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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中药鉴定法应用在中药库房管理中的意义。方法：分组方法为

随机数字表法，研究时间及对象为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接诊且行中药治疗

的 10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纳入 50 例，按照传统方法鉴定）、观察组（纳入

50 例，按照中药鉴定法鉴定），对照分析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观察组发

生 3例不良反应（6.00%），对照组发生 12 例不良反应（24.00%），P<0.05。结论：

在中药库房管理中采用中药鉴定法，可以保证中药性质，减少用药不良反应，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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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库房是储存、保管中药的重要场所，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临床用药安

全。由于中药材产地、品种复杂，所以有必要实施中药鉴定，以便正确判断中药

质量、品种。另外，相关报道指出[1]，传统鉴定法虽然具有快速、直接等鉴定优

势，但是要求中药库房管理人员经验丰富，可以通过中药材特定色泽、断面、形

状、质地等特征辨别质量，管理难度较大，而现代中药鉴定法包括差热分析、细

胞生物学、电脑图像分析等，兼具可重复性强、准确性高等特点，更有助于提高

中药库房管理质量及水平。基于此，本文就中药鉴定法应用在中药库房管理中的

意义展开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组方法为随机数字表法，研究时间及对象为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接

诊且行中药治疗的 10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纳入 50 例）、观察组（纳入 50

例）。对照组：男/女为 26 例/24 例，年龄 28-77 岁，平均年龄（52.0±17.5）

岁；观察组：男/女为 28 例/22 例，年龄 29-75 岁，平均年龄（51.5±16.8）岁。

纳入标准：①均能主动配合观察及治疗；②阅读知情书后同意参与研究。排除标

准：①生存期不足 1年者；②精神、语言、沟通障碍者；③资料不全者。基本病

例资料（男女比例等）组间无差异，P>0.05，可对照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按照传统方法鉴定）：（1）来源鉴定：依据动植物学知识，鉴定、

分析药材学名、具体分类等；（2）性状鉴定：凭借肉眼观察药材色泽、质地、性

状、纹理、光滑程度等，且通过闻、火试、看、尝等方法鉴定中药性状；（3）显

微鉴定：将花粉类、粉末类中药切片、研磨，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内含物、细胞

形状以及构造等；（4）理化鉴定：凭借化学、物理等方法，对中药材实施定性、

定量分析，检测纯度，鉴别成分含量。

观察组（按照中药鉴定法鉴定）：包括采用差热分析、细胞生物学、电脑图

像分析、光谱法、分子生物类鉴定等。

1.3 观察指标

将不良反应发生率作为观察指标，了解全部病例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类型及例

数[2]。

1.4 统计学方法

按照 SPSS23.0 软件处理研究数据，且以 n/%表示不良反应发生率，行 x2检

验，P<0.05 代表有比较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发生 3例不良反应（6.00%），对照组发生 12 例不良反应（24.00%），

P<0.05，见表 1。

表 1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食欲不振（例） 呕吐（例） 头晕（例） 总发生率（%）

对照组

（n=50）
4（8.00） 2（4.00） 6（12.00） 12（24.00）

观察组

（n=50）
1（2.00） 0（0.00） 2（4.00） 3（6.00）

x2 6.353

P 0.012

3 讨论

中药库房管理工作中进行中药材鉴定有其必要性，包括：（1）确保用药安全：

近年来，中医药文化得到推广，所以中药材需求量明显增加，其种植数量也随之



增加，但是由于中药材种植容易受到环境、天气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中药材

价格居高不下，此时不少不良厂商以次充好，企图蒙混过关，但是中药材真伪及

质量不仅影响着疗效，也极大地影响着用药安全，所以必须做好相应的鉴定工作；

（2）提高治疗效果：中药材质量与纯度密切相关，且有害物质含量亦直接影响

着治疗效果，所以若是药材鉴定不合格，必须禁止使用，以免影响疗效，甚至出

现不良反应；（3）明确药材类型：中药材种类繁多，为避免混淆，必须加强库房

整理工作。现阶段由于缺乏中药材管理人员、欠缺相关管理制度，使得中药材质

量把控不严格，仍存在保存不当、鉴别不准确、以次充好等问题[3]，严重影响临

床用药效果及安全性，要求中药库房管理人员加强中药材鉴定，以便减少差错事

件，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也要求中药库房管理人员能够不断完善中药材鉴

定方法，做好中药材质量把控工作。

本次研究表明，中药鉴定法对于提升中药库房管理质量有较好效果。传统鉴

定法是一种较为快速且直接的鉴定方法，可以凭借视觉、味觉、触觉等辨别中药

材质量，同时也能通过水试、火试判断，例如用热水浸泡秦皮后有黄绿色液体，

或是丁香入水后萼管下沉，亦或是西红花入水后会出现橙黄色物质，以及用火点

燃沉香后有浓烟、火烧血竭后有刺激气味烟气等[4]，另外，也能鉴定药材基源，

且在结果不明确时，亦能采用理化及显微鉴别，鉴定效果确切，不过临床实践也

发现传统鉴定法虽然能够鉴别药材真假伪劣，但是在性状及来源鉴定方面，要求

管理人员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及中药材知识，而理化、显微鉴定则存在花费时间

长、加工处理后性状易变化等不足之处。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以及对中药研究

的不断深入，当前已经可以对中药材进行差热分析、光谱法、细胞生物学等现代

鉴定，且兼具准确性高以及工作效率等优势，能够明确鉴定中药材品种、来源、

年份等信息，从而保证中药质量，确保用药安全，本次研究结果也显示观察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更少，P<0.05，进一步证实了中药鉴定法在中药库房管理中的价值。

综上所述，由于在中药库房管理中应用中药鉴定法，可以减少工作失误，确

保用药安全，能够提高库房管理水平，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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