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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边宝林、曹军、郝庆秀主编的《中药实验研究技术与设备》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系统介绍目前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已经具备的中药实验研究技术，包括中药鉴定技术、中药化学
和中药质量控制实验技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病理学实验技术、中药药理学实验技术
和中药制剂技术；下篇介绍中药研究领域的部分常用仪器设备。

　　《中药实验研究技术与设备》对中医药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研究生和相关人员均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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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 中药鉴定技术 中药鉴定是应用中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及计算机等
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对中药的来源、质量、资源及标准进行评定研究。
中药鉴定的样品情况比较复杂，可有整材、饮片、碎块或粉末，有的药材可凭经验直观确定，有的则
需要借助仪器、试剂等手段才能确定。
因此，中药鉴定的方法是多种的，常用的鉴定方法有基源鉴别、性状鉴别、显微鉴定、理化鉴定、分
子鉴定等。
 1.1 基源鉴别基源鉴别 是应用植（动、矿）物的分类学知识及解剖学知识来鉴定中药的生物学来源，
确定其正确的原植（动、矿）物种以及名称、部位和加工情况，以保证品种准确无误。
鉴定的步骤包括形态观察、文献核对和标本核对等。
 1.1.1 形态观察 形态观察应对完整、较完整的中药材的样品的营养器官（根、茎、叶）和繁殖器官（
花、果实、种子、孢子囊、孢子）的形态、结构进行鉴别，尤其应注意对其繁殖器官（花、果实或孢
子囊、子实体等）的观察。
对碎块、粉末、孢粉要进行显微、亚显微鉴定，以保证品种的正确性。
对于不完整的样品，通常要追究其原植物，包括深入到产地进行调查、采集完整植物标本以进行对照
，以及最后鉴定其正确学名（中药拉丁名）等。
 1.1.2 文献核对 根据已观察到的形态特征，结合样品的产地、别名、功效等线索，查阅全国性或地方
性的中草药书籍和图鉴进行对照分析。
核对文献时，首先要查阅植物分类学著作，如.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地方植物志等，然
后再查阅有关中药品种方面的著作，如.中药志.、.中药材品种论述.、.中药鉴别手册.，必要时还须查
阅原始文献，查阅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植物分类学的专著进行标本核对，以使鉴定结果准确无误。
 1.1.3 标本核对 当确定了样品的科属以后，核对已经定了学名的该科属的标本，也可根据较权威的文
献核对正确可靠的、已定学名的相应标本。
如能与模式标本（发表新种时被用来描述植物特征的植物标本）核对，对正确鉴定更为有利。
 1.2 性状鉴别 药材的“性状”是指药材宏观的感官特征，即药材的软硬、坚韧、疏松、致密、黏性、
粉性等特征，以及药材的色泽与表面特征、质地与断面特征和气味特征等，为区别药材质量优劣提供
依据。
对药材进行性状鉴定，主要是靠人工用眼、手、鼻、口、舌等来鉴别药材外观性状和质地。
这些传统的鉴别经验直观性强、操作简单，是药材鉴定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1.2.1 外观鉴别 性状鉴别是运用看、摸、闻、尝以及水试、火试等直观的方法对中药的性状（包括形
状、大小、色泽、表面、质地、断面、气味等）特征进行观察并作为鉴别的依据。
 性状鉴别主要是观察完整的中药及饮片。
 1.2.1.1 形状 药材的形状与药用部位密切相关，根、根茎、茎、枝、皮、叶、花、果实、种子等器官的
形态各不相同，必须用植物学的知识和术语进行鉴别和描述。
例如野生人参以“芦长碗密枣核丁，紧皮细纹珍珠须”为好，防风根茎如“蚯蚓头”等，而有些药材
须先用水浸泡，展平后才能观察。
 1.2.1.2 大小 药材的大小是指对药材的长短、粗细、厚薄均有一定的要求，这需要观察较多的样品才能
得出较正确的数值，最后判断出好、中、差。
 1.2.1.3 颜色 药材的颜色各有不同，但均有一定的要求，例如茜草、丹参为红色，黄连为黄色，紫草为
