要 来 源。麝 香 的 代 用 品，

大、小灵猫香，麝鼠香的研究，人工麝香的合成；犀角的代用品水牛角粉和水牛角浸膏的

使用等。成功地进行人工培植牛黄、体外培植牛黄及人工合成牛黄的生产为稀有贵重药材

的生产拓展了新的方法。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如细胞工程、基因工程技术生产有效成分，

近年来已有不少新进展，如水蛭素基因工程、羚羊角蛋白质基因工程等，为减轻中药对自

然资源的依赖和破坏，获得有效成分高含量的中药开辟了新途径。
近年来从药用动物中发现了一些疗效显著的物质，如斑蝥素有治疗原发性肝癌和病毒

性肝炎的作用；水蛭素、蝮蛇毒中的抗栓酶、蚯蚓中的溶纤酶等具有抗凝血作用，用于治

疗脑血管疾病和静脉血栓、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蟾酥中的脂蟾毒配基有升压、强心、兴奋

呼吸作用，已用于呼吸、循环衰竭和失血性休克等，蟾毒灵的麻醉力为可卡因的３０～６０
倍；鹿茸中的多胺类化合物是刺激核酸和蛋白质合成的有效成分；麝香中的多肽类成分有

明显的抗凝血、抗肿瘤、抗炎、抗氧化、抗真菌、强心等生理活性。值得指出的是，我国

海域辽阔，海洋药用动物资源极为丰富，从某些海洋动物中提取的多糖类、多肽类、皂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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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成分有明显的抗凝血、抗肿瘤、抗氧化、抗真菌、强心 等 生 理 活 性；有 的 还 含 有 抗 衰

老、增强免疫力或增强智力作用的物质。
常用动物类中药按药用部位入药的情况分为：

１．动物的干燥整体　如水蛭、全蝎、蜈蚣、斑蝥、土鳖虫、虻虫、九香虫等。

２．除去内脏的动物体　如蚯蚓、蛤蚧、乌梢蛇、蕲蛇、金钱白花蛇等。

３．动物体的某一部分　如：
角类　鹿茸、鹿角、羚羊角、水牛角等；
鳞、甲类　穿山甲、龟甲、鳖甲等；
骨类　如豹骨、狗骨、猴骨等；
贝壳类　石决明、牡蛎、珍珠母、海螵蛸、蛤壳、瓦楞子等；
脏器类　如哈蟆油、鸡内金、紫河车、鹿鞭、海狗肾、水獭肝、刺猬皮等。

４．动物的生理产物　如：
分泌物　麝香、蟾酥、熊胆粉、虫白蜡、蜂蜡等；
动物的排泄物　五灵脂、蚕砂、夜明砂等；
其他生理产物　蝉蜕、蛇蜕、蜂蜜、蜂房等。

５．动物的病理产物　如珍珠、僵蚕、牛黄、马宝、猴枣、狗宝等。

６．动物体某一部分的加工品　如阿胶、鹿角胶、鹿角霜、龟甲胶、血余炭、水牛角

浓缩粉等。

（卫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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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药用动物的分类概述

　　学习要点　①动物界分类的等级和分类的基本单位及分类的主要依据。②中药种类较

多的动物门。③动物学名的命名。

地球上生存的动物达１５０万种以上。动物分类学的任务，就是对种类繁杂的动物进行

鉴定、命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按系统排列起来，反映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的亲

缘关系，以便对动物进行认识、研究与利用。
动物学的自然分类系统通常是以动物形态上或解剖上的相似程度为基础的，并结合其

生态习性和地理分布来进行。和植物界的分类一样，动物界也划分为若干个等级，如门、
纲、目、科、属、种，而以种为分类的基本单位。动 物 的 分 类 主 要 是 根 据 动 物 细 胞 的 分

化、胚层的形成、体腔的有无、对称的形式、体节的分化、骨骼的性质、附肢的特点及器

官系统的发生发展等基本特征而划分为若干动物类群。在动物分类系统中与药用动物有关

的有１０门，它们是 （由低等到高等）：
原生动物门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
多孔动物门 （Ｐｏｒｉｆｅｒａ），又称海绵动物门 （Ｓｐｏｎｇｉａ），药用动物如脆针海绵；
腔肠动物门 （Ｃｏｅｌｅｎｔｅｒａｔａ），药用动物如海蜇、珊瑚等；
扁形动物门 （Ｔｌａｔｙ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ｅｓ）；
线形动物门 （Ｎｅｍａ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ｅｓ）；
环节动物门 （Ａｎｎｅｌｉｄａ），药用动物如蚯蚓、水蛭等；
软体动物门 （Ｍｏｌｌｕｓｃａ），药用动物如石决明、牡蛎、乌贼等；
节肢动物门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药用动物如东亚钳蝎、蜈蚣、地鳖、南方大斑蝥等；
棘皮动物门 （Ｅｃｈｉｎｏｄｅｒｍａｔａ），药用动物如海参、海胆；
脊索动物门 （Ｃｈｏｒｄａｔａ），药用动物如海马、蟾蜍、乌梢蛇、黑熊、梅花鹿、林麝、牛等。
其中中药种类较多的有脊索动物门、节肢动物门和软体动物门，其次是环节动物门和

棘皮动物门。
动物学名的命名大多数也和植物命名一样采用林奈首创的双名法。由两个拉丁字或拉

丁化的文字，分别表示动物学名的属名和种名，在学名后附加定名人的姓氏，如意大利蜂

Ａｐｉｓ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Ｌｉｎｎ．。动物与植物命名不同之处，在于种内如有亚种时则采用三名法，
亚种名紧接在种名的后面，如中华大蟾蜍Ｂｕｆｏ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Ｃａｎｔｏｒ；如有亚属，则

亚属 名 在 属 名 和 种 名 之 间，并 外 加 括 号，如 乌 龟 的 曾 用 名 Ｃｈｉｎｅｍｙｓ （Ｇｅｏｃｌｅｍｘｓ）

ｒｅｅｖｅｓｉｉ（Ｇｒａｙ），现在亚属名使用较少；若属名改变，则在定名人氏外加括号，如马氏珍

珠贝Ｐｔｅｒｉａ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Ｄｕｎｋｅｒ）。一般不用变种、变型。拉丁学名中的属名、亚属名及命

名人的第一个拉丁字母必须大写，其余均小写。
（卫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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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动物类中药的鉴定

　　学习要点　①各种鉴定方法在动物类中药中的应用。②各药材的来源及主要性状鉴别

特征。部分药材的主产地及特殊的采收加工方法。③部分药材的组织及粉末显微鉴别主要

特征。④部分药材所含成分的类别及主要有效成分、特征性成分或与气、味相关的成分。

⑤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⑥部分药材检查项的内容和结果。⑦部分药材浸出物

的测定方法及所用溶媒。⑧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的成分。⑨部分药材中有害

物质检查的种类和限量要求。⑩部分药材的伪品 （或掺伪品、劣质品、代用品、人工合成

品、培育品）的来源及鉴别要点。

鉴定动物类中药，其方法与植物药和矿物药一样。在鉴定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一

种或多种方法配合进行，方可得到准确结果。

一、来源鉴别

以完整动物入药的，可根据其形态及解剖特征进行动物分类学鉴定，确定其品种。分

子生物技术利用遗传信息直接载体的ＤＮＡ分子作为鉴定依据，因此对中药品种进行更深

入和客观的鉴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ＤＮＡ分子遗传标记技术等已被用于动物类中药

的品种鉴定中，如对龟甲、鳖甲、蛇类中药等的鉴定。

二、性状鉴别

性状鉴别是目前使用最多的方法。因动物类中药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别中药的特殊性，

特别要注意观察其专属性的特征，如形状、表面特征、颜色及特殊的气、味等。此外，一

些传统经验鉴别方法仍是鉴定动物类中药有效而重要的手段：手试法，如毛壳麝香手捏有

弹性；麝香仁以水润湿，手搓能成 团，轻 揉 即 散，不 应 粘 手、染 手、顶 指 或 结 块。水 试

法，熊胆仁投于水杯中，即在水面旋转并呈现黄线下沉而不扩散；牛黄水 液 可 使 指 甲 染

黄，习称 “挂甲”。火试法，如麝香仁撒于炽热坩埚中灼烧，初则迸裂，随即熔化膨胀起

泡，浓香四溢，灰化后呈白色灰烬，无毛、肉焦臭，无火焰或火星等。

三、显微鉴别

对于动物类中药，尤其是贵重 （如麝香、牛黄等）或破碎的药材，除进行 性 状 鉴 别

外，常应用显微鉴别方法鉴别 其 真 伪。在 进 行 显 微 鉴 别 时，常 需 根 据 不 同 的 鉴 别 对 象，
制作显微片，包 括 粉 末 片、动 物 的 组 织 切 片 和 磨 片 （贝 壳 类、角 类、骨 类、珍 珠 等）

等。近年来扫描电子显微镜用于动物类中药的鉴定，以其样品制备简单，分辨率高，立

体感强，对样品损伤与污染程度小，可直接观察自然状态的样品表面特征等优点，受到

广泛重视，如用扫描电镜观察了九种药用蛇背鳞的电镜特征，对蛇类药材的鉴别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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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意义。

四、理化鉴别

近年来用理化鉴别方法鉴定和研究动物药的真伪以及内在质量的控制受到广 泛 的 重

视，其鉴定内容越来越广泛，手段越来越新，特别是现代色谱和光谱技术的使用，使得动

物药的鉴定更具科学性。色谱法尤其是薄层色谱法，在动物类中药的鉴别中应用 十 分 广

泛，如熊胆、牛黄、蟾酥、斑蝥等的鉴别。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熊胆等多种动物胆汁进行鉴

别，发现也存在差异。动物类中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及其水解产物，许多都是动物药的主

要有效成分，利用各种动物所含蛋白质、氨基酸的组成和性质的不同，采用凝胶电泳系列

技术，可成功地将动物药材与类似品、伪品区别开来，如不同来源的蛇类、胶类、角类、
海马类、海龙类中药的电泳图谱彼此存在显著差异，可根据谱带的位置、数目、着色程度

将其鉴别开来。用红外光谱法对５４种动物药进行的鉴别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动物药材鉴

别特征明显，稳定性、重现性均好。用差热分析技术成功地鉴别了天然牛黄和人工牛黄，
鳖甲、龟甲与其伪品。用Ｘ射线衍射法对结石类中药如天然牛黄、人工牛黄、马宝、猴

枣、人胆结实等以及鹿茸进行了鉴定。

五、含量测定

近年来用仪器分析方法测定动物类中药中有效成分或指标性成分的含量，用以控制中

药的内在质量，以保证临床用药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如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蟾

酥中华蟾酥毒基和脂蟾毒配基的含量，以及测定熊胆粉中牛磺熊去氧胆酸的含量；用气相

色谱法测定麝香中总麝香酮的含量，斑蝥中斑蝥素的含量；用薄层扫描法测定牛黄中胆酸

的含量；以及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牛黄中胆红素的含量等。
此外，对有害物质 （如砷盐、重金属、农药残留量、黄曲霉毒素等）的限量检查是保

障药品安全性的重要措施，如药典规定地龙和阿胶含重金属均不得过百万分之三十。

地　　龙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

　　【来源】　为环节动物门钜蚓科动物参环毛蚓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 （Ｅ．Ｐｅｒｒｉｅｒ）、
通俗环毛蚓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ｎ、威廉环毛蚓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ｇｕｉｌｌｅｌｍｉ（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或

栉盲环毛蚓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ｐｅｃｔｉｎｉｆｅｒａ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的干燥体。前一种习称 “广地龙”，后三种

习称 “沪地龙”。
【性状鉴别】　广地龙　呈长条状薄片，弯曲，边缘略卷，长１５～２０ｃｍ，宽１～２ｃｍ。

全体具环节，背部棕褐色至紫灰色，腹部浅黄棕色，第１４～１６环节为生殖带，习称 “白

颈”，较光亮。体前端稍尖，尾端钝圆，刚毛圈粗糙而硬，色稍浅。雄生殖孔在第１８环节

腹侧刚毛圈一小孔突上，雄交配腔不翻出，外缘有数个环绕的浅皮褶，内侧刚毛圈隆起，
前面两边有横排 （一排或二排）小乳突，每边１０～２０个不等。受精囊孔２对，位于７／８
～８／９环节间一椭圆形突起上，约占节周５／１１。体轻，略呈革质，不易折断。气腥，味微

咸。
沪地龙　长８～１５ｃｍ，宽０５～１５ｃｍ。全体具环节，背部棕褐色至黄褐色，腹部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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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棕色；受精囊孔３对，在６／７～８／９环节间；第１４～１６环节为生殖带，较光亮。第１８
环节有一对雄生殖孔。通俗环毛蚓的雄交配腔能全部翻出，呈花菜状或阴茎状；威廉环毛

蚓的雄交配腔孔呈纵向裂缝状；栉盲环毛蚓的雄生殖孔内侧有１个或多个小乳突。
【成分】　①主含蛋白质，氨基酸和脂肪酸。②另含次黄嘌呤 （ｈｙｐｏｘａｎｔｈｉｎｅ），具平

喘、降压作用；蚯 蚓 解 热 碱 （ｌｕｍｂｒｏｆｅｒｂｉｎ），有 解 热 作 用。③琥 珀 酸，有 平 喘 和 利 尿 作

用。④蚯蚓素 （ｌｕｍｂｉｔｉｎ），有溶血作用。⑤蚯蚓毒素，为有毒成分。⑥近 来 又 从 地 龙 中

提取分离出具有溶解血栓作用的蚓激酶、地龙溶栓酶、纤溶酶。
【检查】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三十。

水　　蛭

Ｈｉｒｕｄｏ

　　【来源】　为环节动物门 水 蛭 科 动 物 蚂 蟥Ｗｈｉｔｍａｎｉａｐｉｇｒａ Ｗｈｉｔｍａｎ、水 蛭 Ｈｉｒｕｄｏ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Ｗｈｉｔｍａｎ或柳叶蚂蟥Ｗｈｉｔｍａｎｉａａｃ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Ｗｈｉｔｍａｎ的干燥体。

【产地】　蚂蟥及水蛭产于全国各地；柳叶蚂蟥产于河北、安徽、江苏、福建等省。
【采收加工】　夏、秋二季捕捉，洗净，沸水烫死，晒干或低温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蚂蟥　为扁平纺锤形，有多数环节，体长４～１０ｃｍ，宽０５～

２ｃｍ。背部稍隆起，黑褐色或黑棕色，用水浸后，可见有许多黑色斑点排成５条纵线；腹

面平坦，棕黄色；两侧棕黄色。前端稍尖，后端钝圆。两端各具１吸盘，前吸盘不显著，
后吸盘较大。质脆，易折断，断面胶质样。气微腥。

水蛭　呈扁长圆柱形，体多弯曲扭转，体长２～５ｃｍ，宽２～３ｍｍ。黑棕色。折断面

不平坦，无光泽。
柳叶蚂蝗　体狭长而扁，体长５～ｌ２ｃｍ，宽１～５ｍｍ，背腹两面均呈黑棕色。
以体小、条整齐、黑褐色、无杂质者为佳。
饮片　水蛭　为扁 平 不 规 则 小 段，长１０～１５ｃｍ，有 环 纹，背 部 黑 褐 色 或 黑 棕 色，

