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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中药材质量检验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崔维刚

临沂市政务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 276001

摘 要：近几年随着我国医疗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各种检验设备以及检验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发展，同时药品质

量检验也越来越受社会所关注。虽然通过新设备以及各种新技术对药品进行检验能够有效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但

是目前在中药材检验工作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对临床治疗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会带来一定影响。为此本文将对我

国常用中药材质量检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总结相应的的解决方法，以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常用中药材检验工

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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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药是我国宝贵的自然资源，从古至今在我

国乃至世界的医学治疗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药材

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临床治疗效果。随着近年来对检验

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对中药材质量检验的准确性要

求也在逐渐提高。因此，准确分析中药检验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是提高中药材质量检

验准确性的基础[1]。

首先，中药材是在一定的地域内，根据地区发展环

境及自然条件所生长出来的药材(如北京地区的知母，甘

肃地区的枸杞，陕西地区的天麻等等)，它主要以植物为

原材料，所以在中药种类中，植物性药材占据多数。其

次，中药是指根据中国传统医学具体理论，通过采集、

制剂、依据作用机理，用于预防及治疗疾病的天然药晶

或加工代用品”。最后，中药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其

不仅与治疗效果有直接联系还与患者的生命安危相互挂

钩，所以做好中药材的质量检验是至关雨要的。

缺乏标准的药品检验依据

众所周知，中药材的种类非常多，已经记载的中药

材高达一万多种。即使是临床中常用的中药材，种类也

是非常繁多。想要对种类数量如此巨大的中药材进行有

序的检验管理，必须具备一定的质量检验标准。但是就

目前我国药品检验情况来看，还没有制定严格的中药材

检验标准，这就造成在对中药材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只

能根据记载的资料进行检验，这样的检验方式不具备全

面性和准确性。

中药材的含量标准不完善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相应的检测技术和检验仪器

也逐渐应用在中药材检验中，但是药材的种类多，给检

验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各种中药材的成分含量也是不同

的，这就要求对不同的中药材含量进行检验时需要不同

的检验标准，以及不同的规范要求。但是现有的标准对

含量检验的描述不尽完善，很多药材的含量检验结果都

是依靠检验者的经验进行确定，需要检测人员具有丰富

的经验才可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这样的确定方法难

免会影响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在中药材

大量商品化的情况下，人们对中药材的需要也在不断增

大，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人工种

植、培育的药材，各种中药材的种子、培育过程、制作

工艺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药物的质

量。药材种植者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改变了药材原有的

生长周期，影响了药材的质量。同时，许多种药材随着

种植区域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质量改变，影响药材

的纯度。中药材的商品化、市场化导致中药材的种植工

艺不同于原有种植方式，最终影响了药物的质量，化

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也会严重影响药材的质量[2]。炮制方

法的不同，没有相应规范的标准，这些都会对含量的测

定带来干扰，致使检验报告的准确性较低。

中成药的质量标准不够科学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大多数中药材配方制剂均是由多种

药物配伍而成，药物种类少则数种，多则数十种，一般单

一的中药材很少用于临床治疗中。而目前中成药质量标准

却不够科学，导致在多数中成药中，其里面的多种中药材

可能只有少部分完全符合规定的含量标准，而其余的中药

材则没有明确的含量标准。除此之外，在中药制剂生产过

程中，部分厂家可能会因此对没有标准规定含量的中药材

含量进行减少，有的甚至不给与投放，导致中药制剂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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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影响，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高素质的检验专业人员欠缺

