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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生药学实训指导》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组织下，由高职高专院校教师组织编写的全国“
十二五”规划教材。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紧紧围绕高职高专“实用性”人才的培养目标，及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
，学生为主体的主导思想和原则，编写与审定了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
在编写中，注重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中药生产与经营的实际工作中拍摄
了大量照片，补充于教材，以期对职业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有所裨益。
本教材内容包括生药鉴定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生药真伪鉴定，易混淆生药鉴定，生药品质鉴定，
中成药鉴定，附录共计十个教学模块41个项目组成，供药学专业及相关专业应用。
本教材的编写方式上，按重点生药，易混淆生药，常见生药三个不同层次编写，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在教材的内容方面，主要介绍生药的鉴别要点，尤以来自于生产实践中传统的经验鉴别，其语言简
练、清晰，使学生易于学习，易于掌握。
与传统教材比较，本实训教材采用彩色生药图片，在同类教材中比较新颖，增强了实训教学的直观性
、实用性与趣味性，克服传统教学的死记硬背，使学生在“乐学”中掌握生药鉴定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
本教材还插入伪品药材图片，采用“真伪对照”的方式，使学生对常见真伪生药的鉴别要点一目了然
，以期使学生尽快具有从事生药真伪鉴定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
本教材的编写分工为高保英老师编写模块一：生药鉴定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模块五：果实种子类生药
鉴定技能实训。
李炳生老师编写模块二：根与根茎类生药鉴定技能实训；模块四：花类、叶类生药鉴定技能实训；模
块十：中成药鉴定技能实训，并负责全书统稿，编写教学大纲等。
杨卫丽老师编写模块三：茎木类、皮类生药鉴定技能实训。
赵成志老师编写模块六：全草类生药鉴定技能实训中的项目一、三。
刘阿萍老师编写模块六：全草类生药鉴定技能实训中的项目二、四。
刘灿仿老师编写模块七：藻类菌类树脂类及其他类生药鉴定技能实训；模块八：动物矿物类生药鉴定
技能实训。
彭荣越老师编写模块九：中药纯度品种优良度的鉴定技能实训，附录一、二、三。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不足之处难免。
敬请各校师生及中药鉴定同行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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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按照取样原则取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第一部附录Ⅱ药材
取样法进行取样。
 （1）从同批药材包件中抽取供试样品的原则：总包件数不足5件的，逐件取样；5～99件的，随机抽5
件取样；100～1000件的，按5％取样；超过l000件的，超过部分按1％取样；贵重药材，不论包件多少
均逐件取样。
 （2）对破碎的、粉末状的或大小在1 cm以内的药材，可用取样器抽取样品；每一包件至少在2个部位
各取样l份；包件大的应从10 cm以下的深处在不同部位分别取样；液体则混匀或顶、中、底取样。
 （3）每一包件的取样量：一般药材100～500 g；粉末状药材25 g；贵重药材5～10 g。
个体大的药材，根据实际情况抽取有代表性的样品。
最终抽取的供试样品量，一般不少于检验所需用量的3倍。
 （4）样品处理：当取样量超过检验用量数倍时，用四分法处理。
 3.样品包装、记录 分装样品，在包装袋上做好记录。
 4.填写取样记录单 取样记录单的内容包括取样单位、取样编号、取样日期、药品名称、产地、规格、
批号、有效期、购进数量、药品种类、外包装情况、样品包装情况和数量及其他情况说明。
 （三）真实性鉴定 生药的真实性鉴定包括来源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定。
各种方法有其特点和适用对象，由于生药鉴定的检品较为复杂，有完整的，有碎块的，也有粉末状的
，因此，有时还需要几种方法配合进行鉴定。
 取样后，一般对检品应先进行来源鉴定和性状鉴定，以性状鉴定为主，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显微鉴
定和理化鉴定。
对于不能确定原植（动）物来源的检品，则需要从药材商品的流通渠道深入产地进行调查研究。
 （四）纯度鉴定 生药的纯度鉴定是指检查样品药材中有无杂质及其数量是否超过规定的限量。
药材中混入的杂质包括：①来源与规定相符，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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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的方法是取规定量的供试品，摊开，用肉眼或放大镜（5～10倍）观察，将杂质拣出；如其中有
可以筛分的杂质，则通过适当的筛，将杂质分出。
当药材中混存的杂质与正品相似，难以从外观鉴别时，可称取适量，进行显微观察、化学或物理鉴别
试验，证明其为杂质后，计入杂质重量中。
对于个体较大的药材，必要时可破开，检查有无虫蛀、霉烂或变质情况。
砂石、泥块、尘土等无机杂质可用总灰分测定、酸不溶性灰分测定等方法检查。
 （五）品质优良度鉴定 生药品质优良度鉴定包括有效性鉴定和安全性鉴定。
生药有效性鉴定主要包括有效成分、浸出物或挥发油的含量测定；生药安全性鉴定主要包括重金属及
有害元素检查、农药残留量检查和黄曲霉毒素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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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药学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生药学鉴定技术实训指
导》语言简练、清晰，使学生易于学习，易于掌握。
适合高职高专药学、中医学及相关医学类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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