腹部黄棕色，有腥气。
烫水蛭　形同水蛭，滑石粉炒后 呈 淡 黄 色 或 黄 棕 色，微 鼓 起，质 酥 脆，易 碎。气 微

腥，味咸苦。
【成分】　①活水蛭唾液腺中含有水蛭素 （ｈｉｒｕｄｉｎ），在７０℃以下可保持活性，干燥

药材中 水 蛭 素 已 被 破 坏。②肝 素 （ｈｅｐａｒｉｎ）。③抗 凝 血 酶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ｉｎ）等。水 蛭 素、
肝素、抗凝血酶均有抗凝血作用。据文献报道，水蛭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的凝血酶特

效抑制剂，水蛭素不但可以抗凝血，而且对各种血栓病都有效，尤其是对静脉血栓和弥漫

性血管内凝血。

石　决　明

ＣｏｎｃｈａＨａｌｉｏｔｉｄｉｓ

　　【来 源】　为 软 体 动 物 门 鲍 科 动 物 杂 色 鲍 Ｈａｌｉｏｔｉ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Ｒｅｅｖｅ、皱 纹 盘 鲍

Ｈａｌｉｏｔ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ｈａｎｎａｉＩｎｏ、羊 鲍 Ｈａｌｉｏｔｉｓｏｖｉｎａ Ｇｍｅｌｉｎ、澳 洲 鲍 Ｈａｌｉｏｔｉｓｒｕｂｅｒ
（Ｌｅａｃｈ）、耳鲍 Ｈａｌｉｏｔｉｓａｓｉｎｉｎ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或白鲍 Ｈａｌｉｏｔｉｓ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 （Ｄｏｎｏｖａｎ）的贝壳。

【产地】　杂色鲍产福建以南沿海。皱纹盘鲍产辽宁、山东、江苏等沿海。羊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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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产台湾、海南、西沙群岛。澳洲鲍主产于澳洲、新西兰。
【采收加工】　夏、秋二季捕捉，去肉，除去壳外附着的杂质，洗净，干燥。
【性状鉴别】　药 材　杂 色 鲍　呈 长 卵 圆 形，内 面 观 略 呈 耳 形，长７～９ｃｍ，宽５～

６ｃｍ，高约２ｃｍ。表面暗红色，有多数螺肋和细密生长线，螺旋部小，体螺部大，从螺旋

部顶处开始向右排列有２０余个疣状突起，末端６～９个开孔，孔口与壳面平。内面光滑，
具珍珠样彩色光泽。壳较厚。质坚硬，不易破碎。无臭，味微咸。

皱纹盘鲍　呈长椭圆形，长８～１２ｃｍ，宽６～８ｃｍ，高２～３ｃｍ。表面灰棕色，有多数

粗糙而不规则的皱纹，生长线明显，常有苔藓类或石灰虫等附着物，末端４～５个 开 孔，
孔口突出壳面。壳较薄。

羊鲍　近圆形，长４～８ｃｍ，宽２５～６ｃｍ，高０８～２ｃｍ。壳顶位于近中部而高于壳

面，螺旋部与体螺部各占１／２，从螺旋部边缘有２行整齐的突起，尤以上部较为明显，末

端４～５个开孔，呈管状。
澳洲鲍　呈扁平 卵 圆 形，长１３～１７ｃｍ，宽１１～１４ｃｍ，高３５～６ｃｍ。表 面 砖 红 色，

螺旋部约为壳面的１／２，螺肋和生长线呈波状隆起，疣状突起３０余个，末端７～９个 开

孔，孔口突出壳面。
耳鲍　狭长，略扭曲，呈耳状，长５～８ｃｍ，宽２５～３５ｃｍ，高约１ｃｍ。表面光滑，

具翠绿色、紫色及褐色等多种颜色形成的斑纹，螺旋部小，体螺 部 大，疣 状 突 起 的 末 端

５～７个开孔，孔口与壳面平，多为椭圆形，壳薄，质较脆。
白鲍　呈卵圆形，长１１～１４ｃｍ，宽８５～１１ｃｍ，高３～６５ｃｍ。表面砖红色，光滑，

壳顶高于壳面，生长线颇为明显，螺旋部约为壳面的１／３，疣状突起３０余个，末端９个

开孔，孔口与壳面平。
均以壳厚，内面彩光鲜艳，无杂质者为佳。
饮片　生石决明　呈不规则的块状或碎片，外面粗糙，可见螺肋及生长线纹，内面光

滑，有珍珠样光泽。质重，坚硬，不易破碎。无臭，味微咸。
煅石决明　呈不规则的细块或细粉，灰白色或青灰色，无光泽。质地酥脆。
【显微鉴别】　皱纹盘鲍　纵断面和横断面可见贝壳分为三层：①外层为角质层，极

薄，黑褐色，粗糙。②中层为棱柱层，厚，白色，长条的棱柱垂直排列于内、外层间。③
内层为珍珠层，较厚，银白色，并具紫、粉红、绿等五彩光泽。

【成分】　①均主含碳酸钙。②内层珍珠层含角蛋白，水解得多种氨基酸。

珍　　珠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

　　【来源】　为软体动物门珍珠贝科动物马氏珍珠贝Ｐｔｅｒｉａ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Ｄｕｎｋｅｒ）或蚌科

动物三角帆蚌 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Ｌｅａ）、褶纹冠蚌Ｃｒｉｓｔａｒｉａｐｌｉｃａｔａ （Ｌｅａｃｈ）等双壳类

动物受刺激而形成的珍珠。
【产地】　马氏珍珠贝所产的珍珠称海珠，天然和人工培养 均 有；海 珠 主 产 于 广 东、

广西、海南及台湾等省区，其产量居世界第二位。三角帆蚌和褶纹冠蚌所产的珍珠称淡水

珍珠，多为人工培养，主产于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省，销全国并出口，产量居世界

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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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加工】　自动物体内取出，洗净，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呈类球形、卵圆形、长圆形或棒形，直径１５～８ｍｍ。表面类

白色、浅粉红色、浅黄绿色或浅蓝色，半透明，平滑或微有凹凸，具特有的彩色光泽。质

地坚硬，破碎面显层纹。无臭，味淡。
以纯净、质坚硬、彩光明显者为佳。
饮片　珍珠粉　呈细粉状，类白色，细粉中无光点，手搓无砂粒感。无臭，无味。
【显微鉴别】　磨片　①可见粗细相间排列的同心环状层纹，称为 “珍珠结构环”。粗

层纹大多清晰可见，其间有不明显的细层纹。中心部有的为实心，无特异结构，有的有类

圆形腔，内有黄色物或细小砂粒。②多数磨片在暗视野中可见珍珠特有的同心环状的如虹

彩般的光环——— “珍珠虹光环”。
“珍珠结构环”和 “珍珠虹光环”为珍珠独具特征，可与任何伪品相区别。
粉末　类白色。呈不规则碎块，半透明，具彩虹样光泽。表面显颗粒性，由数至十数

薄层重叠，片层结构排列紧密，可见致密的成层线条或极细密的微波状纹理。
【成分】　①主含碳酸钙。②多种氨基酸。③少量角壳蛋白。④多种微量元素。
【理化鉴别】　 （１）本品置紫外光灯 （３６５ｎｍ）下观察，显浅蓝紫色 （天然珍珠）或

亮黄绿色 （养殖珍珠）荧光，通常环周部分较明亮。
（２）取本品粉末，加稀盐酸，即发生大量气泡，滤过，滤液显钙盐的鉴别反应。
【附注】　伪品　外形呈类球形、长圆形、扁圆片状或不规则多面体，直径１～２ （～

３）ｍｍ。珠光层为有毒的铅类化合物。用丙酮可洗脱珠光层的光泽 （正品不能洗脱）；破

碎面白色，无光泽；磨片显微观察无同心性层纹和珍珠虹光环；荧光黄绿色。

牡　　蛎

ＣｏｎｃｈａＯｓｔｒｅａｅ

　　【来源】　为软体动物门牡蛎科动物长牡蛎ＯｓｔｒｅａｇｉｇａｓＴｈｕｎｂｅｒｇ、大连湾牡蛎Ｏｓ
ｔｒｅａｔａｌｉｅｎｗ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ｒｏｓｓｅ或近江牡蛎Ｏｓｔｒｅ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Ｇｏｕｌｄ的贝壳。

【性状鉴 别】　药 材　长 牡 蛎　呈 长 片 状，背 腹 缘 几 平 行，长１０～５０ｃｍ，宽４～
１５ｃｍ。右壳较小，鳞 片 坚 厚，层 状 或 层 纹 状 排 列。壳 外 面 平 坦 或 具 数 个 凹 陷，淡 紫 色、
灰白色或黄褐色；内面瓷白色，壳顶二侧无小齿。左壳凹陷深，鳞片较右壳粗大，壳顶附

着面小。质硬，断面层状，洁白。无臭，味微咸。
大连湾牡蛎　呈类三角形，背腹缘呈八字形。右壳外面淡黄色，具疏松的同心鳞片，

鳞片起伏成波浪状，内面白色。左壳同心鳞片坚厚，自壳顶部放射肋数个，明显，内面凹

下呈盒状，铰合面小。
近江牡蛎　呈圆形、卵圆形或三角形等。右壳较小，外面稍不平，有灰、紫、棕、黄

等色，环生同心鳞片，幼体者鳞片薄而脆，多年生长后鳞片层层相叠，内面白色，边缘有

的淡紫色。左壳较右壳坚硬、厚大。
均以质坚、内面光洁、色白者为佳。
饮片　牡蛎　为不规则的碎块，表面淡紫色，灰白色，黄色或黄褐色，内面瓷白色。

质硬，断面层状或层纹状排列，洁白。气微腥，味微咸。
煅牡蛎　呈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灰白色或青灰色，质酥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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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螵　蛸

ＥｎｄｏｃｏｎｃｈａＳｅｐｉａｅ

　　【来源】　为软体动物门乌贼科动物无针乌贼ＳｅｐｉｅｌｌａｍａｉｎｄｒｏｎｉｄｅＲｏｃｈｅｂｒｕｎｅ或金

乌贼Ｓｅｐｉａ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Ｈｏｙｌｅ的干燥内壳。
【性状鉴别】　无针乌贼　呈扁长椭圆形，边缘薄，中间厚，长９～１４ｃｍ，宽２５～

３５ｃｍ，厚１２～１５ｃｍ。背面有磁白色脊状隆起，两侧略显微红色，隐约可见细小疣点

状突起；腹面白色，自尾端到中部有细密波状横层纹；角质缘半透明，尾部较宽平，无骨

针。体轻，质松，易折断，断面粉质，显疏松层纹。气微腥，味微咸。
金乌贼　内 壳 较 前 者 大，长１３～２３ｃｍ，宽 约 至６５ｃｍ，最 厚 部 分 位 于 前 半 部，厚

０８～１２ｃｍ。背面疣点明显，略作层状排列；腹面的细密波状横层纹占全体大部分，中

间有纵向浅槽；尾部角质缘渐宽，向腹面翘起，末端有１骨针，多已断落。
均以色白、洁净者为佳。

全　　蝎

Ｓｃｏｒｐｉｏ

　　【来源】　为节肢动物门钳蝎科动物东亚钳蝎Ｂｕｔｈｕｓ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的干燥体。
【产地】　主产 于 河 南、山 东 等 省。河 北、辽 宁、安 徽、湖 北 等 省 亦 产。野 生 或 饲

养。　　　
【采收加工】　春末至秋初捕捉，除去泥沙，置沸水或沸盐水中，煮至全身僵硬，捞

出，置通风处，阴干。
【性状鉴别】　头胸部与前腹部呈扁平长椭圆形，后腹部呈尾状，皱缩弯曲，完整者

体长约６ｃｍ。头胸部成绿褐色，前面有１对短小的螯肢及１对较长大的钳状脚须，形似蟹

螯，背面覆有梯形背甲，腹面有足４对，均为７节，末端 各 具２爪 钩；前 腹 部 由７节 组

成，第七节色深，背甲上有５条隆脊线。背面绿褐色，后腹部棕黄色，６节，节上均有纵

沟，末节有锐钩状毒刺，毒刺下方无距。气微腥，味咸。
以完整、色黄褐、身干、腹中杂质少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黄棕色。①体壁外表皮表面观呈多角形网格样纹理，一边微尖

突，密布细小颗粒，可见凸起的圆形毛窝，刚毛常于基部断离；断面观内、外表皮纵贯较

多微细孔道；未角化外表皮呈类圆形凸起。②横纹肌纤维侧面观明带较宽，中有一暗线，
暗带有致密的短纵纹理。③刚毛体部具纵直纹理，髓腔细窄。④有脂肪油滴。

【成分】　①含蝎毒 素 （ｂｕｔｈｏｔｏｘｉｎ），为 一 种 毒 性 蛋 白，对 神 经 系 统 有 广 泛 生 物 活

性，从中分得 马 氏 钳 蝎 神 经 毒 素 （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ｎ）Ⅰ和Ⅱ。②抗 癫 痫 肽 （ａｎｔｉ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ｐｅｐ
ｔｉｄｅ）。③三甲胺 （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甜菜碱。④尚含牛磺酸、卵磷脂及铵盐等。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

测定，用稀乙醇作溶剂，不得少于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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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　　蚣

Ｓｃｏｌｏｐｅｎｄｒａ

　　【来源】　为节肢动物门蜈蚣科动物少棘巨蜈蚣ＳｃｏｌｏｐｅｎｄｒａｓｕｂｓｐｉｎｉｐｅｓｍｕｔｉｌａｎｓＬ．
Ｋｏｃｈ的干燥体。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扁平长条形，长９～１５ｃｍ，宽０５～１ｃｍ。由头部和躯干部组

成，全体共２２个环节。头部暗红色或红褐色，略有光泽，有近圆形的头板覆盖，两侧有

颚肢及触角各１对。躯干部第一背板与头板同色，其余２０个背板为棕绿色或墨绿色，有

光泽，从第四背板至第二十背板常有两条纵沟线；腹部淡黄色或棕黄色，皱缩；自第二节

起，每体节两侧有步足１对，步足黄色或红褐色，偶有黄白色，弯作钩形，最末一对步足

尾状，故又称尾足。质脆，断面有裂隙。气微腥，并有特殊刺鼻的臭气，味辛而微咸。
以条大、完整、腹干瘪者为佳。
饮片　为除去头、足的扁平小段。背部棕绿色或墨绿色，有光泽，腹部棕黄色或淡黄

色，质脆。具特殊的刺鼻臭气。味辛而微咸。焙蜈蚣呈棕黄色或褐黄色，有焦腥味。
【成分】　①含两种类似蜂毒的有毒成分，即组织胺 （ｃ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样物质及溶血蛋白

质。躯干部组织胺的含量为头部的７倍。②外皮含有具硫键的蛋白质。③尚含氨基酸、蚁

酸、脂肪及铜、锰、铁等元素。

土鳖虫 （虫）

ＥｕｐｏｌｙｐｈａｇａＳｅｕＳｔｅｌｅｏｐｈａｇａ

　　【来源】　为节肢动物门鳖蠊科昆虫地鳖Ｅｕｐｏｌｙｐｈａｇ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ａｌｋｅｒ或冀地鳖Ｓｔｅ
ｌｅｏｐｈａｇａｐｌａｎｃｙｉ（Ｂｏｌｅｎｇ）的雌虫干燥体。

【性状鉴别】　地鳖　呈扁平卵形，长１３～３ｃｍ，宽１２～２４ｃｍ。头端较狭，尾端

较宽，背部紫褐色，有光泽，无翅。前胸背板较发达，有胸背板３节，盖住头部；腹背板

９节，呈覆瓦状 排 列。腹 面 红 棕 色，头 部 较 小，有 丝 状 触 角１对，常 脱 落，胸 部 有 足３
对，具细毛和刺。腹部有横环节。质松脆，易碎。气腥臭，味微咸。

