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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中药材的真伪鉴定方法探析

于洪洋
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100022

摘�要：中药材中含有多种混淆品种，为了保证用药安全，提升中药质量，应注意鉴别其真伪。目前其鉴定方法

较多，常用的有显微鉴定、经验性状鉴别和原植物鉴定等，近些年，中药学、现代科技等持续发展，给其真伪鉴定注

入新鲜活力，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有助于提升鉴别效果。本文以常见中药材为对象，就其真伪鉴定方法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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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药真伪优劣而言，其鉴别内容包含质量及品

种，遵循国家有关标准者即为“真”，指的是正品，和

有关规定不符者，为“伪”[1]。目前就中药真伪问题而

言，其尤为严峻，常见中药中容易含有混淆品、伪品，

特别是对于名贵药材，其以次充好、掺假等发生率较

高，做好真伪鉴定工作，能保障用药安全，提升中药质

量。分析鉴定思路，选取适宜方法，以保证中药质量和

用药安全。

1��常见中药材真伪鉴定思路

对中药真伪优劣进行鉴定时，应严格掌握中药和相

应混伪品存在的相似点或相同点，包括内部构造、外观

性状、理化性质等，对中药真伪品鉴别过程进行规范，

去除所有相关共性，明确本质特征[2]。总而言之，进行中

药鉴别时，其基本思路主要包含两点，一为摒弃共性，

二为找出特征。进行鉴定时要先确定鉴定目的，知晓到

底是检查质量，或者鉴定真伪，全面分析样品特征，注

意每个细节，择取鉴定方法，提升检验准确度。实际检

查时，可先观察中药形态，确定其为哪种中药，划分类

型，观察药用部位，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检查。关注样

品情况，如其为完整植物体，对其展开鉴定时，一般选

择两种方法，一种为原植物鉴定法，另一种为性状鉴别

法，同时借助其他方式，进行辅助，如药材表现为粉末

状，一般也选择两种方法，一种为显微鉴定法，另一种

为理化鉴定法。然后在观察药材一般特性同时，寻找其

存在的特殊点[3]。如果为根类药，应确定植物根为单子

叶还是双子叶，如果为后者，应注意其一般性状，颜色

呈现出黄色，提示可能为大黄或黄芩，借助对比法实现

鉴定目标。最后进一步验证鉴定结果，可以选取以下方

法，以标准品为依据对照分析，以有关文献为标准对照

分析，进行复核试验。

2��常见中药材真伪鉴定方法

2.1  原植物鉴定法

植物形态属于一种外部特征，其受遗传基因控制、

外界环境影响。开展原植物鉴定时，需要明确植物药的

栽培方式、生活环境和产地等，了解性状变异规律，

基于遗传层面，具有较高稳定性，同时外界环境对其产

生的影响不大，不容易出现变异反应，将其作为本品的

性状特征，比方说在鉴别中药种类时，可将花果形态构

造、花叶类型等作为依据，鉴定材料时应重视其代表

性，就叶的大小、叶的形态、毛被疏密、根茎、植株高

矮、根茎和根等，出现变异的可能性高，无法成为鉴别

依据[4]。祖国医学经过漫长时间发展，具有多种类型中药

材品种，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与同属动植物之间存在

明显相似性，特别是外形，进而出现品种假冒、混淆等

现象。认真观察植物，分析其和标本间的差异性，进一

步对有关文献进行核对，采用原植物鉴定法，确保学名

无误。我国近些年围绕其开展一系列研究，取得明显进

展，为中药研究提供重要信息支持，打下良好基础。

2.2  经验性状鉴定法
采取简单、有效的鉴别方法，包括口尝、鼻闻、眼

观等，仔细观察药材的味、折断面、表面特征、大小、

形状、气、质地、颜色和形状等，对中药材展开辨状论

质，精准鉴定描述，对性状质量标准进行评估[5]。

2.2.1  眼观法
鉴别药材真伪时，通过肉眼观察，主要内容为外

观，掌握其性状，明确其特征，借助标准品，展开深入

分析，确定其种类，判断其质量。针对花、叶类药材，

可借助光照法，检测叶脉，也可采取放大镜，对药材细

微特征进行观察，包括茎、叶存在的细小绒毛，关注

其表面或结构[6]。如果药材易碎、皱缩，例如若药材为

叶类，进行浸水，将水温控制在60℃，注意叶脉、叶
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断、折断等方式，展开

鉴别。采取眼观法时应保证光线充足，不能采取有色光

源，防止其对药材本来颜色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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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手感、耳听、口尝法
通过手感法，灵活应用多种方式，例如手掰药材，