紫色，乌梅为黑色等。
药材的颜色是否符合要求，是衡量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
 1.2.1.4 表面特征 表面光滑、粗糙、皱纹、皮孔、毛茸等特征是药材鉴定的重要指标，如双子叶植物根
类药材顶部常带有根茎、单子叶植物根茎常具有膜质鳞叶、蕨类植物根茎常有叶柄和鳞片等，这些表
面特征都是鉴别的重要依据。
 1.2.2 质地鉴别 1.2.2.1 断面 断面包括纵断面和横断面，对根、根茎、茎、枝、皮类的断面的观察是重
要的鉴别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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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时要注意断面是否平坦，是呈纤维性、颗粒性或呈裂片状，有无胶丝，可否层层剥离等情况。
例如，苍术断面放置能“起霜”（白毛状结晶），白术则不“起霜”，杜仲有胶丝相连，大黄根茎有
星点，何首乌有云锦状花纹，黄芪有“菊花心”，粉防己有车轮纹等，这些均为主要的鉴别特征。
 1.2.2.2 气味 某些药材因含有挥发油类等物质而有特殊的香气、臭气或比较固定的味感，可根据其特殊
的气味进行鉴别。
例如，石菖蒲、肉桂有香气，黄连、黄柏味苦，甘草、党参味甜等。
 1.2.2.3 水浸 利用某些中药在水中发生浮沉、溶解、颜色变化，或者利用其透明度、膨胀度、旋转性、
黏性、酸碱变化等现象进行鉴别。
有些药材在水中或遇水能产生特殊的现象，如红花浸入水中，水变金黄色而花不褪色；苏木投入热水
中，水显鲜艳的桃红色；秦皮加水浸泡，浸出液在日光下呈现蓝色荧光；车前子经水浸泡变黏滑，体
积膨胀等。
 这些现象与药材所含化学成分及组织构造有关，可作为鉴别特征之一。
 1.2.2.4 火试 根据中药受火燃烧后能产生特殊的气味或者颜色，或者颜色发生变化，或产生烟雾、响声
，或膨胀、熔融，或聚散等现象进行鉴别。
例如，降香点燃后香气浓烈，有油流出，燃后留有白灰等。
 1.2.3 饮片鉴别 药材经过炮制后切制成薄片状饮片，以便于煎药时其有效成分的渗出。
加工成饮片的药材一般有根类、根茎类、茎类、皮类、叶类、果实类等。
一般情况下，通过切面可对饮片进行初步的观察鉴别。
 1.2.3.1 根类 主要观察根类药材的表皮、外皮层、皮层、内皮、韧皮部、木质部等，次生结构还可以观
察到木栓、木栓形成层、栓内层，以及维管形成层、髓、分泌组织、贮藏组织，有些根类药材可观察
到异形结构。
 1.2.3.2 茎类 主要观察茎类药材的木栓、木栓形成层、栓内层、维管束（木质部、韧皮部、形成层）、
髓、髓射线等情况，来对茎类药材进行鉴别。
 1.2.3.3 果实类 主要观察果实类药材的外果皮、中果皮、内果皮等情况。
 1.2.3.4 叶类 主要观察叶类药材的表皮、海绵组织、维管束、气孔、表皮毛等。
 1.3 显微鉴定 要对饮片进行精确鉴别，应进行显微切片观察。
利用显微镜、扫描电镜或透射电镜来观察药材的组织、细胞及其内含物等结构特征，以确定其真伪与
纯度，配合显微化学方法可以确定某些品种的有效成分在组织中的分布。
显微鉴定需要按照要求取材，制成显微标本片，中药的显微制片有切面制片、粉末制片、表面制片、
解离组织制片、花粉粒与孢子制片和成方制剂制片等。
在显微制片时，可根据工作需要将显微片制成临时性片或永久性片。
临时性片是指采用液体溶剂作封藏剂的制片，其制片过程是将材料的切片或粉末置于载玻片的中央，
加适量透化剂（常用水合氯醛），经适当加热透化后，加1～2滴封藏剂（常用稀甘油），盖上盖玻片
而成。
此种片制作较简便、迅速，但是不宜久藏，一般性试验多采用此方法。
采用树脂性封固剂（如加拿大树胶、中性树胶等）固封而制成的制片保存时间长，多用于研究性制片
。
 1.3.1 制片方法 1.3.1.1 切面制片 将中药材料切成10～20μm的薄片，经透化处理后制成显微观察片，主
要用来观察中药材的组织结构和细胞形态特征，可分为横切片和纵切片。
 1.3.1.2 粉末制片 将能通过孔径180～250μm筛（药典4～5号筛）的中药材料粉末适量，经透化处理后
制成显微观察片，主要用来观察药材的细胞形态特征和组织碎块特征。
 1.3.1.3 表面制片 切取一部分药材材料或撕取其部分表皮，经透化处理后制成显微观察片，主要用来观
察药材表皮细胞形态及附着物的特征等。
 1.3.1.4 解离组织制片 将药材切成宽或厚约5mm的小条或片段，用适当化学试剂处理，使其组织分离后
制成显微观察片。
解离组织制片适用于不宜制作切面片、质地较坚硬的药材，用来观察其细胞形态特征等，依解离组织
所用化学试剂的情况又分为氢氧化钾法、氯酸钾法等制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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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花粉粒与孢子制片 将花粉、孢子囊群、花药或小的花朵的干燥品浸泡于冰醋酸中软化，用玻棒