冀地鳖　呈长椭圆形，长２２～３７ｃｍ，宽１４～２５ｃｍ。背部黑棕色，通常在边缘带

有淡黄褐色斑块及黑色小点。
均以体完整、色紫褐、腹中内容物少者为佳。
【成分】　地鳖　①含鲨肝醇，具解毒作用。②尿囊素，具镇静作用，外用能促进皮

肤溃疡面和伤口愈合，有生肌作用。③尚含挥发油，其主成分为樟脑、醋酸乙酯等多种脂

肪醛和芳香醛。④二十八烷醇、β－谷甾醇等。⑤多种氨基酸。

桑　螵　蛸

ＯｔｈｅｃａＭａｎｔｉｄｉｓ

　　【来源】　为节肢动物门螳螂科昆虫大刀螂Ｔｅｎｏｄｅ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ａｕｓｓｕｒｅ、小刀螂Ｓｔａ
ｔｉｌｉａ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ｅｒｇ）或巨斧螳螂 Ｈｉｅｒｏｄｕｌａｐａｔ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Ｓｅｒｖｉｌｌｅ）的干燥卵鞘。

以上三种分别习称 “团螵蛸”、“长螵蛸”及 “黑螵蛸”。
【性状鉴别】　团螵蛸　略呈圆柱形或半圆形，长２５～４ｃｍ，宽２～３ｃｍ，厚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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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ｃｍ，由多数膜状 薄 层 叠 成。表 面 浅 黄 褐 色，上 面 隆 起 带 不 很 明 显，底 面 平 坦 或 有 凹

沟。体轻，质松而韧，横断面可见外层为海绵状物，内层为许多放射状排列的小室，室内

各有１细小椭圆形的卵，卵呈深棕色，有光泽。气微腥，味淡或微咸。
长螵蛸　略呈长条形，长２５～５ｃｍ，宽１～１５ｃｍ，厚约１ｃｍ，一端较细。表面灰黄

色，背部有１条明显的带状隆起，带的两侧各有１条暗棕色浅沟及斜向纹理，底面平坦或

凹入。质硬而脆。
黑螵蛸　略呈平 行 四 边 形，长２～４ｃｍ，宽１５～２ｃｍ，厚１～１５ｃｍ。表 面 黑 褐 色、

紫褐色或灰褐色，背部有１条明显的带状隆起，两侧有斜向纹理，近尾端微向上翘。质硬

而韧。
均以个完整、色黄、体轻而带韧性、卵末孵出、无树枝草梗等杂质者为佳。

斑　　蝥

Ｍｙｌａｂｒｉｓ

　　【来源】　为节肢动物门芫青科昆虫南方大斑蝥ＭｙｌａｂｒｉｓｐｈａｌｅｒａｔａＰａｌｌａｓ或黄黑小

斑蝥Ｍｙｌａｂｒｉｓｃｉｃｈｏｒｉｉ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的干燥体。
【产地】　全国大部分地区均产，主产于河南、广西、安徽、云南等省区。
【采收加工】　夏、秋二季捕捉，闷死或烫死，晒干。
【性状鉴别】　药材　南方大斑蝥　呈长圆形，长１５～２５ｃｍ，宽０５～１ｃｍ。头及

口器向下垂，有较大的复眼及触角各１对，触角多已脱落。背部具革质鞘翅１对，黑色，
有３条黄色或棕黄色的横纹；鞘翅下面有棕褐色薄膜状透明的内翅２片。胸腹部乌黑色，
胸部有足３对。气特异而臭，刺激性强，不宜口尝。

黄黑小斑蝥　较小，长１～１５ｃｍ。
均以个大、完整、颜色鲜明、无败油气味者为佳。
饮片　生斑蝥　为除去头、足、翅的干燥躯体，略呈长圆形，腹部乌黑色，背部有３

条黄色或棕黄色的横纹。有特殊臭气。
米斑蝥　形如生斑蝥，微挂火色，略有光泽，臭味轻微。
【显微鉴别】　南方大斑蝥粉末　棕褐色。①体表刚毛极多，黑褐色，分两类，一类

细而长，较直，另一类呈短刺状。②体壁碎片棕色，棱角明显，表面平或具小瘤突，有的

可见短小的刺和刚毛脱落后的小凹窝。③肌纤维板块状、条状或数条成束，黄白色，可见

顺直条纹，有时具横向环纹。④气管壁碎片平直或弯曲成弧状或管状，具整齐条状增厚。

⑤翅碎块可见黄白色及黑褐色相间的斑纹，在黑褐色部分具钮扣状圆环；表面具刚毛。
【成分】　①均含 斑 蝥 素 （ｃｎｔｈａｒｉｄｉｎ）、羟 基 斑 蝥 素。②尚 含 脂 肪 油、树 脂、蚁 酸、

色素及磷、镁、钙元素等。
斑蝥素治疗原发性肝癌、病毒性肝炎、鼻炎等均有显著效果，但毒性大，其半合成品

羟基斑蝥胺疗效类似而毒性只有斑蝥素的１／５００。斑蝥素也是芫青科昆虫特有的防御攻击

物质。主要分布在生殖腺、血液和 内 脏 中，以 胸、腹 部 含 量 最 高，而 头、翅、足 含 量 较

低。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约０１５ｇ，用微量升华法，所得白色升华物，放置片刻，

在显微镜下观察，为柱形、棱形结晶。（斑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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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升华物用石油醚洗２～３次，加硫酸 （相对密度１７７）２～３滴，微热，溶解后转

入二支试管内。一支试管继续用小火加热至发生气泡，立即离火，滴入对－二甲氨基苯甲

醛硫酸溶液１滴，溶液即显樱红色或紫红色 （检查斑蝥素）。另一支试管加入间苯二酚粉

末少许，小火加热至沸，溶液变红色，在紫外光灯下观察，显绿色荧光。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斑蝥素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法

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本品含斑蝥素

（Ｃ１０Ｈ１２Ｏ４）不得少于０３５％。

僵　　蚕

ＢｏｍｂｙｘＢａｔｒｙｔｉｃａｔｕｓ

　　【来源】　为节肢动物门蚕蛾科昆虫家蚕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４～５龄幼虫因感染

（或人工接种）白僵菌Ｂｅａｕｖｅｒｉａｂａｓｓｉａｎａ（Ｂａｌｓ．）Ｖｕｉｌｌａｎｔ．而致死的干燥体。
【性状鉴别】　略呈圆柱形，多弯曲皱缩，长２～５ｃｍ，直径４～７ｍｍ。表面灰黄色或

灰白色，被有白色粉霜状的气生菌丝和分生孢子。头部较圆，足８对，体节明显；尾部略

呈二分歧状。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平坦，外层白色，中间有亮棕色或亮黑色的丝腺环

４个。气微腥，味微咸。
以条粗、质硬、色白、断面光亮者为佳。表面无白色粉霜、中空者不可入药。

蜂　　蜜

Ｍｅｌ

　　【来源】　为节肢动物门昆虫纲蜜蜂科昆虫中华蜜蜂Ａｐｉｓｃｅｒａｎ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或意大利

蜂Ａｐｉｓ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所酿的蜜。
【产地】　各地均产，以广东、云南、福建、江苏、浙江等省产量较大。均为人工养

殖生产。
【采收加工】　春季至秋季采收。将蜂巢割下，用割蜜刀把封 盖 蜂 房 的 房 盖 割 去 后，

置离心机内将蜜分离出来；或将割下的蜂巢置于布袋中，将蜜挤出；滤过，除去杂质。
【性状鉴别】　为半透明、带光泽、浓稠的液体，白色至淡黄色 （白蜜），或橘黄色至

黄褐色 （黄蜜），放久或遇冷渐有白色颗粒状结晶 （葡萄糖）析出。气芳香，味极甜。
因产地、气候、潮湿度及蜜源植物的不同，蜂蜜的黏稠度 （油性）、色泽和气味也随

之而有差异。一般以春蜜中的洋槐花蜜、紫云英蜜、枣花蜜、油菜花蜜等色浅，黏度大，
气芳香，味甜，质量较佳。秋蜜如荞 麦 花 蜜、棉 花 蜜 等 色 深，气 微 臭，味 稍 酸，质 量 较

次。
以稠如凝脂、气芳香、味甜而纯正、无异臭杂质者为佳。
【成分】　①糖类：葡萄糖及果糖约７０％，两者含量相近，“油性大”、质量好的蜂蜜

果糖含量较高。另含少量蔗糖。②酶类 （转化酶、淀粉酶、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氢酶、
酯酶等）。③挥发油。④多种维生素。⑤其他：有机酸、乙酰胆碱、无机元素及花粉、蜡

质等。
【检查】　淀粉和糊精　取本品２ｇ，加水１０ｍｌ，煮沸后放冷，加碘试液１滴，不得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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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绿色或红褐色。
相对密度　按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蜂蜜项下相对密度测定法 （韦氏比重称法）

测定，本品的相对密度应在１３４９以上。
酸度　取本品１０ｇ，加新沸过的冷水５０ｍｌ，混匀，加酚酞指示液２滴与０１ｍｏｌ／Ｌ氢

氧化钠液４ｍｌ，应显粉红色，１０秒钟内不褪色。

５－羟甲基糠醛　取蜂蜜约５０ｇ，精密称定，置５０ｍｌ量瓶中，加水约２５ｍｌ溶解，加

１５％亚铁氰化钾溶液及３０％醋酸锌溶液各０５ｍｌ，加水至刻度 （必要时加乙醇１滴消除泡

沫），摇匀，用干燥滤纸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各５ｍｌ，分别置于甲、乙两个具塞试管中，
甲管加水５０ｍｌ，乙管加新制的０２％亚硫酸氢钠溶液５０ｍｌ作空白，混匀，照紫外分光

光度法，在２８４ｎｍ和３３６ｎｍ的波长处测定吸收度，其差不得大于０３４。
【含量测定】　按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滴 定 法 测 定，本 品 含 还 原 糖 不 得 少 于

６４０％。
【附注】　淀粉酶值　在我国商业部批准的标准中，对蜂蜜的淀粉酶值 （指１ｇ蜂蜜所

含淀粉酶在４０℃下、１小时内转化１％淀粉溶液的毫升数）规定为８以上。如果蜂蜜在加

工时加热温度过高，时间过长，淀粉酶会受到破坏；贮存时间过 长，淀 粉 酶 的 活 性 会 降

低；如蜂蜜有掺杂或掺假则会导致淀粉酶值降低。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蜂蜜的淀粉酶

值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以保证蜂蜜的质量。
有毒蜂蜜　大多有苦、麻、涩的异味，不可药用。检查蜂蜜中花粉粒的形态特征，如

发现乌头、雷公藤、羊踯躅或烟草等有毒植物的花粉粒存在，为避免人食用中毒，应作蜂

蜜毒性试验。据分析，在有毒蜂蜜中，有的含雷公藤碱 （ｗｉｌｆｏｒｉｎｅ）。

海　　马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来源】　为 脊 索 动 物 门 海 龙 科 动 物 线 纹 海 马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ｋｅｌｌｏｇｇｉＪｏｒｄａｎｅｔＳｎｙ
ｄｅｒ、刺海马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ｈｉｓｔｒｉｘＫａｕｐ、大海马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ｋｕｄａＢｌｅｅｋｅｒ、三斑海马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ｔｒ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Ｌｅａｃｈ或小海 马 （海 蛆）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Ｋａｕｐ的 干

燥体。
【性状鉴别】　线纹海马　体呈 扁 长 形 而 弯 曲，长 约３０ｃｍ。表 面 黄 白 色。头 略 似 马

头，前方有１管状长吻，口小，无牙，两眼深陷，头顶有冠状突起。躯干部七棱形；尾部

四棱形，渐细，向内卷 曲；体 上 有 瓦 楞 形 节 纹，并 具 短 棘。习 称： “马 头、蛇 尾、瓦 楞

身”。体轻，骨质，坚硬。气微腥，味微咸。
刺海马　体长１５～２０ｃｍ，黄白色，头部及体上节纹间的棘细而尖。
大海马　体长２０～３０ｃｍ，黑褐色。
三斑海马　体长１０～１８ｃｍ，体背部第１、４、７节两侧的短棘基部各有１黑斑。
小海马 （海蛆）　体形小，长７～１０ｃｍ。黑褐色。节纹及短棘均较细小。
均以体大、坚实、头尾齐全者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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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　　酥

ＶｅｎｅｎｕｍＢｕｆｏｎｉｓ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蟾蜍科动物中华大蟾蜍Ｂｕｆｏ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Ｃａｎｔｏｒ或黑

眶蟾蜍Ｂｕｆｏ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ｉｃｔｕｓ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的干燥分泌物。
【产地】　主产于辽宁、山东、江苏、河北、广东等省。
【采收加工】　多于夏、秋两季捕捉蟾蜍，洗净，挤取 耳 后 腺 及 皮 肤 腺 的 白 色 浆 液，

加工，干燥。采收加工过程中忌用铁器，以免变质。
【性状鉴别】　呈扁圆形团块状或片状。棕褐色或红棕色。团块状者质坚，不易折断，

断面棕褐色，角质状，微有光泽；片状者质脆，易碎，断面红棕色，半透明。气微腥，味

初甜而后有持久的麻辣感，粉末嗅之作嚏。断面沾水，即呈乳白色隆起。粉末少许置于锡

箔纸上，加热即熔成油状。
均以色红棕、断面角质状、半透明、有光泽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淡棕色。①甘油水装片观察，呈半透明或淡黄色不规则形碎块，

并附有砂粒状固体。②浓硫酸装片观察，显橙黄色或橙红色，碎块四周逐渐缩小而呈透明

的类圆形小块，表面显龟裂状纹理，放置稍久渐溶解消失。③水装片加碘试液观察，不应

含有淀粉粒。
【成分】　 （１）强心 甾 类 化 合 物：①蟾 毒 配 基 类 （ｂｕｆｏｇｅｎｉｎｓ）化 合 物，已 知 有１０

余种，大多为干燥加 工 过 程 中 的 分 解 产 物，如 华 蟾 酥 毒 基 （ｃｉｎｏｂｕｆａｇｉｎ）、脂 蟾 毒 配 基

（ｒｅｓｉｂｕｆｏｇｅｎｉｎ）、蟾毒灵 （ｂｕｆａｌｉｎ）、羟基华 蟾 毒 配 基、蟾 毒 配 基 等。另 含 洋 地 黄 毒 苷 元

等。②蟾毒类 （ｂｕｆｏｔｏｘｉｎｓ），为上述蟾毒配基类的酯 类，统 称 为 蟾 毒 类，多 存 在 于 加 工

前新鲜的蟾蜍分泌物中。
（２）吲哚类生物碱：主要有蟾酥碱 （ｂｕｆｏｔｅｎｉｎｅ）、蟾酥甲碱 （ｂｕｆｏｔｅｎｉｄｉｎｅ）、去氢蟾

酥碱等。
（３）此外尚含甾醇类、肾上腺素及多种氨基酸。
脂蟾毒配基、蟾毒灵等具有显著兴奋呼吸和升压作用，临床作升压、呼吸兴奋剂。蟾

毒灵具有较强的局部麻醉作用。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粉末约０１ｇ，加甲醇５ｍＬ，浸泡１小时，滤过，滤液加