手指尖压样品，用手摸样品等，基于多个层面展开鉴

别，例如粗滑、干湿，评估其软硬程度，测量其轻重

等，对于有毒性药材，有刺激性药材，加强警惕，做好

防护工作。采取耳听法，即以折断声、摇动声等为依

据，鉴别药物真伪。借助口尝法，基于口感、尝味、咀

嚼等方式，对药材进行鉴定，该方法适用于“味”突出

的药材，包括大黄、西洋参、熊胆和牛黄等[7]。采取该方

法时，保证咀嚼时间充分，令味蕾充分和样品接触，毒

药不可采取该方法。

2.2.3  水试法
以水为媒介，通过药材于水内产生的相应变化进行

评估，例如酸碱变化、膨胀性、颜色变化情况、沉浮情

况，观察其透明度，有无旋转，是否溶解等，进行鉴

别。选择盛水容器时，内壁或为白色或为无色[8]。关于水

试法措施、原理等，近些年也有相应报道，例如张玉生

等采取多味中药展开研究，包括秦皮、西红花、麝香、

牛黄和血竭等，进行水试法，为中药鉴别提供重要查考

依据，特别是基层单位，更具积极意义。

2.2.4  光试法
选择药材时厚度以1-2mm为宜，将药材放入人眼、

光源之间，借助物质对于光本身的实际吸收性、单色光

或复色光产生的透射性，监测药材的透视特征，涵盖纹

理、色泽和透明度等多个方面，对中药质量、品种进行

鉴别。光试法应用范围广，可以鉴别掺伪、混淆品的品

种[9]。李仿尧等在鉴别部分中药时，采取光试法，效果

明确，纳入中药种类有熊胆、阿胶、穿山甲、云母、银

耳、血竭、羚羊角、百合和玳瑁。

2.2.5  火试法
可以用酒精灯火，对样品进行直接燃烧，也可通过

介质进行烘焙，例如瓦片等，仔细观察样品的变化情

况，包括聚散情况、膨胀情况、烟雾、颜色、响声、熔

融情况等，对其真伪优劣进行鉴别[10]。多位学者围绕少

部分植物性中药、动物类中药和常用矿物等，开展火试

法，均证明火试法检验有效，建议后续进行深入研究，

例如海金沙等

2.3  显微鉴定法
对于植物性中药而言，其存在多种显微特征，包括内

含物、细胞形状和组织构造等，能够以上述特征为依据，

不仅能鉴定药材种属和品质，还能鉴别其纯度及真伪。显

微结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取材部位、季节变化、生长环

境、产地和栽培方式等，进行取材鉴别时，应加强重视

程度，选取取材部位时应保证其具有代表性[11]。药材基

源不同，其存在偶然性，或者如果生物体长时间在相同

环境中生长，其外形可能逐渐相似，又或者就近缘品而

言，其外形基本一致，但针对其组织构造，发现存在明

显差异，不同生物物种，其具有不同个性特征，仅仅通

过外形无法精准鉴别，应联合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实施

显微鉴别。

2.3.1  解剖学鉴定法
针对解剖学鉴定，其主要有三种方式，一为表皮制

片，二为组织解离，三为组织切片。鉴定动植物时，观

察其生长情况，发现其受多因素影响，例如遗传因素，

环境因素等，关注组织构造，其变异风险高，鉴定时应

知晓变异规律，了解其稳定性特征。相关研究显示，叶

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厚度，表皮细胞存在的气孔数，

棚状细胞的列数发达程度，薄壁组织和机械组织发达情

况，油室等分泌结构出现变异的可能性较高[12]。对于器

官有关部位，无论是排列方式、细胞形态，及类型，其

均有较高稳定性。鉴定动物药材时，相对稳定的有薄壁

细胞，木栓组织细胞，上下表皮细胞等，特别是其形态

和纹路，基本不会出现变化，故鉴别时上述物质宜当成

样品。鉴定全草类中药时，稳定性较高的有花柄、叶柄

等。就植物性中药而言，进行鉴定时，可以不同植物相

同部位为依据，也可以解剖学特征为依据。

针对组织切片，动物角类，真菌类的子实体或子

座，种子、果柄、叶、茎、根、皮、花柄、果实、根茎

等，均适用[13]。仔细观察镜检物的位置关系、数量、形

状、所在部位、排列方式和组织构造等，进行鉴别。若

药材之间存在较近亲缘关系，应选取独特特征。

2.3.2  粉末鉴定法
常被用于鉴别粉末类中成药和相应药材，例如花

粉、饮片、干燥原药材和孢子等，通过显微镜，仔细检

查样品，了解其外部特征，包括大小、形态等，关注

细节，例如表面纹理和结构等，展开鉴别，确定药材种

类，识别特异性显微特征。根据有无石细胞，若有其所

处部位等，可进一步区分板蓝根、山豆根、黄连类中药

等；对于植物性药物，或者破碎药材，或者粉末类药

物，可观察纤维，了解细胞壁情况，如其孔沟情况，和

实际木化程度等，观察形状及大小，根据上述项目，对

药材进行分型，共有12种。植物类中药多存在纤维，特
别是藤、根茎中药，皮类和木本植物等。就气孔而言，

多种植物中药均能观察到，例如叶片，花部，植物果

实，或者鳞叶等，充分结合上述内容，鉴定真伪。结合

副卫细胞、卫细胞形态及大小，共含有16类；晶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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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发育中无机盐结晶可作为次生代谢产物，细胞

中结晶类型、分布部位、大小和形状等，处于相对稳定

状态，科属不同结晶表现也有一定差异，就植物类中药

而言，主要为硅酸体结晶及钟乳体结晶；淀粉粒，淀粉

粒常见于早春、秋末和冬初，少见于春末和夏季，包含

三种类型，即半复粒、复粒和单粒[14]。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药材是中医治疗中关键部分，做好真

伪优劣鉴定，其既是规范用药的前提，又能够促使中药

向国际化、标准化发展。本文主要分析鉴定思路，研

究相应鉴定方法，包括原植物鉴定法、经验性状鉴定法

和显微鉴定法等，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真伪鉴定，切

实保障中药质量，维护其药效，为中医治疗打下良好基

础，推动中医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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