首先，检验人员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中药材感

官进行评定需要丰富的经验才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前

期的经验积累过程很重要，积累的过程辛苦也很枯燥，

会有部分中药材质量鉴定人员改换行业；其次，用现代

仪器对中药材质量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从业人员，要熟

练掌握操作技能，对各项标准要相当熟悉；最后，受到

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会有人看不起从事中药材检测工

作，认为不是高薪酬、体面的工作，从业人员在相同的

学历背景下，却得不到尊重和应有的经济报酬。但是，

在民间和社会团体自发形成的从事中药材行业的组织、

个体或者团体等占据了中药材行业的半壁江山，在他们

中间有很多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不但精通中药材的鉴

定工作，而且对饮片的加工、炮制工艺以及对饮片质量

的筛拣也很精通，如安徽亳州就是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

易地之一，“徽帮”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能工巧匠。虽然

他们并未进入正规的学堂学过文化课，未经相关专业培

训，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凭借几代人几十年

来“师传徒”的方法，自身炼就了一手高技能，而且他

们所具有的技能、工艺是现有许多专业院校、研究人员

所学不到的。所以，在中药材检验行业中，不但缺少具

有夯实的理论知识，而且还缺少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

素质专业人员[3]。

严格把控检验过程

首先，要想在源头就把控好中药材的质量安全，就

要严格规范检验流程，把控检验过程。为此，相关行业组

织要先制定好相应的中药材质量检验标准及相关法规，让

检验环节更加透明，使检验结果更加科学。其次，仅仅依

靠完善的检验标准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具体实践过程

中严格优化检验过程，做好样品采集及保存的前提下，依

据规范化的检验标准进行登记、观察、记录等工作，确保

数据的正确性。最后，对于合成中药材，相关人员要切实

根据治疗需要明确检验标准，规范检验过程，缺少数据误

差，提高中药材质量检验的正确率。

完善中药材检验制度，精确中药材检验质量标准

在中药材质量检验工作中，不仅需要进一步对其质

量检验制度进行完善，同时还要对其质量检验标准进行

进一步明确，以为中药材质量检验工作带来参考。除此

之外，为进一步提高配方制剂的临床疗效以及安全性，

相关部门需要积极引入现代检测技术以及各种先进检测

设备来对中药材相关信息进行完善，增加中药材检测项

目，同时根据临床治疗需求，对中药材质量检验标准不

断进行修订，提高检验标准的准确性以及全面性。

建立独立的中药材质量检验室

检验环境可对药品的检测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检

验场所的湿度过大或过于干燥、温度过高或过低均可会

导致检验试剂发生变质或挥发，从而对中药材的质量检

验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各检验机构需设置独立的中药

材质量检验室，在进行中药材质量检验前，需清扫检验

室，并将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保持在检验标准的范围内。

统一中药材制作标准

中药炮制是我国历代医药学家在长期医疗活动中逐

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有悠久的历

史和丰富的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药炮制

也在不断探索中前进。中药需要进行炮制增强疗效，或

者减低毒性，因此中药材炮制工艺及饮片的质量都需要

标准化[4]。不能因为炮制过程复杂、耗时等原因而将炮

制工艺简单化，如生地黄性寒味甘而苦，生用凉血；熟

地黄则性微温，以补血见长。而目前有些不法商家在加

工炮制熟地黄时，不但摒弃“九蒸九晒”的传统工艺，

而是简单地将生地黄直接放入沸水中煎煮，待煮至干瘪

后，从沸水中捞出，倒在地上晒干即完成炮制过程，按

照此法炮制出来的熟地黄，滋阴补血的疗效差。中药炮

制过程不能因辅料成本问题而更换，该用黄酒却用白

酒，该用白酒却用工业酒精。中药材的制作过程严重影

响着药材的质量及成分，对于中药材的检验结果也具有

重要意义。中药在国内的应用范围广泛，各种药物的制

作过程各不相同，不同的制作工艺以及制作方式对于药

物的药用成分影响较大。因此，在中药检验标准中需要

根据不同的药物制定相应的制作标准及炮制流程，使中

药的制作过程可以标准化、正规化，使药物在制作过程

中药效保存较好，进而使药物的检验效果得到保证。中

药制作标准的制定需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药材制定不

同的制作标准，以使不同区域药物的制作均具有较好的

标准可以遵循，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药物的检验结果[5]。

加强对中药材质量检验人员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

在中药材质量检验报告中需对中药材的检验结果和

检验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以使中药材质量检验报告具

有可信性。因此，如不对中药检验人员进行检验报告书

等方面的培训，则写不出合格的质量检验报告。

结束语：总之，在我国常见中药材质量检验中还存

在较多问题，例如中药材含量不明确以及检验标准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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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因此为进一步提高中药材质量检验结果准确性，

充分发挥中药药效，不仅需要进一步提高中药材检验人

员的检测技术，强化其专业素质，同时还要进一步建立

健全中药材检验制度以及检验质量标准，对中药材检验

过程进行严格把控，从而有力推动我国中药市场健康有

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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