对二甲氨基苯甲醛固体少量，滴加硫酸数滴，则显蓝紫色。（检查吲哚类化合物）
（２）取本品粉末０１ｇ，加氯仿５ｍＬ，浸泡１小时，滤过，将滤液蒸干，残渣加醋酐

少量使溶解，滴加硫酸，初显蓝紫色，渐变蓝绿色。（检查甾类化合物）
（３）《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以蟾酥对照药材、脂蟾毒配基及华蟾酥毒

基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谱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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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一个绿色及一个红色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本品按干

燥品 计 算，含 华 蟾 酥 毒 基 （Ｃ２６Ｈ３４Ｏ６）和 脂 蟾 毒 配 基 （Ｃ２４Ｈ３２Ｏ４）的 总 量 不 得 少 于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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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　　甲

ＣａｒａｐａｘｅｔＰｌａｓｔｒｕｍＴｅｓｔｕｄｉｎｉｓ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龟科动物乌龟Ｃｈｉｎｅｍｙｓｒｅｅｖｅｓｉｉ（Ｇｒａｙ）的背甲及腹甲。
【性状鉴别】　药材　背甲及腹甲由甲桥相连，背甲稍长于腹甲，与腹甲常分离。背

甲呈长椭圆形拱状，长７５～２２ｃｍ，宽６～１８ｃｍ；外表面棕褐色或黑褐色，脊棱３条；颈

盾１块，前窄后宽；椎盾５块，第１椎盾长大于宽或近相等，第２～４椎盾宽大于长；肋

盾两侧对称，各４块；缘 盾 每 侧１１块；臀 盾２块。腹 甲 呈 板 片 状，近 长 方 椭 圆 形，长

６４～２１ｃｍ，宽５５～１７ｃｍ；外表面淡黄棕色至棕黑色，盾片１２块，每块常具紫 褐 色 放

射状纹理，腹盾、胸盾和股盾中缝均长，喉盾、肛盾次之，肱盾中缝最短；内表面黄白色

至灰白色，有的略带血迹或残肉，称 “血板”，除净后可见骨板９块，呈锯齿状嵌接；前

端钝圆或平截，后端具三角形缺刻，两侧残存呈翼状向斜上方弯曲的甲桥。质坚硬。气微

腥，味微咸。
以略带血迹、身干、个大、无残肉、洁净者为佳。
饮片　龟甲　为不规则的小碎块，表面淡黄色或黄白色，有紫褐色放射状纹理。内面

黄白色，边缘呈锯齿状。质坚硬，可自骨板缝处断裂。气微腥，味微咸。
醋龟甲　形如龟甲。表面淡黄色，质松脆，略有醋气。

鳖　　甲

ＣａｒａｐａｘＴｒｉｏｎｙｃｉｓ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鳖科动物鳖Ｔｒｉｏｎｙｘ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ｉｅｇｍａｎｎ的背甲。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椭圆形或卵圆形，背面隆起，长１０～１５ｃｍ，宽９～１４ｃｍ，厚

约５ｍｍ。外表面黑褐色或墨绿色，略有光泽，密布网状细皱纹，并有灰黄色或灰白色斑

点，中间有一条纵棱，两侧各有左右对称的横凹纹８条，外皮脱 落 后，可 见 锯 齿 状 嵌 接

缝。内表面类白色，中部有突起的脊椎骨，颈骨向内卷曲，两侧有对称的肋骨各８条，伸

出边缘。质坚硬。气微腥，味淡。
以块大、甲厚、无残肉、洁净、无腐臭者为佳。
饮片　鳖甲　呈不规则的碎片，外表面黑褐色或墨绿色，内表面类白色。质坚硬。气

微腥，味淡。
醋鳖甲　形同鳖甲，但呈淡黄色，质酥脆，略具醋气。

蛤　　蚧

Ｇｅｃｋｏ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壁虎科动物蛤蚧Ｇｅｋｋｏｇｅｃｋｏ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除去内脏的干燥体。
【产地】　主产于广西龙津、大新等县。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亦产。广西、江苏等

省区有人工养殖。
【采收加工】　全年均可捕捉，５～９月为主要捕捉季节，剖开腹部，取出内脏，拭净

血液 （不可水洗），再以竹片撑开使全体扁平顺直，低温干燥，将大小相近的两只合成１
对，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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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药材　全体呈扁片状，头颈部及躯干部长９～１８ｃｍ，头颈部约占三分

之一，腹背部宽６～１１ｃｍ，尾 长６～１２ｃｍ。头 略 呈 扁 三 角 形，两 眼 多 凹 陷 成 窟 窿，无 眼

睑，口内角质细齿密生于颚的边缘，无异型大齿。吻部半圆形，吻鳞不切鼻孔，与鼻鳞相

连，上鼻鳞左右 各１片，上 唇 鳞１２～１４对，下 唇 鳞 （包 括 颌 鳞）２１片。腹 背 部 呈 椭 圆

形，腹薄。背部灰黑色或银灰色，有黄白色或灰绿色斑点 （进口蛤蚧多为砖红色斑点）散

在或密集呈不显著的斑纹，脊椎骨及两侧肋骨突起。四足均有五趾，除第一指趾外，均具

爪，趾间仅具蹼迹，足趾底面具吸盘。尾细长而结实，几与体长相等，微现骨节，与背部

颜色相同，有不甚明显的６～７个银灰色环带。全身密被类圆形微有光泽的细鳞。质坚韧。
气腥，味微咸。

以体大、肥壮、尾粗而长、无虫蛀者为佳。
饮片　蛤蚧　为不规则的片状小块，表面灰黑色或银灰色，有黄白色或灰绿色斑点及

鳞甲脱落后的痕迹。切面黄白色或灰白色。脊椎骨及肋骨突起清晰。稍具腥气，味微咸。
酒蛤蚧　形如蛤蚧。稍具酒气，味微咸。
【显微鉴别】　粉末　淡黄色或淡灰黄色。①鳞片近无色，表面可见半圆形、类圆形

隆起，略作覆瓦状排列，布有极细小的粒状物，有的可见圆形孔洞。②皮肤碎片淡黄色或

黄色，布有棕色或棕黑色色素颗粒，常聚成星芒状。③横纹肌纤维多碎裂。侧面观细密横

纹呈平行的波峰状，有的纹理不清晰；横断面常呈三角形、类圆形、类方形。④骨碎片表

面有细小裂缝状或针孔状孔隙；骨陷窝呈裂缝状、长条形，多为同方向排列，边缘骨小管

隐约可见。
【成分】　①生物碱类：如 胆 碱、肉 毒 碱 （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鸟 嘌 呤 （ｇｕａｎｉｎｅ）。②５种 磷

脂类成分，其中以磷脂酰乙醇胺含量最多。③肌肽 （ｃａｒｎｏｓｉｎｅ）。④脂肪酸、蛋白质及多

种氨基酸，氨基酸以甘氨酸为主。⑤钙、磷、镁、锌等多种无机元素。据报道，蛤蚧尾比

体含锌量高。
【附注】　伪品　 （１）壁虎科动物多疣壁虎Ｇｅｋｋｏ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ＤｕｍｅｒｉｌｅｔＢｉｂｒｏｎ）或

壁虎Ｇｅｋｋ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Ｇｒａｙ去内脏的干燥体，俗称小蛤蚧。全长在２０ｃｍ以下，背、腹肌

肉很薄，无眼睑，吻鳞切鼻孔，鳞片极细小，体背灰褐色，具多数不规则疣鳞，生活时尾

易断。
（２）鬣蜥科动物蜡皮蜥ＬｅｉｏｌｅｐｉｓｂｅｌｌｉａｎａｒｕｂｒｉｔａｅｎｉａｔａＭｅｒｔｅｎｓ去内脏的干燥体，俗

称红点蛤蚧。全长约４０ｃｍ，尾长近体长两倍。上唇具２个异形大齿，有眼睑，鳞片细小，
无疣鳞。体背灰黑色，密布橘红色圆形斑点，体两侧有条形横向的橘红色斑纹。指、趾狭

长而细，均具锐利爪。无蹼及吸盘。
（３）鬣蜥科动物喜山鬣 蜥Ａｇａｍａ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ａ （Ｓｔｅｉｎｄａｃｈｎｅｒ）去 内 脏 的 干 燥 体，俗

称西藏蛤蚧。全长３４～３６ｃｍ，尾长超过体长，有眼睑，吻鳞不切鼻孔，口内有异形大齿，
脊背有几行大鳞，四肢及尾背鳞片具棱，指趾狭长，圆柱形，均具爪，无蹼及吸盘。

（４）蝾螈科动物红瘰疣螈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ｖｏｒｒｕｃｏｓｕ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去或未去内脏的干燥体。
全体呈条形，长１３～１９ｃｍ，其 中 尾 长 达７ｃｍ。头 近 圆 形，较 大 而 扁，头 顶 部 有 倒 “Ｕ”
字形棱，中间陷下，无吻鳞。体表无 鳞 片，体 侧 有 瘰 疣，密 生 疣 粒。足 具４指５趾，无

蹼，无爪，无吸盘。尾侧扁而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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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白花蛇

ＢｕｎｇａｒｕｓＰａｒｖｕｓ

　　【来 源】　为 脊 索 动 物 门 眼 镜 蛇 科 动 物 银 环 蛇Ｂｕｎｇａｒｕｓｍｕｌｔｉｃｉｎｃｔｕｓｍｕｌｔｉｃｉｎｃｔｕｓ
Ｂｌｙｔｈ的幼蛇除去内脏的干燥体。

【产地】　主产于广东、广西、海南。广东、江西等省区有养殖。
【采收加工】　夏、秋二季捕捉，剖开蛇腹，除去内脏，擦净血迹，用乙醇浸泡处理

后，以头为中心，盘成圆盘状，用竹签横穿固定，干燥。
【性状鉴别】　呈圆盘状，盘径３～６ｃｍ，蛇体直径０２～０４ｃｍ。头盘在中间，尾细，

常纳口内，口腔内上颌骨前端有毒沟牙１对，鼻间鳞２片，无颊鳞，上下唇鳞通常各为７
片。背部黑色或灰黑色，有白色环纹４５～５８个，黑白相间，白环纹 在 背 部 宽１～２行 鳞

片，向腹面渐增宽，黑环纹宽３～５行鳞片，背正中明显突起一条脊棱，脊鳞扩大呈六角

形，背鳞细密，通身１５行，尾下鳞单行。气微腥，味微咸。
以身干、头尾齐全、色泽明亮、盘径小者为佳。
【显微鉴别】　背鳞外表面　取背鳞１片，用水装置，观察外表面：鳞片无色或呈黄

白色，具众多细密纵直条纹，间距１１～１７μｍ，沿鳞片基部至先端方向径向排列。此为

本品粉末鉴定的重要依据。
背鳞横切面　内、外表皮均较平直，真皮不向外方突出，真皮中色素较少。
【成分】　蛇体　①含蛋白质、脂肪。②鸟嘌呤核苷。
头部毒腺　①含多种酶，如三磷酸腺苷酶、磷脂酶等。②含多种蛇毒：如α－环蛇毒

（α－ｂｕｎｇａｒｏｔｏｘｉｎ）、β－环蛇毒、γ－环蛇毒 （为强烈的神经性毒）等。③神经生长因子

（ｎｅｒ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理化鉴别】　聚丙烯酰胺凝胶蛋白电泳谱带特征能区别于其他蛇类中药。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

测定，用稀乙醇作溶剂，浸出物不得少于１５０％。
【附注】　混淆品　在 广 东、广 西 以 白 花 锦 蛇Ｅｌａｐｈｅｍｏｅｌｌｅｎｄｏｒｆｆｉ （Ｂｏｅｔｔｇｅｒ）作

白花蛇 （金钱白花蛇）用，主要鉴别特征是头背呈赭红色、似梨形，体背灰绿色，具３０
余个排成三行略呈六角形的红褐色斑块，尾部有黑红相间的环纹。

伪品　近年来全国不少省区出现伪品金钱白花蛇多种，其造伪方式可分为：①由其他

种幼蛇加工而成。主要的有游蛇科动物中国水蛇Ｅｎｈｙｄｒ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Ｇｒａｙ）、黑背白环蛇

Ｌｙｃｏｄｏｎｒｕｈ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ｓｃｈｅｒ）等和眼镜蛇科动物金环蛇Ｂｕｎｇａｒｕ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其中尤以黑背白环蛇外形极似，充伪品甚多。正品金钱白花蛇不同于游蛇科动物的主要形

态特征是，无颊鳞，背鳞扩大呈六角形，尾下鳞单行。后者具颊鳞１个，背鳞不扩大，尾

下鳞双行。不同于同科金环蛇的主要形态特征是，正品有白色横环纹４５～５８个，黑纹宽

于白纹 （１～２个鳞），横纹不环绕腹部；后者是黄色环纹２３～３３个，黑黄纹相间近等宽

（均宽３～４个鳞片），横纹环绕腹部。②用正品银环蛇的成蛇体剖割加工成若干条小蛇身，
再装上其他蛇的蛇头，盘成圆盘状，冒充金钱白花蛇。此类伪品主要区别点是，蛇身不完

整，蛇头颈部与蛇身有拼接痕迹，蛇身白环纹数多１０个左右，无蛇尾。③以其他蛇的幼

体用褪色药水、油漆等将蛇身涂成白色环纹，此类伪品主要区别点为：白环纹的宽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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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不规则，脊鳞不扩大呈六角形。

蕲　　蛇

Ａｇｋｉｓｔｒｏｄｏｎ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蝰科动物五步蛇Ａｇｋｉｓｔｒｏｄｏｎａｃｕｔｕｓ （Ｇüｅｎｔｈｅｒ）除去内脏的

干燥体。
【产地】　主产于浙江温州、丽水、金华。江西、福建、广西等省亦产。
【采收加工】　多于夏、秋二季捕捉，剖开蛇腹，除去内脏，洗净，用竹片撑开腹部，

盘成圆盘状，干燥后拆除竹片。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盘状，盘 径１７～３４ｃｍ，体 长 可 达２ｍ。头 在 中 间 稍 向 上，

呈三角形而扁平，吻端向上，习称 “翘鼻头”。上腭有管状毒牙，中空尖锐。背部两侧各

有黑褐色与浅棕色组成的 “Ｖ”形斑纹１７～２５个，其 “Ｖ”形的两上端在背中线上相接，
习称 “方胜纹”，有的左右不相接，呈交错排列。腹部撑开或不撑开，灰白色，鳞片较大，
有黑色类圆形的斑点，习称 “连珠斑”；腹内壁黄白色，脊椎骨的棘突较高，呈刀片状上

突，前后椎体下突基本同形，多为弯刀状，向后倾斜，尖端明显超过椎体后隆面。尾部骤

细，末端有三角形深灰色的角质鳞片１枚，习称 “佛指甲”。气腥，味微咸。
以头尾齐全、条大、花纹明显、内壁洁净者为佳。
饮片　蕲蛇　呈小段状，长 约３ｃｍ。表 面 黑 褐 色 或 浅 棕 色，有 鳞 片 痕。腹 部 呈 灰 白

色，内面腹壁黄白色，可见脊椎骨或肋骨。气腥，味微咸。
蕲蛇肉　呈小段片状，无鳞片及骨骼，黄白色，质较柔软，略有酒气。
酒蕲蛇　形同蕲蛇。表面色泽加深，略有酒气。
【显微鉴别】　背鳞外表面观　取背鳞ｌ片，用水装置，观察外表面，鳞片呈深棕色

