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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药鉴定学专论》是由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编
写的第一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适用于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
、综合性大学或医药院校中药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同时也是从事中药鉴定学及相关学科教学
、科研、生产和管理的中医药工作者的高层次参考书。
本教材依据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的统一要求，注重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规律和本学科特点，是在
中药鉴定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汇集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几十年研究生教育的经验，并吸纳了国内外
最新研究成果编纂而成的。
全书共十七章，每章围绕中药鉴定学科的“热点”、“难点”、“疑点”、“重点”等设置专论：从
中药鉴定学导论，中药质量标准及中药标准物质研究，中药材品种鉴定的思路与方法，中药采收、贮
藏的时间节律与中药质量，中药性状鉴定、中药商品、道地药材与中药质量，中药显微鉴定规律研究
，中药光谱、色谱、生物、核磁共振氢谱等鉴定技术研究，动物类、矿物类中药鉴定研究，中药的安
全性评价，中药材新药研究，国外植物药及我国港台地区中药质量标准等方面展开论述。
各专论之间既有一定的关联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
通过归纳中药鉴定理论与方法，总结中药鉴定规律与特点，探讨中药鉴定发展趋势等，以启发研究生
的创新性思维，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对中药鉴定学科的发展、科学研究、中药生产及管理等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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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中药鉴定学的内涵与外延    一、中药鉴定学的内涵    二、中药鉴定学的外延    
三、中药鉴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节　中药品质理论与鉴定方法    一、中药品质理论    二、中药
品质鉴定方法  第三节　中药鉴定学的发展趋势    一、中药鉴定学与中药现代化    二、中药鉴定学发展
的特点    三、中药鉴定研究的思路第二章　中药质量标准及中药标准物质研究  第一节　药品标准的定
义、属性及中药质量标准发展简况    一、药品与药品标准的定义    二、药品标准的属性    三、我国中
药质量标准发展简况  第二节　中药质量标准现状分析    一、我国现行中药质量标准取得的成果    二、
我国现行中药质量标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第三节　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发展趋势    一、增加国家药品标
准收载的中药数量    二、推进中药—物—名和—名—物工作进程    三、加强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
机制研究    四、加强中药标准物质的研究    五、加强中药安全性研究与检测    六、提升中药质量标准
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七、进行中药质量评价系统模式和中药质量标准模式的研究    八、中药国际化
标准的研究与建立已成大势所趋　第四节　中药标准物质研究    一、标准物质及药品标准物质的含义
与特性    二、我国历版药典收载中药标准物质情况    三、标准物质的分类及我国医药用标准物质的分
级和定级条件    四、我国药品标准物质的制备、标定与管理    五、化学对照物质的建立    六、中药对
照物质的质量要求第三章　中药材品种鉴定的思路与方法　第一节　中药材品种的含义和鉴定意义    
一、中药材品种的含义    二、中药材品种鉴定的意义　第二节　中药材品种鉴定的思路与方法    一、
中药材品种鉴定的依据    二、中药材品种鉴定的指导思想    三、中药材品种现状分析    四、形成中药
材混伪品的原因    五、中药材品种鉴定的方法与对策    六、品种鉴定举例　第三节　本草考证    一、
本草考证的目的意义    二、本草考证的思路与方法    三、本草考证举例第四章　中药采收、贮藏的时
间节律与中药质量　第一节　中药采收的时间节律    一、年节律    二、月节律    三、日节律    四、时节
律　第二节　中药贮藏的时间节律    一、缩短贮藏时间以保持中药质量    二、关于古人的“六陈论”
第五章　中药性状鉴定与中药质量  第一节　中药性状鉴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药性状鉴定知识是长期
实践经验的结晶　　⋯⋯第六章　中药商品与中药质量第七章　道地药材与中药质量第八章　中药显
微鉴定规律研究第九章　中药光谱鉴定研究第十章　中药色谱鉴定研究第十一章　中药生物鉴定研究
第十二章　核磁共振氢谱等鉴定技术研究第十三章　动物类中药鉴定研究第十四章　矿物类中药鉴定
研究第十五章　中药的安全性评价第十六章　中药材新药研究第十七章　国外植物药及我国港台地区
中药质量标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药鉴定学专论>>

章节摘录

　　二、中药品质鉴定方法　　1.形态学鉴定方法生物形态学是生物遗传性和环境饰变性的反映，是
鉴定中药品质的重要表征。
包括本草考证、基原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
　　（1）本草考证：是以本草典籍为依据，追溯中药历史本来面目。
包括中药品种的历史变迁，原植、动物形态、分布区域、生境、栽培技术、采收、产地加工、炮制、
药性、功效等等。
使我们能够了解中药的历史沿革，对现今使用的中药品质（品种、质量、道地性、效用等）作出客观
的鉴定与评价，对于制订中药质量标准、开发新的中药资源等方面均具有重大意义。
　　（2）基原鉴定：通过对中药的原植、动物或矿物来源鉴定，结合本草考证，确证正确的中药品
种来源。
原植、动、矿物有的全体入药，有的是某一部分入药，其形态学表征既是该种的特性，又是内在质量
的反映。
基原鉴定是中药品质鉴定的首要环节。
　　（3）性状鉴定：中药的形状、大小、颜色、表面特征、质地、断面、气、味、水试、火试等特
征与中药质量密切相关，看似简单的方法，在某种情况下却能快速、准确地解决问题。
“辨状论质”理论与实践证明，性状鉴定是中药鉴定的基础，是永远不可取缔和替代的有效鉴定方法
，也是评价中药品质的特色方法之一。
性状鉴定有着几千年的应用历史，是实践经验的经典，在中医药发展史中会永远以其独特的方式被人
们所传用。
　　（4）显微鉴定：中药组织形态和粉末形态具有生物学稳定的特性，而且富有规律性和专属性，
大都可以鉴定到种。
中药的组织构造和细胞中的代谢产物等与中药质量相关，显微鉴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药的内在
质量，显微化学方法可以确定某些代谢产物在中药组织中的分布，鉴定药材的品质。
近年来，除光学显微镜、电镜及荧光显微镜外，计算机显微图像分析技术等应用于中药显微鉴定，使
中药的显微特征更加立体和生动。
目前显微鉴定这一传统的方法又赋予新的含义，显微鉴定常数与化学成分的相关性、显微定量研究、
动物药残留毛数字化显微鉴定研究平台的建立等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可喜的成果。
　　数码电子成像技术，对于中药的形态学研究提供了极大帮助，从平面的文字描述发展到立体的、
色彩丰富的图像记录。
为中药鉴定的形象教学、商品药材的易混品种鉴定提供了方便条件。
　　2．理化鉴定方法是发展较为迅速的方法，除一般的理化反应外，光谱鉴定、色谱鉴定在中药鉴
定中广泛应用。
在中药质量标准制订和中药品质评价中，针对中药的有效成分或指标性成分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或
对毒性成分进行限量检查。
中药指纹图谱鉴定是一种相对反映总体化学成分信息的方法，这种建立多维多息特征指纹图谱具有整
体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与中医药理论的整体性原则和中药作用机制模糊性相对应，是极具发展潜力的
一种鉴定研究方法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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