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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一、中药鉴定学的定义：研究和鉴定中药的品种和质量

，制订中药质量标准，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应用学科 二、中

药鉴定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是：在继承祖国医药学遗产和传

统鉴别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方

法和技术，系统地整理 和研究中药的历史、来源、品种形态

、性状、显微特征、理化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建立规

范化的质量标准以及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中药鉴定学的研究对象：中药。 中药包括：中药材、饮

片和中成药。 四、中药鉴定学的任务是 1、考证和整理中药

品种，发掘祖国药学遗产 ２、鉴定中药真伪优劣，确保中药

质量 3、研究和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 ４、寻找和扩大新

药源 五、中药品种与质量的关系：中药的品种问题直接关系

到中药的质量，品种正确是保证中药质量的前提。 六、造成

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的原因： １、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象

普遍存在 ２、本草记载不祥，造成后世品种混乱 ３、有的品

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品种发生了变迁 ４、一药多基原情况较

为普遍 七、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题及发掘祖国药学遗

产的途径： １、通过对中药商品调查和中药资源普查，结合

本草考证，明确正品和主流品种，力求达到一物一名，一名

一物。 ２、研究不同历史时期药物品种的变迁情况，正确继

承古人药材生产和用药经验 ３、开展古方药物的品种考证 ４

、对一些道地药材进行品种考证 ５、本草考证有助于自然资



源的开发利用 ６、通过本草考证与现今药材品种调查相结合

，能纠正历史的错误，发掘出新品种 八、中药真伪优劣、正

品与伪品的含义：真、伪、优、劣即指中药品种的真假和质

量的好坏。“真”，即正品，凡是国家药品标准所收载的中

药均为正品； “伪”，即伪品，凡是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规

定中药的品种以及非药品冒充中药或以它种药品冒充正品的

均为伪品。 “优”，即质量优良，是指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质

量规定的各项指标的中药； “劣”，即劣药，是指不符合国

家药品质量规定的中药 中药材出现伪品、混淆品或掺伪品的

原因： １、误种、误采、误收、误售、误用 ２、一些名称相

近或外形相似或基原相近的品种之间产生混乱。 ３、个别人

有意造假，以假充真 九、影响中药质量的因素： １、栽培条

件 ２、采收加工 ３、产地 ４、贮藏时间 ５、运输 ６、非药

用部位超标 ７、人为参假 ８、个别药材经提取部分成分后再

流入市场 中药质量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有效成分或有效物质的

含量。对中药质量的科学评价常以其有效成分的含量、稳定

性、安全性为指标 对中药质量的评价方法有：药效学、免疫

活性、化学模式识别结合药效学、质纹图谱等方法 目前《中

国药典》对中成药鉴定常用的鉴别方法是：显微鉴定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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