或黄棕色，密布乳头状突起，乳突呈类三角形、类卵形或不规则形，内含颗粒状色素。此

特征为本品粉末鉴定的重要依据。
背鳞横切面观　部分真皮和表皮向外乳头状突出，使外表面呈波浪形，突起部的真皮

含较多色素。内表面较平直，无乳头状突起。
【成分】　蛇体　蛋白质、脂肪、氨基酸等。
头部毒腺　①含多量出血性毒、少量神经性毒。②含微量的溶血成分，如三种抗凝血

活酶。③含促进血液凝固成分，如凝血酶样 （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ｅｌｉｋｅ）物质及酯酶。④尚含鸟嘌

呤核苷。⑤多种微量元素，如Ｚｎ、Ｍｎ等。
近年从该蛇毒中提纯的精氨酸酯酶具有去纤、降低血脂、降低血液黏度作用，并对血

小板数量与血小板黏附性、聚集功能均有下降作用。用于治疗脑血栓、周 围 阻 塞 性 血 管

瘤、高凝血症均有良效。
【理化鉴别】　聚丙烯酞胺凝胶蛋白电泳谱带特征能区别于其他蛇类中药。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

测定，用稀乙醇作溶剂，不得少于１００％。
【附注】　伪劣品　主 要 有：滑 鼠 蛇 （Ｐｔｙａｓｍｕｃｏｓｕｓ）、烙 铁 头 （Ｔｒｉｍｅｒｅｓｕｒｕｓｍｕ

ｃｒｏｓｑｕａｍａｔｕｓ）、山烙铁头 （Ｔ．ｍｏｎｔｉｃｏｔ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蝮 蛇 （Ａｇｋｉｓｔｒｏｄｏｎｈａｌｙｓ）、颈 棱

蛇 （Ｍａｃｒｏｐｉｓｔｈｏｄｏｎｒｕｄｉｓ）等。鉴别方法主要从原动物形态 （带皮者）和骨骼形态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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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者）以及骨骼的组织特征，必要时配以蛋白电泳和紫外光谱等理化方法。同时还应注意

鉴别劣质蕲蛇 （死后变质的蕲蛇加工干燥品）、掺假蕲蛇 （鲜蕲蛇剖腹后在蛇身皮下掺入

异物再盘圆定形）和假冒蕲蛇 （利用餐厅食用蕲蛇去掉的头、皮、尾，贴在去头、皮、尾

的杂蛇身上，定形干燥）。

乌　梢　蛇

Ｚａｏｃｙｓ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游蛇科动物乌梢蛇Ｚａｏｃｙｓｄｈｕｍｎａｄｅｓ（Ｃａｎｔｏｒ）除去内脏的

干燥体。
【产地】　主产于浙江、江苏、安徽等省。
【采收加工】　夏、秋二季捕捉，剖开腹部，或先剥去蛇皮留头尾，除去内脏，卷成

圆盘状，干燥。
【性状鉴别】　药材　呈圆盘状，盘 径 约１６ｃｍ。表 面 黑 褐 色 或 绿 黑 色，密 被 菱 形 鳞

片；背鳞行数成双，背中央２～４行鳞片强烈起棱，形成两条纵贯全体的黑线。头盘在中

间，扁圆形，眼大而下凹陷，有光泽。上唇鳞８枚，第４、５枚入眶，颊鳞１枚，眼前下

鳞１枚，较小，眼后鳞２枚。脊部高耸成屋脊状，俗称 “剑脊”。腹部剖开边缘向内卷曲，
脊肌肉厚，黄白色或淡棕色，可见排列整齐的肋骨。尾部渐细而长，尾下鳞双行。剥皮者

仅留头尾之皮，中段较光滑。气腥，味淡。
以身干、头尾齐全、皮黑、肉黄白色、质坚实者为佳。
饮片　乌梢蛇　呈短段状，长约３ｃｍ，表面乌黑色或绿黑色，有鳞片痕，无光泽，切

面黄白色或灰棕色。质坚硬。气腥，味淡。
乌梢蛇肉　呈段片状，无皮，无骨，肉厚而柔软，黄白色或灰白色。质韧。气腥，略

有酒气。
酒乌梢蛇　形同乌梢蛇。色泽加深，略有酒气。
【显微鉴别】　背鳞外表面观　取背鳞１片，用水装置，观察外表面，鳞片呈黄棕色，

具纵直条纹，条纹间距１３７～２７４μｍ，沿鳞片基部至先端方向径向排 列，内 含 色 素 斑。
此特征为本品粉末鉴定的重要依据。

背鳞横切面观　内、外表皮均较平直，真皮不向外方突出，真皮中色素较多。
【成分】　①蛋白质、脂肪。②尚含大量的钙、磷、镁常量元素；铁、铝、锌等微量

元素含量也较高。
【理化鉴别】　用聚丙烯酰胺凝胶蛋白电泳法能区别于其他蛇类。
【浸出物】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

测定，用稀乙醇作溶剂，浸出物不得少于１２０％。
【附注】　伪品　据报道，当前充乌梢蛇的伪品主要是同科动物十余种，其中主要的

有锦蛇属王锦蛇Ｅｌａｐｈｅ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红 点 锦 蛇Ｅｌａｐｈｅｒｕｆｏｄｏｒｓａｔａ （Ｃａｎｔｏｒ）、
黑眉锦蛇ＥｌａｐｈｅｌａｅｎｉｕｒｕｓＣｏｐｅ、双斑锦蛇Ｅｌａｐｈｅｂ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Ｓｃｈｍｉｄｔ；鼠 蛇 属 滑 鼠 蛇

Ｐｔｙａｓｍｕｃｏｓ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灰鼠蛇Ｐｔｙａｓｋｏｒｒｏｓ（Ｓｃｈｌｅｇｅｌ）；链蛇属赤链蛇Ｄｉｎｏｄｏｎｒｕ
ｆｏｚｏｎａｔｕｍ （Ｃａｎｔｏｒ）；游蛇属草游蛇Ｎａｔｒｉｘｓｔｏｌａｔ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等。这些伪品蛇与乌梢蛇

的主要区别点在于：背鳞行列都是奇数，而乌梢蛇背部鳞片为偶数列。背鳞也可进行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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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在无背鳞时可用头骨、躯椎骨比较，或用蛋白电泳以及薄 层 分 析、紫 外 光 谱 来 鉴

别。

鸡　内　金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ＣｏｒｎｅｕｍＧｉｇｅｒｉａｅＧａｌｌｉ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鸟纲雉科动物家鸡Ｇａｌｌｕｓｇａｌｌｕ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Ｂｒｉｓｓｏｎ的干燥

沙囊内壁。
【性状鉴别】　药材　呈 不 规 则 皱 缩 的 囊 状 卷 片，完 整 者 长３～４ｃｍ，宽 约３ｃｍ，厚

１～２ｍｍ。表面黄色、黄绿色或黄褐色，薄而半透明，具明 显 的 条 状 波 浪 形 皱 纹。质 脆，
易碎，断面角质样，有光泽。气微腥，味微苦。

以个大、色黄、完整少破碎者为佳。
饮片　炒鸡内金　为不规则碎片，表面暗黄褐色至焦黄色，用放大镜观察，显颗粒状

或微细泡状。轻折即断，断面有光泽。
醋鸡内金　形同炒鸡内金，有醋的气、味。
【成分】　①酶类：如胃蛋白酶，淀 粉 酶。②类 角 蛋 白。③多 种 氨 基 酸：如 谷 氨 酸、

精氨酸、天门冬 氨 酸、缬 氨 酸 等１８种 氨 基 酸。④多 种 维 生 素，如 维 生 素Ｂ１、Ｂ２、尼 克

酸、抗坏血酸。⑤含铝、钙、铁、镁、铜、锌等无机之素。

麝　　香

Ｍｏｓｃｈｕｓ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哺乳纲鹿科动物林麝ＭｏｓｃｈｕｓｂｅｒｅｚｏｖｓｋｉｉＦｌｅｒｏｖ、马麝 Ｍｏｓ
ｃｈｕｓｓｉｆａｎｉｃｕｓ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或原麝Ｍｏｓｃｈｕｓｍｏｓｃｈｉｆｅｒ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

泌物。
【产地】　野生品主产于四川、西藏、陕西、甘肃等省区。以四川、西藏产量大、质

量优。四川省都江堰市、马尔康、米亚罗等地均已建场养麝，人工取香获得成功，现已能

提供部分麝香商品。
【采收加工】　野麝多在冬季至次春猎取，捕获后，立即割取香囊，阴干，习称 “毛

壳麝香”，除去囊壳，取囊中分泌物，习称 “麝香仁”。家养麝多在１０月份直接用挖勺从

活麝香囊中挖取，阴干或用干燥器密闭干燥。
【性状鉴别】　毛壳麝香　呈囊状球形、椭圆形或扁圆形，直径３～８ｃｍ，厚２～４ｃｍ。

开口面的革质皮棕褐色，略平，密生灰白色或灰棕色短毛，从两侧围绕中心排列，中央有

１小囊孔，直径２～３ｍｍ。另一面为棕褐色略带紫色的皮膜，微皱缩，偶显肌肉纤维，略

有弹性；剖开后，可见中层皮膜呈棕褐色或灰褐色，半透明；内层皮膜呈棕色，内含颗粒

状及粉末状的麝香仁和少量细毛及脱落的内层皮膜 （习称 “银皮”或 “云皮”）。有特异香

气。
以饱满、皮薄、仁多、捏之有弹性、香气浓烈者为佳。
麝香仁　野生品　质柔、油润、疏松；其中呈不规则圆形或颗粒状者习称 “当门子”，

外表多呈紫黑色，微有麻纹，油润光亮，断面黄棕色或深棕色；粉末状者多呈黄棕色或棕

褐色或微带紫色，并有少量脱落的内层皮膜和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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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品　呈颗粒状、短条形或不规则团块；表面不平，紫黑色或深棕色，显油性，微

有光泽，并有少量脱落的内层皮膜和毛。气香浓烈而特异，味微辣、微苦带咸。
以当门子多、颗粒色紫黑、粉末色棕褐、质柔润、香气浓烈者为佳。
【显微鉴别】　麝香仁粉末　棕褐色或黄棕色。为许多不定形颗粒状物集成半透明或

透明团块，淡黄色或淡棕色。团块中包埋或散在有方形、柱形、八面体或不规则的晶体；
并可见圆形油滴，偶见毛及脱落的内层皮膜组织。

【成分】　①含大环酮类化合物：主要为麝香酮 （ｍｕｓｃｏｎｅ），具特异强烈香气，为主

要活性成分，少量降麝香酮 （ｎｏｒｍｕｓｃｏｎｅ）等。②含蛋白质 和 多 肽、多 种 氨 基 酸，高 分

子量的肽类是抗炎的主要成分。③含１１种雄甾烷衍生物，如雄性酮 （ａｎｄｒｏｓｔｅｒｏｎｅ）、表

雄酮等。④生物碱类化合物：麝香吡啶 （ｍｕｓｃ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羟基麝香吡啶Ａ、Ｂ等。⑤胆

甾醇、脂肪酸、尿囊素、尿素和无机盐。
【理化鉴别】　 （１）取毛壳麝香用特制槽针从囊孔插入，转动槽针，撮取麝香仁，立

即检视，槽内的麝香仁应有逐渐膨胀高出槽面的现象，习称 “冒槽”。麝香仁油润，颗粒

疏松，无锐角，香气浓烈。不应有纤维等异物或异常气味。
（２）取麝香仁粉末少量，置手掌中，加水润湿，用手 搓 之 能 成 团，再 用 手 指 轻 揉 即

散，不应沾手、染手、顶指或结块。
（３）取粉末少量撒于炽热坩埚中灼烧，初则迸裂，随即熔化膨胀起泡似珠，香气浓烈

四溢，应无毛、肉焦臭，无火焰或火星出现，灰化后残渣呈白色或灰白色。
【检查】　杂质　本品不得检出动植物组织、矿物和其他掺伪物。不得有霉变。
干燥失重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减压干燥法测定，减失重量不得过

３５０％。
总灰分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按干燥品计算，总灰分不得过６５％。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本品按干燥品

计算，含麝香酮 （Ｃ１６Ｈ３０Ｏ）不得少于２０％。
【附注】　掺伪品　在商品毛壳麝香和麝香仁中均发现有掺伪品，如动物的肌肉、肝

脏、血块、蛋黄粉、奶渣等；植 物 性 的 儿 茶 粉、淀 粉、锁 阳 粉、桂 皮 粉、大 豆 粉、丁 香

粉、地黄粉、海金沙等；矿物雄黄、赤石脂、铅粉、铁末、砂石等。以上掺伪品用显微鉴

别和理化鉴别方法均能与真品麝香区分。
代用品　麝香的代用品研究工作已经很久，迄今具有麝香类似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

的有灵猫香和麝鼠香两种。
（１）灵 猫 香　为 灵 猫 科 动 物 大 灵 猫Ｖｉｖｅｒｒａｚｉｂｅｔｈ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及 小 灵 猫Ｖｉｖｅｒｒｉｃｕｌａ

ｉｎｄｉｃａＤｅｓｍａｒｅｓｔ香囊中的分泌物。雌雄动物均产香，雄性产香量比雌性高，含香猫酮、
香猫醇及降麝香酮 （环十五烷酮）等。为蜂蜜样的稠厚液，呈白色或黄白色，存放日久则

色泽渐变，由黄色最终变成褐色，呈软膏状，具类似麝香气。
（２）麝鼠香　为田鼠科动物麝鼠ＯｎｄａｔｒａｚｉｂｅｔｈｉｃａＬ．雄性香囊中的分泌物。具有类

似麝香的特殊香气。含有与天然麝香相同的麝香酮、降麝香酮、５－顺式环十五烯酮等大

环化合物。具有抗炎、抑菌、抗应激、耐缺氧、降低心肌耗氧量、降血压、减慢心率、促

进生长及同化类固醇与雄激素等作用，治疗冠心病有较好的疗效。麝鼠原产北美州，其香

也称 “美国麝香”。我国经人工引种散放，麝鼠分布十分广泛，资源丰富，作麝香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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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价值很大。

鹿　　茸

ＣｏｒｎｕＣｅｒｖｉＰａｎ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来源】　为 脊 索 动 物 门 鹿 科 动 物 梅 花 鹿ＣｅｒｖｕｓｎｉｐｐｏｎＴｅｍｍｉｎｃｋ或 马 鹿Ｃｅｒｖｕｓ
ｅｌａｐｈ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雄鹿未骨化密生茸毛的幼角。前者习称 “花鹿茸 （黄毛茸）”，后者习称

“马鹿茸 （青毛茸）”。
【产地】　花鹿茸　主产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四川等省亦产，品质优。现