捣碎、离心，取沉淀加入新鲜配制的醋酸酐与硫酸（9∶1）的混合液，置水浴上加热数分钟后离心，
取沉淀，用水洗涤，用品红甘油胶封片，也可以用水合氯醛试剂封片，然后镜下观察其特征。
 1.3.1.6 成方制剂制片 散剂按照粉末制片方法制片，丸剂、片剂等可取2～3丸（片）研细后取少量，滴
加规定试剂，搅拌均匀后制片。
蜜丸可直接挑取少量材料制片，或酌情用热水脱蜜后制片，然后镜下观察其特征。
 1.3.2 切片方法 1.3.2.1 徒手切片法 徒手切片法的方法比较简单，无须大型机械和特定场所，是中药材
显微鉴定中最常用的制片方法之一。
操作步骤如下： （1）切片：先把材料的断面用刀修理平整。
切片前刀片和材料应用水湿润，并在切片过程中经常用水湿润材料和刀片，防止材料干燥。
连续切下几片后，把刀在水中荡涤，使材料由刀荡入水中。
如此反复，直到切出满意的切片为止。
 （2）装片：选择极薄（肉眼看上去呈半透明状）的切片，完整的或不完整的均可，不完整的切片需
多选择几片，使各部分都有代表性，然后用镊子轻轻地将其移至载玻片中央，用滤纸吸干水滴，在材
料上滴加1～2滴装置液，盖上盖玻片。
注意盖盖玻片时应缓慢，以防止产生气泡。
常用的装置液为蒸馏水、水合氯醛或甘油醋酸。
 1.3.2.2 石蜡切片法 石蜡切片法是将组织块经石蜡包埋后进行切片的方法，石蜡制片的优点是容易操作
，切片厚度可控制（2～10μm），有利于连续切片，能永久保存。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取材。
 （2）固定：将新鲜材料浸于固定液中，固定时间为10～24小时或更长。
常用的固定液为多聚甲醛，干燥药材无须固定。
 （3）脱水：为了使二甲苯充填到各个细胞内以利于石蜡的浸入，必须除净材料细胞内的水分。
常用的脱水剂为乙醇。
脱水是逐级进行的，不可太快，否则会引起组织皱缩或脱水不彻底，致使石蜡不能充满整个细胞，从
而导致制片失败。
将材料浸入各浓度级（30%、40%、50%、60%、70%、80%、90%、100%）乙醇中，一般每隔1～3小时
更换一次乙醇，在高浓度乙醇中时间不宜过长，以免细胞变形，无水乙醇需更换一次，每次0.5～1小
时，以利于脱水彻底。
 （4）透明：用透明剂将材料中的乙醇除去，以利于石蜡顺利进入组织中，并增强组织的折光系数。
常用的透明剂为二甲苯，在透明过程中，为防止材料收缩、变脆，应由低浓度到高浓度分级进行，进
入纯二甲苯时，需更换一次试剂，直至材料完全透明为止。
 （5）透蜡：是使支持剂即石蜡浸入细胞取代细胞中的二甲苯。
在55℃下，加入固态石蜡时，应由少渐增多，分次加入，最后换入纯蜡，使石蜡充满整个组织细胞。
当材料进入纯蜡时，需更换一次纯蜡。
 （6）包埋：是将材料及已熔融的石蜡制成蜡块以供切片的过程。
 （7）切片：将包埋有材料的蜡块修整成适当大小，固定于切片机上，并调整好刀的角度及切片的厚
度后进行切片，厚度一般为4～12μm。
 （8）贴片：将切片放在约37℃的水面上使之展平，取制备好的载玻片，插入水中，靠近蜡片，然后
自然提起载玻片使蜡片粘在玻片上，将其竖放于染色筐中，置37℃恒温箱中晾干。
 （9）染色：染色常用水溶性溶液，因此染色前必须完全去蜡。
将石蜡制片在二甲苯中溶去石蜡，并将溶去石蜡的切片材料逐级浸入各级浓度乙醇中，下降到水溶液
；然后，根据需要进行染色。
染色后，组织片脱水上升到二甲苯。
 （10）封片：向染色片上滴加1～2滴中性树脂，盖上盖玻片，贴上标签，即可于镜下观察。
 1.3.3 细胞壁性质的鉴别 1.3.3.1 木质化细胞壁 木质化细胞壁加间苯三酚试液1～2滴，稍放置，加盐酸1
滴，细胞壁因木化程度不同而显红色或紫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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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木栓化细胞壁 木栓化或角质化细胞壁加苏丹Ⅲ试液，稍放置或微热，细胞壁显橘红色至红色。
 1.3.3.3 纤维素细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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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壁显蓝色或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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