均为人工饲养。
马鹿茸　主产于黑龙 江、吉 林、内 蒙 古、新 疆、青 海、甘 肃 等 省 区，东 北 产 者 习 称

“东马鹿茸”，品质较优；西北产者习称 “西马鹿茸”，品质较次。现均有人工饲养。
【采收加工】　采收分锯茸和砍茸两种方法。锯茸：夏、秋二季锯取鹿茸，立即进行

钉钉扎口、排血、洗茸、煮烫和干燥等加工后，阴干或烘干。砍茸：将鹿头砍下，再将茸

连脑盖骨锯下，刮净残肉，绷紧脑皮，进行煮烫等加工后，阴干或烘干。
【性状鉴别】　药材　花鹿茸　锯茸：呈圆柱状分枝，具１个分枝者习称 “二杠”，主

枝习称 “大挺”，长１７～２０ｃｍ，锯口直径４～５ｃｍ，离锯口约１ｃｍ处分出侧枝，习称 “门

庄”，长９～１５ｃｍ，枝顶钝圆，较大挺略细。外皮红棕色或棕色，多光润，表面密生红黄

色或棕黄色细茸毛，上端毛密，下端较疏；分岔间具一条灰黑色筋脉，皮茸紧贴。锯口面

黄白色，中部有致密的蜂窝状小孔，外围无骨质。体轻。气微腥，味微咸。具二个分枝者

习称 “三岔”，大挺长２４～３４ｃｍ，直径较二杠细，略呈弓形而微扁，枝端略尖，下部有纵

棱筋及突起的小疙瘩；皮红黄色，茸毛较稀而粗；锯口外围多已骨化；体稍重。
二茬茸 （再生茸）和头茬茸近似，但主枝长而不圆或下粗上细，下部有纵棱筋，皮灰

黄色，茸毛较粗糙，锯口外围多已骨化。体较重，无腥气。
砍茸：为带头骨的茸，茸形与锯茸相同，亦分二杠或三岔等规格。两茸相距约７ｃｍ，

脑骨前端平齐，后端有１对弧形骨，习称 “虎牙”。脑骨白色，外附头皮，皮上密生茸毛。
气微腥，味微咸。

马鹿茸　较花鹿茸粗大，分枝较多，侧枝１个者习称 “单门”，２个者习称 “莲花”，

３个者习称 “三岔”，４个者习称 “四岔”等。其中以 “莲花”、“三岔”为主。按产地不同

分为东马鹿茸和西马鹿茸。
东马鹿茸：“单门”大挺长２４～２７ｃｍ，直径约３ｃｍ。外皮灰黑色，茸毛灰褐色或灰黄

色，锯口面外皮较厚，灰黑色，中部密布细孔，质嫩；“莲花”大挺长可达３３ｃｍ，下部有

纵棱筋，锯口面蜂窝状小孔稍大；“三岔”皮色深，质较老；“四岔”茸毛粗而稀，大挺下

部具棱筋及疙瘩，分枝顶端多无毛，习称 “捻头”。
西马鹿茸：大挺长３０～１００ｃｍ，多不圆，顶端圆扁不一，表面有棱，多抽缩干瘪，分

枝较长而弯曲，茸毛粗长，灰色或黑灰色。锯口色较深，常见骨质。气腥臭，味咸。
均以茸形粗壮、饱满、皮毛完整、质嫩、油润、无骨棱、无骨钉者为佳。
饮片　花鹿茸片　花鹿茸尖部切片习称 “血片”、“蜡片”，为圆形薄片，切面浅棕色

或浅黄白色，半透明，微显光泽；外皮无骨质，周边粗糙，红棕色或棕色；质坚韧；气微

腥，味微咸。中上部的切片习称 “蛋黄片”，切面黄白色或粉白色，中间有极小的蜂窝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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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孔。下部习称 “老角片”，为圆形或类圆形厚片，表面粉白色或浅白色，中间有蜂窝状

细孔，外皮无骨质或略具骨质，周边粗糙，红棕色或棕色，质坚脆。
马鹿茸片　 “血片”、“蜡片”为圆形薄片，切面灰黑色，中央米黄色，半透明，微显

光泽，外皮较厚，无骨质，周边灰黑色，质坚韧，气微腥，味微咸。 “老角片”、 “粉片”
为圆形或类圆形厚片，切面灰黑色，中央米黄色，有细蜂窝状小孔，外皮较厚，无骨质或

略具骨质，周边灰黑色，质坚脆，气微腥，味微咸。
【显微鉴别】　梅花茸粉末　淡黄色。①表皮角质层表面颗粒状，茸毛脱落后的毛窝

圆洞状。②茸毛的毛干表面由扁平细胞 （鳞片）呈覆瓦状排列的毛小皮包围，细胞的游离

缘指向毛尖，皮质有棕色色素，髓质断续或无；毛根常与毛囊相连，基部膨大作撕裂状。

③骨碎片表面有纵纹及点状孔隙；骨陷窝呈类圆形或类梭形，边缘骨小管呈放射状沟纹。
横断面可见大的圆孔洞。④未骨化组织表面具多数不规则的块状突起物。⑤骨化梭形细胞

多散在。
【成分】　①神经酰胺，溶血磷脂酰胆碱 （ｌｙｓ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ＬＰＣ），次黄嘌

呤 （ｈｙｐｏｘａｎｔｈｉｎ），尿嘧啶 （ｕｒａｃｉｌ）。②磷脂类物质，如卵磷脂、脑磷脂、神 经 磷 脂 等。

③多胺类物质 （精脒、精胺及腐胺）。④肽类。⑤多种氨基酸，以甘氨酸含量最高。⑥其

他：ＰＧＥ２ 等多种前列腺素、少量雌酮、胶原和多种微量元素等。
其中溶血磷脂酰胆碱有降血压作用；次黄嘌呤、尿嘧啶和磷脂类物质有较强的抑制单

胺氧化酶 （ＭＡＯ）活性的功能；多胺类化合物是促进核酸和蛋白质合成的有效成分，在

鹿茸尖部多胺含量较高；肽类物质有抗炎活性。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约０１ｇ，加水４ｍｌ，置水浴中加热１５分钟，放冷，滤过。

取滤液１ｍｌ，加２％茚三酮溶液３滴，摇匀，加热煮沸数分钟，显蓝紫色；另取滤液１ｍｌ，
加１０％氢氧化钠溶液２滴，摇匀，滴加０５％硫酸铜溶液，显蓝紫色。（氨基酸类反应）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鹿茸对照药材和甘氨酸对照品作为对照，进

行薄层色谱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应显相同颜色的主斑

点；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牛　　黄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Ｂｏｖｉｓ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牛科动物牛Ｂｏｓｔａｕｒｕ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Ｇｍｅｌｉｎ干燥的胆结石。习

称 “天然牛黄”。
【产地】　全国各地屠宰场均产。
【采收加工】　宰牛时检查胆囊、胆管及肝管，如有结石，立即取出，除净附着的薄

膜，阴干。
【性状鉴别】　根据形状可分蛋黄及管黄二种。
蛋黄　多呈卵形、类球形、四方形或三角形，大小不一，直径０６～３３ （４５）ｃｍ。

表面黄红色至棕黄色，有的表面挂有一层黑色光亮的薄膜，习称 “乌金 衣”，有 的 粗 糙，
具疣状突起，有的具龟裂纹。体轻，质酥脆，易分层剥落，断面金黄色，可见细密的同心

层纹，有的夹有白心。气清香，味苦而后微甜，入口有清凉感，嚼之易碎，不粘牙。取本

品少量，加清水调和，涂于指甲上，能将指甲染成黄色，习称 “挂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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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黄　呈管状，完整者长约３ｃｍ，直径可达１５ｃｍ，或为破碎的小片。表面不平或有

横曲纹，有裂纹及小突起，红棕色或棕褐色。质酥脆，断面有较少的层纹，有的中空，色

较深。
以完整、色棕黄、质酥脆、断面金黄色、层纹清晰而细腻者为佳。
【显微鉴别】　粉末　用水合氯醛试液装片，不加热，置显微镜下观察：不规则团块

由多数黄棕色或红棕色小颗粒集成，遇水合氯醛液，色素迅速溶解，并显鲜明金黄色，久

置后变绿色。
【成分】　①主含胆汁色素７２％～７６％，其中主为胆红素 （Ｃ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及其钙盐。②

胆汁酸类，包括胆酸、去氧胆酸，以及牛磺胆酸盐、甘氨胆酸盐等。③胆固醇。④其他：
脂肪酸、卵磷脂、粘蛋白、平滑肌收缩物质、酸性肽、多种氨基酸和无机盐类。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少量，加硫酸，显污绿色，如加浓硝酸，则显红色。（胆

红素反应）
（２）《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胆酸、去氧胆酸对照品为对照，进行薄层色

谱试验，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两个荧光斑点。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本品按干燥品

计算，含胆酸 （Ｃ２４Ｈ４０Ｏ５）不得少于４０％。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

胆红素 （Ｃ３３Ｈ３６Ｎ４Ｏ６）不得少于３５０％。
【附注】　人工牛黄　系自牛或猪等的胆汁中提取成分，参照天然牛黄的已知成分配

制而成。多数呈粉状，也有呈不规则球块者。淡棕黄色或金黄色，质轻松。气微清香而略

腥，味微甜而苦，入口无清凉感，水溶液亦能 “挂甲”。
活体植核培育牛黄　是根据天然牛黄生成的原因和机理，以外科手术在健康牛体的胆

囊内埋入异物核和注入非致病和毒力弱的大肠杆菌，使胆汁在异物核外表面进行环形层状

沉积。２～３年后取出牛黄，阴干。药材为不规则的块片或粉末。金黄色、棕黄色或黄褐

色。质较疏松，间有少量灰白色疏松状物和乌黑硬块。气微腥，味微苦而后甘，嚼之不粘

牙，有清凉感，可以 “挂甲”。
体外培育牛黄　以黄牛的新鲜胆汁作母液，加入复合胆红素钙、胆酸、去氧胆酸等，

用人工物理化学方法，在体外所得的牛胆红素钙结石。呈球形、类球形，直径０５～３ｃｍ。
表面光滑，呈黄红色至棕黄色。体轻，质松脆，断面有同心层纹。气香，味苦而后甘，有

清凉感，嚼之易碎，不粘牙。其成分、结构均与天然牛黄一致。
伪品　用黄连、黄柏、大黄、姜黄、鸡蛋黄或植物黄色素等的粉末与动物胆汁混合制

成。其外表色浅黄，体较重，断面棕褐色，粗糙，无层纹，味苦，无清香气，入口即化成

糊状，无 “挂甲”现象。显微镜检查可见植物组织碎片，理化鉴别与正品明显有别。

羚　羊　角

ＣｏｒｎｕＳａｉｇａｅＴａｔａｒｉｃａｅ

　　【来源】　为脊索动物门牛科动物赛加羚羊Ｓａｉｇａｔａｔａｒｉｃ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的角。
【产地】　主产于俄罗斯。新疆北部边境地区亦产。
【采收加工】　全年可捕，猎取后将角从基部锯下，洗净，晒干。以８～１０月捕捉锯

下的角色泽最好，角色莹白；春季猎得者青色微黄，冬季猎得者因受霜雪侵袭，角质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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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表面有裂纹，质较次。
【性状鉴别】　药材　呈长圆锥形，略呈弓形弯曲，长１５～３３ （４４）ｃｍ，基部直径３

～４ｃｍ。类白色或 黄 白 色，基 部 稍 呈 青 灰 色；嫩 枝 全 体 光 润 如 玉，无 裂 纹，对 光 透 视 有

“血丝”或紫黑色斑纹；老枝有细纵裂纹；除顶端部分外，有１０～１６个隆起的环脊，间距

约２ｃｍ，用手握之，四指正好嵌入凹处。基部横截面类圆形，内有坚硬质重的角柱，习称

“骨塞”，长约占全角的１／２～１／３，表 面 有 突 起 的 纵 棱 与 其 外 面 角 鞘 内 的 凹 沟 紧 密 嵌 合，
从横断面观，其结合部呈锯齿状。除去 “骨塞”后，角的下半段 成 空 筒 状，全 角 呈 半 透

明，对光透视，无骨塞部分的中心有一条隐约可辨的细孔道直通角尖，习 称 “通 天 眼”。
质坚硬。气无，味淡。

以质嫩、色白、光润、内含红色斑纹、无裂纹者为佳。
饮片　羚羊角镑片　横片为类圆形薄片。类白色或黄白色，半透明，外表可见纹丝，

微呈波状，中央可见空洞。质坚韧，不易拉断。无臭，味淡。
羚羊角纵片　为纵向条状薄片，类 白 色 或 黄 白 色，表 面 光 滑，半 透 明，有 光 泽。无

臭，味淡。
羚羊角粉　为乳白色的细粉，无臭，味淡。
镑片以多折曲、白色、半透明、纹丝直而微呈波状、质坚韧、不易拉断者为佳。
【显微鉴别】　横切面　①可见组织构造多少呈波浪状起伏。角顶部组织波浪起伏最

为明显，在峰部往往有束存在，束多呈三角形；角中部稍呈波浪状，束多呈双凸透镜形；
角基部波浪形不明显，束呈椭圆形至类圆形。②髓腔大小不一，以角基部的髓腔最大。③
束的皮层细胞扁梭形，３～５层。束间距离较宽广，充满近等径性多边形、长菱形或狭长

形的基本角质细胞。皮层细胞或基本角质细胞中央往往可见一个折光性强的圆粒或线状

物。
【成分】　①含角蛋白。羚羊角经酸水解后测定，含异白氨酸、白氨酸等多种氨基酸。

②尚含磷脂类成分，如卵磷脂、脑磷脂、神经鞘磷脂、磷脂酰丝氨酸及磷脂酰肌醇等。③
磷酸钙及不溶性无机盐等。

【附注】　伪品　①羚羊角主靠进口，因价格昂贵，药材常见伪品，如同科动物鹅喉

羚羊 （长 尾 黄 羊）Ｇａｚｅｌｌａｓｕｂｇｕｔｔｕｒｏｓａ Ｇｕｌｄｅｎｓｔａｅｄｔ、藏 羚 羊Ｐａｎｔｈｏｌｏｐｓ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Ａ
ｂｅｌ．、黄羊ＰｒｏｃａｐｒａｇｕｔｔｕｒｏｓａＰａｌｌａｓ等的角，它们均不呈类白色、半透明，均无 “通天

眼”，应注意鉴别。②用聚酯等材料用模具压制而成，类白色，半透明，均无 “通天眼”。
掺伪品　进口的羚羊角曾发现角内灌有铅粒，以增加重量，可检查骨塞是否活动，或

用Ｘ光仪检查。亦应注意进口品的霉变情况 （指羚羊角基部骨塞表面长满了霉斑；如仅

有少量灰绿色或黄色霉斑，称发霉），霉变者不可供药用。

（卫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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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物 药 类

第十九章

矿物类中药的概况

　　学习要点　①矿物类中药的性质及分类方法。②矿物类中药的应用概况。

第一节　矿物类中药的应用概况

矿物是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天然单质或化合物。

中医利用矿物作为药物，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２世纪 已 能 从 丹 砂 中 制 炼 水

银；北宋年间 （公元１１世纪），已能从人尿中提取制造 “化石”，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皂

苷沉淀甾体等特异的化学反应，以及过滤、升华等一系列近代还在使用的方法。从 《神农

本草经》起，历代本草均有矿物药记载，《神农本草经》中载有玉石类药物４１种，《名医

别录》增加矿物药３２种，《新修本草》增加矿物药１４种，《本草拾遗》又增加矿物药１７
种，即到唐代矿物药已达１０４种。宋代 《证类本草》等书中的矿物药已达１３９种。《本草

纲目》的金石部载有１６１种，《本草纲目拾遗》又增加矿物药３８种。据粗略统计，我国古

代使用的矿物药有近２００种。

据 《中国中药资源》记载，根据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统计，我国现在药

用的矿物约有８０种。

矿物药分为：

１．原矿物药　可供药用的天然矿物，如朱砂、石膏、炉甘石、赭石等。

２．以矿物为原料的加工品　如轻粉、红粉、秋石等；

３．动物或动物骨骼的化石　如龙骨、石燕等。

第二节　矿 物 的 性 质

矿物除少数是自然元素外，绝大多数是自然化合物，它 们 大 多 数 是 固 体，少 数 是 液

体，如水银 （Ｈｇ），或气体，如硫化氢 （Ｈ２Ｓ）。每一种矿物都有一定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这些性质取决于它们的化学成分和结晶构造，利用这些性质的不同，可以对矿物 进 行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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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１．矿物的晶系　绝大部分矿物都是天然产出的晶体。晶体矿物根据其晶体内部结构

的不同分成七大晶系，它们是：等轴晶系、三方晶系、四方晶系、六方晶系、斜方晶系、
单斜晶系和三斜晶系。

矿物中除了少数单晶体以外，常常是以许多单晶体聚集成为集合体的形式存在。集合

体的形态多种多样，如粒状、晶簇状、放射状、结核体状等。

２．矿物中水的存在形式　有的晶体矿物含有一定的水，称为含水矿物。水在矿物中

存在的形式，直接影响到矿物的性质。利用这些性质，可以对矿物进行鉴定。水在矿物中

的存在形式可分为：
（１）吸附水或自由水　水分子不加入矿物的晶格构造。
（２）结晶水　水 以 分 子 形 式 参 加 矿 物 的 晶 格 构 造，如 石 膏 （ＣａＳＯ４·２Ｈ２Ｏ）、胆 矾

（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
（３）结 构 水　水 以 Ｈ＋ 或 ＯＨ－ 等 离 子 形 式 参 加 矿 物 的 晶 格 构 造，如 滑 石 Ｍｇ３

（Ｓｉ４Ｏ１０）（ＯＨ）２。

３．透明度　矿物透光能力的大小称为透明度。将矿物磨成００３ｍｍ标准厚度后，比

较其透明度，可分为三类：透明矿物、半透明矿物和不透明矿物。

４．颜色　矿物对自然光线中不同波长的光波均匀吸收或选择吸收所表现的性质。矿

物的颜色一般分为三种：
（１）本色　是由矿物的成分和内部构造所决定的颜色，如辰砂的红色，石膏的白色。
（２）外色　由外来的带色杂质、气泡等包裹体所引起的颜色，与矿物自身的成分和构

造无关。外色的深浅除与带色杂质的量有关外，还与杂质分散的程度有关，如紫石英、大

青盐等。
（３）假色　由晶体内部裂缝面、解理面及表面氧化膜的反射光引起与入射光波的干涉

作用而产生的颜色，如云母的变彩现象。
条痕及条痕色　矿物在白色毛瓷板上划过后所留下的粉末痕迹称为条痕，粉末的颜色

称为条痕色。条痕色比矿物表面的颜色更为固定，更能反映矿物的本色，因而更具鉴定意

义。有的矿物表面的颜色与粉末颜色相同，如朱砂。也有的是不相同的，如自然铜，表面

为亮淡黄色或棕褐色，而粉末为绿黑色或棕褐色。

５．光泽　矿物表面对投射光的反射能力称为光泽。分为金属光泽、金刚光泽、玻璃

光泽、油脂光泽、绢丝光泽、珍珠光泽等。

６．相对密度　是指在共同特定的条件下，某矿物的密度与水的密度之比。是鉴定矿

物重要的物理常数。每一种矿物都有一定的相对密度，测定矿物的相对密度可以区别或检

查矿物的纯杂程度。

７．硬度　是指矿物抵抗外来机械作用 （如刻划、研磨、压力等）的能力。分为相对

硬度和绝对硬度。矿物类中药的硬度一般采用相对硬度表示，分为１０级。它是以一种矿

物与另一种矿物相互刻划，比较矿物硬度相对高低的方法。实际工作中常用四级法比较：
指甲相当于２５级、铜钥匙约３级、小刀约５５级、石英或钢锉７级。精密测定矿物的硬

度，可用测硬仪或显微硬度计等进行测定。

８．解理、断口　矿物受力后沿一定的结晶方向裂开成光滑平面的性能称为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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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成的光滑平面称为解理面。解理是结晶矿物特有的性质，其形成和晶体的构造 类 型 有

关，所以是矿物的主要鉴定特征。矿物的解理可分为极完全解理、完全解理、不完全解理

和无解理。当矿物受力后不是沿一定结晶方向裂开，断裂面是不规则和不平整的，这种断

裂面称为断口。断口的形态有平坦状、贝壳状、锯齿状、参差状等。

９．力学性质　矿物受锤击、压轧、弯曲或拉引等力的作用时所呈现的力学性质，有

脆性、延展性、挠性、弹性、柔性等。

１０．磁性　指矿物可以被磁铁或电磁铁吸引，或其本身能够吸引物体的性质。极少数

的矿物具显著的磁性，如磁石。

１１．气味　有的矿物具特殊的气味，尤其是矿物受到锤击、加热或湿润时较为明显。
如雄黄灼烧有砷的蒜臭，胆矾具涩味，石盐具咸味等。

１２．其他　少数矿物有吸水的能力，可以粘舌，如龙骨、龙齿、软滑石。有的有滑腻

感，如滑石。

第三节　矿物类中药的分类

矿物类中药的分类是以矿物中所含的主要成分为根据的。矿物在矿物学上的分类方法

有多种，但通常是根据矿物所含主要成分的阴离子或阳离子的种类进行分类。
如按阳离子分类，则朱砂、轻粉、红粉等为汞化合物类；磁石、自然铜、赭石等为铁

化合物类；石膏、钟乳石、寒水石等为钙化合物类；雄黄、雌黄、信石等为砷化合物类；
白矾、赤石脂等为铝化合物类；胆矾、铜绿等为铜化合物类；密陀僧、铅丹等为铅化合物

类；芒硝、硼砂、大青盐等为钠化合物类；滑石为镁化合物类等。
如按阴离子分类法，则朱砂、雄黄、自然铜等为硫化合物类；石膏、芒硝、白矾为硫

酸盐类；炉甘石、鹅管石为碳酸盐类；磁石、赭 石、信 石 为 氧 化 物 类；轻 粉 为 卤 化 物 类

等。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对矿物药采用阴离子分类，将阴离子种类分为 “类”，再

将化学组成类似、结晶体结构类型相同的种类分为 “族”，族以下是 “种”。种是矿物分类

的基本单元，也是对矿物进行具体阐述的基本单位。
本书采用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分类方法。

（吴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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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矿物类中药的鉴定

　　学习要点　①性状鉴别、显微鉴别、理化鉴别等方法在矿物类中药中的应用。②各药

材的来源、部分药材的主产地、特殊的采收加工方法。③各药材的主要性状鉴别特征。④
各药材的主要成分。⑤部分药材的理化鉴别方法及结果。⑥部分药材检查项的内 容 和 结

果。⑦部分药材的含量测定方法及被测定的成分。

矿物类中药的鉴定，在我国许多古代本草中都有记载。如宋代已能用矿物的外形、颜

色、相对密度，以及物理的、化学的方法来鉴定矿物的真、伪、优、劣。
目前，矿物类中药的鉴定，一般采用以下方法：

一、性状鉴别

除对矿物的形状、大小、颜色、质地、气味进行鉴别外，还应注意对其硬度、相对密

度、条痕色、透明度、光泽、解理、断口、有无磁性等进行检查。

二、显微鉴别

可将矿物研成细粉，用普通光学显微镜观察其形状、颜色、透明度，进行鉴别。

根据矿物的光学性质，可将矿物分为透明矿物和不透明矿物，用偏光显微镜研究透明

矿物，用反射偏光显微镜研究不透明矿物的形态、光学性质和必要的物理常数。使用这两

种显微镜，均须先将矿物磨成厚００３ｍｍ的薄片，才能进行观察。对胶态矿 物 还 可 用 电

子显微镜进行观察、鉴定。

三、理化鉴别

用一般的物理、化学分析方法，能对矿物药的成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对外形无明显特

征，或粉末状的，或剧毒中药等尤为重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对矿物

药的鉴定已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如 Ｘ射线衍射法是测定晶体具体结构最重要的

基本手段，也可用光谱分析法、极谱分析法、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热分析法、显微化学

分析法和斑点法对矿物药进行鉴定。

朱　　砂

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ｓ

　　【来源】　为硫化物类矿物辰砂族辰砂。
【产地】　主产于湖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区。
【采收加工】　挖出矿石后，选取纯净者，用磁铁吸尽含铁的杂质，用水淘去杂石和

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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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鉴别】　药材　为粒状或块状集合体。呈颗粒状、粉末状或块片状。表面鲜红

色或暗红色，条痕 红 色 至 褐 红 色，具 光 泽。质 重 而 脆，硬 度２～２５，相 对 密 度８０９～
８２０。无臭，无味。其中呈细小颗粒或 粉 末 状，色 红 明 亮，有 闪 烁 的 光 泽，触 之 不 染 手

者，习称 “朱宝砂”；呈不规则板片状、斜方形或长条 形，大 小 厚 薄 不 一，边 缘 不 整 齐，
色红而鲜艳，光亮如镜面而微透明，质较松脆者，习称 “镜面砂”；块状较大，方圆形或

多角形，颜色发暗或呈灰褐色，质重而坚，不易碎者，习称 “豆瓣砂”。
以色鲜红、有光泽、质脆者为佳。
饮片　朱砂粉　为朱红色极细粉末，体轻，用手撮之无颗粒状物，以磁铁吸之，无铁

末。无臭，无味。
【成分】　主含硫化汞 （ＨｇＳ）。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用盐酸湿润后，在光洁的铜片上摩擦，铜片表面显银白

色光泽，加热烘烤后，银白色即消失。
（２）取粉末２ｇ，加盐酸－硝酸 （３∶１）的混合溶液２ｍｌ使溶解，蒸干，加水２ｍｌ使

溶解，滤过，滤液显汞盐与硫酸盐的鉴别反应。
【含量测定】　 《中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 规 定，用 滴 定 法 测 定。本 品 含 硫 化 汞

（ＨｇＳ）不得少于９６０％。

雄　　黄

Ｒｅａｌｇａｒ

　　【来源】　为硫化物类矿物雄黄族雄黄。
【产地】　主产于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省。
【采收加工】　采挖后，除去杂质。或由低品位矿石浮选生产的精矿粉。
【性状鉴别】　药材　为块状或粒状集合体。呈不规则的块状或粉末。全体呈深红色或橙

红色，条痕浅橘红色。块状者表面常覆有橙黄色粉末，以手触之手易被染成橙黄色。晶面具金

刚石样光泽。质脆，易碎，硬度１５～２０，相对密度３４～３６。断口呈贝壳状，暗红色，具树

脂样光泽。微有特异臭气，味淡。燃烧时易熔融成红紫色液体，火焰为蓝色，并生成黄白色

烟，有强烈蒜臭气。其颜色鲜艳、半透明、有光泽、质松脆的习称 “明雄”或 “雄黄精”。精

矿粉为粉末状或粉末集合体，质松脆，手捏即成粉，橙黄色，无光泽。
以色红、块大、质松脆、有光泽者为佳。
饮片　雄黄粉　为橙红色的极细粉，易粘手。气特异。
【成分】　主含二硫化二砷 （Ａｓ２Ｓ２）。
雄黄遇热易产生剧毒的三氧化二砷，所以忌用火煅。
【理化鉴别】　 （１）取粉末１０ｍｇ，加水润湿后，加氯酸钾饱和的硝酸溶液２ｍｌ，溶

解后，加氯化钡试液，生成大量白色沉淀。放置后，倾出上层酸液，再加水２ｍｌ，振摇，
沉淀不溶解。

（２）取粉末０２ｇ，置坩埚内，加热熔融，产生白色或黄白色火焰，伴有白色浓烟。取玻

片覆盖后，有白色冷凝物，刮取少量，置试管内加水煮沸使溶解，必要时滤过，溶液加硫化氢

试液数滴，即显黄色，加稀盐酸后生成黄色絮状沉淀，再加碳酸铵试液，沉淀复溶解。
【检查】　三氧化二砷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照砷盐检查法检查，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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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斑颜色不得深于标准砷斑。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以滴定法测定，本品含砷量以二硫

化二砷 （Ａｓ２Ｓ２）计，不得少于９００％。

自　然　铜

Ｐｙｒｉｔｕｍ

　　【来源】　为硫化物类矿物黄铁矿族黄铁矿。
【性状鉴别】　药材　集合体呈致密块状，晶形多呈立方体，边长０２～２５ｃｍ。表面

亮淡黄色，有金属光泽，有的表面显黄棕色或棕褐色 （系氧化成氧化铁所致），无金属光

泽，具条纹，相邻晶面上的条纹相互垂直。条 痕 绿 黑 色 或 棕 红 色。体 重，质 硬 脆，易 砸

碎。硬度６～６５，相对密度４９～５２。断面黄白色，有金属光泽；或断面棕褐色，可见

银白色亮星。无臭，无味。
以块整齐，色黄而亮，断面有金属光泽者为佳。
饮片　生自然铜　呈不规则形小块，长０２～２５ｃｍ。外表面黄棕色至黄褐色，碎断

面呈淡黄色，具金属光泽。质坚硬。气微。
煅自然铜　呈不规则形小块，长０２～２５ｃｍ。表面红褐色、棕褐色至黑褐色，无光

泽。质酥脆。略具醋气。
【成分】　主含二硫化铁 （ＦｅＳ２）。

赭　　石

Ｈａｅｍａｔｉｔｕｍ

　　【来源】　为氧化物类矿物刚玉族赤铁矿。
【性状鉴别】　药材　为鲕状、豆状、肾状集合体。多呈不规则的扁平块状。表面棕

红色或灰黑色，多具金属光泽，常附有少量棕红色粉末，条痕樱红色或红棕色。一面有多

数直径约１ｃｍ的圆形乳头状突起，习称 “钉头”，另一面与突起相对应处有同样大小的凹

窝。体重，质硬，硬度５～６，相对密度４～５３，砸碎后断面显层叠状。气微，味淡。
以色棕红、断面层次明显、有 “钉头”、无杂石者为佳。
饮片　生赭石　为不规则形的小块。表面棕红色至暗棕红色，有的可见圆形突起或凹

窝，有的具金属光泽。质坚硬，断面常见层叠状。气微。
煅赭石　形 同 生 代 赭 石。表 面 暗 红 棕 色 至 棕 黑 色。质 较 松。断 面 灰 黑 色。略 具 醋

气。　　　
【成分】　主含三氧化二铁 （Ｆｅ２Ｏ３）。

信　　石

Ａｒｓｅｎｉｃｕｍ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ｕｍ

　　【来源】　为天然的砷华矿石，或由毒砂 （硫砷铁矿，ＦｅＡｓＳ）、雄黄加工制造而成。
【产地】　主产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
【采收加工】　选取天然砷华 矿 石，除 去 杂 质。或 取 毒 砂、雄 黄，砸 成 小 块，燃 之，

雄黄燃烧，生成气态的三氧化二砷及二氧化硫，通过冷凝管道，使三氧化二砷得到充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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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即为信石。二氧化硫另从烟道排出。
【性状鉴别】　药材　商品分为红信石和白信石两种，药用以红信石为主，白信石极

为少见。红信石 （红砒）呈不规则的块状，大小不一。粉红色，具黄色与红色彩晕，略透

明或不透明，具玻璃样光泽或无光泽。质脆，易砸碎，断面凹凸不平或呈层状纤维样的结

构。无臭。本品极毒，不能口尝！

白信石 （白砒）　为无色或白色，其余特征同上。质较纯，毒性比红砒石剧。
【成分】　主含三氧化二砷 （Ａｓ２Ｏ３）。常含Ｓ、Ｆｅ等杂质，故呈红色。

炉　甘　石

Ｃａｌａｍｉｎａ

　　【来源】　为碳酸盐类矿物方解石族菱锌矿。
【性状鉴别】　药材　为块状集合体。呈不规则块状、圆形或扁平形。表面灰白色或

淡红色，无光泽，凹凸不平，多孔，似蜂窝状。条痕白色。体轻，质松易碎，断面灰白色

或淡棕色，有吸湿性。无臭。味微涩。
以体轻、质松、色白者为佳。
饮片　煅炉甘石　为灰白色或白色的极细粉。质轻松。气微，味苦。
【成分】　主含碳酸锌 （ＺｎＣＯ３）。锻烧后，碳酸锌分解成氧化锌 （ＺｎＯ）。

滑　　石

Ｔａｌｃｕｍ

　　【来源】　为硅酸盐类矿物滑石族滑石。习称 “硬滑石”。
【性状鉴别】　药材　多为块状集合体。呈不规则块状。表面白色、黄白色或淡蓝灰

色，有蜡样光泽，条痕白色。质较软而细腻，硬度约为１，相对密度２７～２８，用指甲可

以刮下白粉，手摸有滑润感，无吸湿性，置水中不崩散。无臭，无味。
以色白、滑润者为佳。
饮片　滑石粉　为类白色或黄白色极细无砂性的 粉 末，手 摸 之 有 滑 腻 感，粘 手。气

微，味淡。在水、稀盐酸或稀氢氧化钠溶液中均不溶解。
【成分】　主含含水硅酸镁 〔Ｍｇ３ （Ｓｉ４Ｏ１０）（ＯＨ）２〕。

石　　膏

ＧｙｐｓｕｍＦｉｂｒｏｓｕｍ

　　【来源】　为硫酸盐类矿物硬石膏族石膏。
【产地】　主产于湖北省应城。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亦产。
【采收加工】　挖出后，除去泥沙及杂石。
【性状鉴别】　药材　为纤维状的结晶集合体。呈长块状、板块状或不规则形。全体

白色、灰白色或浅黄色，有的半透明，条痕白色。体重，质软，硬度１５～２，相对密度

２３，用指甲能刻划，易纵向断裂，纵断面具纤维状纹理，显绢丝样光泽。无臭，味淡。
以色白、块大、质松脆、纵断面如丝、无夹层、无杂石者为佳。
饮片　生石膏　呈长条状或不规则形的小块，长约３ｃｍ，宽约１ｃｍ。白色至类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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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玻璃样光泽，并有纵向纤维状纹理。质坚硬，断面不平坦。气微，味淡。
煅石膏　为白色粉末或酥松的块状物。表面透出微红色的光泽，不透明。体较轻，质

软，易碎，捏之成粉。无臭，味淡。
【成分】　主含含水硫酸钙 （ＣａＳＯ４·２Ｈ２Ｏ）。
【理化鉴别】　 （１）取本品一小块 （约２ｇ），置具有小孔软木塞的试管内，灼烧，管

壁有水生成，小块变为不透明体。
（２）取粉末０２ｇ，加稀盐酸１０ｍｌ，加热使溶解，溶液显钙盐与硫酸盐的鉴别反应。
（３）取本品粉末约０２ｇ，于１４０℃烘２０分钟，加水１５ｍｌ，搅拌，放置５分钟，呈

粘结固体。（石膏加热失去一分子结晶水而成熟石膏，遇水变为具有黏性的固体。别的矿

石无此特征）
【检查】　重金属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

十。
砷盐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含砷量不得过百万分之二。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用滴定法测定，本品含含水硫酸钙

（ＣａＳＯ４·２Ｈ２Ｏ）不得少于９５０％。

芒　　硝

ＮａｔｒｉｉＳｕｌｆａｓ

　　【来源】　为硫酸盐类矿物芒硝族芒硝，经加工精制而成的结晶体。
【性状鉴别】　药材　呈棱柱状、长方形或不规则块状及粒状。无色透明或类白色半

透明，暴露空气中则表面逐渐风化而覆盖一层白色粉末 （无水硫酸钠），条痕白色。质脆

易碎，断面具玻璃样光泽，硬度１５～２，相对密度１４８。断口贝壳状。无臭，味苦、咸。
以无色、透明、呈长条棱柱结晶者为佳。
饮片　玄明粉　为白色粉末。无臭，味咸。有引湿性。
【检查】　重金属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含重金属不得超过百万

分之十。
砷盐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一部规定，本品含砷量不得超过百万分之十。
【成分】　主含含水硫酸钠 （Ｎａ２ＳＯ４·１０Ｈ２Ｏ）。

（吴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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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 （６９）⋯⋯⋯⋯⋯⋯⋯⋯⋯⋯⋯⋯⋯⋯

藁本 （８１）⋯⋯⋯⋯⋯⋯⋯⋯⋯⋯⋯⋯⋯⋯

葛根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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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子 （１６１）⋯⋯⋯⋯⋯⋯⋯⋯⋯⋯⋯⋯⋯

前胡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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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黛 （１９２）⋯⋯⋯⋯⋯⋯⋯⋯⋯⋯⋯⋯⋯⋯

青蒿 （１７９）⋯⋯⋯⋯⋯⋯⋯⋯⋯⋯⋯⋯⋯⋯

全蝎 （２０３）⋯⋯⋯⋯⋯⋯⋯⋯⋯⋯⋯⋯⋯⋯

Ｒ
人参 （７２）⋯⋯⋯⋯⋯⋯⋯⋯⋯⋯⋯⋯⋯⋯

肉苁蓉 （１７７）⋯⋯⋯⋯⋯⋯⋯⋯⋯⋯⋯⋯⋯

肉桂 （１２５）⋯⋯⋯⋯⋯⋯⋯⋯⋯⋯⋯⋯⋯⋯

乳香 （１８９）⋯⋯⋯⋯⋯⋯⋯⋯⋯⋯⋯⋯⋯⋯

Ｓ
三棱 （９８）⋯⋯⋯⋯⋯⋯⋯⋯⋯⋯⋯⋯⋯⋯

三七 （７５）⋯⋯⋯⋯⋯⋯⋯⋯⋯⋯⋯⋯⋯⋯

桑白皮 （１２３）⋯⋯⋯⋯⋯⋯⋯⋯⋯⋯⋯⋯⋯

桑螵蛸 （２０４）⋯⋯⋯⋯⋯⋯⋯⋯⋯⋯⋯⋯⋯

沙苑子 （１５４）⋯⋯⋯⋯⋯⋯⋯⋯⋯⋯⋯⋯⋯

砂仁 （１６５）⋯⋯⋯⋯⋯⋯⋯⋯⋯⋯⋯⋯⋯⋯

山豆根 （６９）⋯⋯⋯⋯⋯⋯⋯⋯⋯⋯⋯⋯⋯

山药 （１０７）⋯⋯⋯⋯⋯⋯⋯⋯⋯⋯⋯⋯⋯⋯

山楂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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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 （２２６）⋯⋯⋯⋯⋯⋯⋯⋯⋯⋯⋯⋯⋯⋯

石斛 （１８０）⋯⋯⋯⋯⋯⋯⋯⋯⋯⋯⋯⋯⋯⋯

石决明 （２００）⋯⋯⋯⋯⋯⋯⋯⋯⋯⋯⋯⋯⋯

石韦 （１３３）⋯⋯⋯⋯⋯⋯⋯⋯⋯⋯⋯⋯⋯⋯

水蛭 （２００）⋯⋯⋯⋯⋯⋯⋯⋯⋯⋯⋯⋯⋯⋯

松萝 （１８７）⋯⋯⋯⋯⋯⋯⋯⋯⋯⋯⋯⋯⋯⋯

苏木 （１１５）⋯⋯⋯⋯⋯⋯⋯⋯⋯⋯⋯⋯⋯⋯

酸枣仁 （１５８）⋯⋯⋯⋯⋯⋯⋯⋯⋯⋯⋯⋯⋯

Ｔ
太子参 （５８）⋯⋯⋯⋯⋯⋯⋯⋯⋯⋯⋯⋯⋯

桃仁 （１５３）⋯⋯⋯⋯⋯⋯⋯⋯⋯⋯⋯⋯⋯⋯

天冬 （１０６）⋯⋯⋯⋯⋯⋯⋯⋯⋯⋯⋯⋯⋯⋯

天花粉 （９２）⋯⋯⋯⋯⋯⋯⋯⋯⋯⋯⋯⋯⋯

天麻 （１１１）⋯⋯⋯⋯⋯⋯⋯⋯⋯⋯⋯⋯⋯⋯

天南星 （１００）⋯⋯⋯⋯⋯⋯⋯⋯⋯⋯⋯⋯⋯

天仙子 （１６１）⋯⋯⋯⋯⋯⋯⋯⋯⋯⋯⋯⋯⋯

葶苈子 （１５０）⋯⋯⋯⋯⋯⋯⋯⋯⋯⋯⋯⋯⋯

通草 （１１８）⋯⋯⋯⋯⋯⋯⋯⋯⋯⋯⋯⋯⋯⋯

土鳖虫 （２０４）⋯⋯⋯⋯⋯⋯⋯⋯⋯⋯⋯⋯⋯

菟丝子 （１６１）⋯⋯⋯⋯⋯⋯⋯⋯⋯⋯⋯⋯⋯

Ｗ
威灵仙 （５９）⋯⋯⋯⋯⋯⋯⋯⋯⋯⋯⋯⋯⋯

乌梅 （１５３）⋯⋯⋯⋯⋯⋯⋯⋯⋯⋯⋯⋯⋯⋯

乌梢蛇 （２１２）⋯⋯⋯⋯⋯⋯⋯⋯⋯⋯⋯⋯⋯

吴茱萸 （１５７）⋯⋯⋯⋯⋯⋯⋯⋯⋯⋯⋯⋯⋯

蜈蚣 （２０４）⋯⋯⋯⋯⋯⋯⋯⋯⋯⋯⋯⋯⋯⋯

五倍子 （１９４）⋯⋯⋯⋯⋯⋯⋯⋯⋯⋯⋯⋯⋯

五味子 （１４９）⋯⋯⋯⋯⋯⋯⋯⋯⋯⋯⋯⋯⋯

Ｘ
西红花 （１４５）⋯⋯⋯⋯⋯⋯⋯⋯⋯⋯⋯⋯⋯

西洋参 （７４）⋯⋯⋯⋯⋯⋯⋯⋯⋯⋯⋯⋯⋯

细辛 （１７０）⋯⋯⋯⋯⋯⋯⋯⋯⋯⋯⋯⋯⋯⋯

香附 （９９）⋯⋯⋯⋯⋯⋯⋯⋯⋯⋯⋯⋯⋯⋯

香加皮 （１３０）⋯⋯⋯⋯⋯⋯⋯⋯⋯⋯⋯⋯⋯

小茴香 （１５８）⋯⋯⋯⋯⋯⋯⋯⋯⋯⋯⋯⋯⋯

辛夷 （１３９）⋯⋯⋯⋯⋯⋯⋯⋯⋯⋯⋯⋯⋯⋯

信石 （２２５）⋯⋯⋯⋯⋯⋯⋯⋯⋯⋯⋯⋯⋯⋯

雄黄 （２２４）⋯⋯⋯⋯⋯⋯⋯⋯⋯⋯⋯⋯⋯⋯

徐长卿 （８５）⋯⋯⋯⋯⋯⋯⋯⋯⋯⋯⋯⋯⋯

续断 （９２）⋯⋯⋯⋯⋯⋯⋯⋯⋯⋯⋯⋯⋯⋯

玄参 （８８）⋯⋯⋯⋯⋯⋯⋯⋯⋯⋯⋯⋯⋯⋯

血竭 （１９１）⋯⋯⋯⋯⋯⋯⋯⋯⋯⋯⋯⋯⋯⋯

Ｙ
延胡索 （６５）⋯⋯⋯⋯⋯⋯⋯⋯⋯⋯⋯⋯⋯

洋金花 （１４１）⋯⋯⋯⋯⋯⋯⋯⋯⋯⋯⋯⋯⋯

益母草 （１７６）⋯⋯⋯⋯⋯⋯⋯⋯⋯⋯⋯⋯⋯

益智 （１６７）⋯⋯⋯⋯⋯⋯⋯⋯⋯⋯⋯⋯⋯⋯

薏苡仁 （１６４）⋯⋯⋯⋯⋯⋯⋯⋯⋯⋯⋯⋯⋯

茵陈 （１７９）⋯⋯⋯⋯⋯⋯⋯⋯⋯⋯⋯⋯⋯⋯

淫羊藿 （１７１）⋯⋯⋯⋯⋯⋯⋯⋯⋯⋯⋯⋯⋯

银柴胡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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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 （１１０）⋯⋯⋯⋯⋯⋯⋯⋯⋯⋯⋯⋯⋯⋯

鱼腥草 （１７０）⋯⋯⋯⋯⋯⋯⋯⋯⋯⋯⋯⋯⋯

玉竹 （１０５）⋯⋯⋯⋯⋯⋯⋯⋯⋯⋯⋯⋯⋯⋯

远志 （７２）⋯⋯⋯⋯⋯⋯⋯⋯⋯⋯⋯⋯⋯⋯

Ｚ
泽泻 （９９）⋯⋯⋯⋯⋯⋯⋯⋯⋯⋯⋯⋯⋯⋯

赭石 （２２５）⋯⋯⋯⋯⋯⋯⋯⋯⋯⋯⋯⋯⋯⋯

浙贝母 （１０４）⋯⋯⋯⋯⋯⋯⋯⋯⋯⋯⋯⋯⋯

珍珠 （２０１）⋯⋯⋯⋯⋯⋯⋯⋯⋯⋯⋯⋯⋯⋯

知母 （１０７）⋯⋯⋯⋯⋯⋯⋯⋯⋯⋯⋯⋯⋯⋯

栀子 （１６２）⋯⋯⋯⋯⋯⋯⋯⋯⋯⋯⋯⋯⋯⋯

枳壳 （１５６）⋯⋯⋯⋯⋯⋯⋯⋯⋯⋯⋯⋯⋯⋯

朱砂 （２２３）⋯⋯⋯⋯⋯⋯⋯⋯⋯⋯⋯⋯⋯⋯

猪苓 （１８６）⋯⋯⋯⋯⋯⋯⋯⋯⋯⋯⋯⋯⋯⋯

紫草 （８５）⋯⋯⋯⋯⋯⋯⋯⋯⋯⋯⋯⋯⋯⋯

紫花地丁 （１７２）⋯⋯⋯⋯⋯⋯⋯⋯⋯⋯⋯⋯

紫苏叶 （１３７）⋯⋯⋯⋯⋯⋯⋯⋯⋯⋯⋯⋯⋯

紫菀 （９８）⋯⋯⋯⋯⋯⋯⋯⋯⋯⋯⋯⋯⋯⋯

自然铜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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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家药典委员会 编．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２０００年 版 一 部．北 京：化 学 工 业 出 版

社．２０００
２．康廷国主编．中药鉴定学 （普通高等教育 “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教育司组织编写．中药鉴定学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

试指南）．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徐国钧等主编．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 （１～４册）．福州：福建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００１
５．楼之岑等主编．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 （１～４册）．北京：北京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００１
６．徐国钧等主编．中国药材学 （上、下册）．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６
７．陈德昌 主 编．现 代 实 用 本 草 （上、中、下 册）．北 京：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８．肖培根主编．新编中药志 （第 一 卷、第 二 卷、第 三 卷）．北 京：化 学 工 业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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