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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促进学生掌握中药鉴定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目的，通过讲习药材鉴定实例，探讨中药鉴定学与药用植物学两个学科之间，在教学上的联系性和互补

性。拓宽学生知识面，改善学生知识结构，全面提高中药鉴定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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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鉴定学是中药专业学生最重要的专业课之一。该课程以学习中医沿用的常用中药为主，继承传统

鉴别经验，学习现代鉴定方法，使学生真正掌握鉴定和评价中药真伪优劣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

能，确保中药的质量。同时，应用相关知识，发掘祖国药学遗产，整理中药品种；进行药源普查和保护，

根据植物亲缘关系，寻找和扩大新药源。故又称之为“保质寻新”的科学。 

  药用植物学是中药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重点掌握有关植物形态、解剖及分类学的基本知

识，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以及《中药资源学》、《药用植物栽培学》等一系

列专业课程打下的基础，在中药专业的课程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由于《药用植物学》通常在二年级开设，学生们对本专业的认识还比较肤浅，所以，往往是大部分人

学完就忘。到了三年级学习《中药鉴定学》时，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在

《中药鉴定学》教学过程中，依据药材鉴定实例，探索这两个学科间教学的联系性及互补性十分必要。这

不仅可使学生们对药材的鉴别达到细胞、组织及器官形态等不同层面上的深刻理解，而且，也有利于他们

从根本上掌握鉴定中药真伪优劣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目前中药鉴定的常用方法主要包括：来源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及理化鉴定等四大类。前三者均

以生物学方法为基础，与药用植物学有密切的联系。故将两个学科间教学的联系性及互补性也按三个方面

简述如下： 

  1 建立显微特征与植物形态构造及生长发育过程的有机联系 

  显微鉴定是现今中药材鉴别的主要方法之一。即应用光学显微镜及体视显微镜，对药材的组织构造、



细胞形状及内含物特征等细微结构进行比较观察，来辨别药材的真伪，判断其纯度的高低。它不仅适用于

性状不能识别的药材或性状相似、组织有较大差别的药材、破碎或呈粉末状的药材的鉴别，还可用于粉末

药材制备的中成药的鉴别。 

  在显微鉴定中，常常需要用到许多《药用植物学》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并且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扩充相

关知识。例如：“晶纤维”在《药用植物学》中，是属于植物组织———机械组织项下的一个小知识点。

由于时间关系，只能简要讲解，也只有一次实验需要观察。而对于甘草、黄柏、番泻叶等许多重点药材的

显微鉴别来说，“晶纤维”不仅是一个需要仔细观察的重要特征，而且必须搞清楚“晶鞘纤维”与“嵌晶

纤维”的区别，还要扩充二者的具体实例和相关知识。让学生们明确：“晶鞘纤维”是纤维周围包围着许

多含草酸钙结晶的薄壁细胞（如：甘草、黄柏、葛根、红芪、石菖蒲、鸡血藤、降香、苦楝皮、番泻叶

等）；或者是纤维周围包围着许多含草酸钙结晶的厚壁细胞（如：合欢皮、海桐皮等）。而“嵌晶纤维”

则是纤维本身的次生壁上密集镶嵌着细小的草酸钙结晶（如：白鲜皮、麻黄、紫荆皮、南五味子根等）。

从而在中药鉴定的实际工作中，力求做到概念清晰，得心应手。   

  2 探寻经验鉴别与药材组织构造和化学成分间的内在联系 

  性状鉴定是我国历代药学同仁在千百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鉴别方法，也是现今中药鉴定

专业人员必备的基本功之一。性状鉴别即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水试、火试等十分简便的鉴定方

法，通过观察分析药材的外观性状，来确定其真伪优劣，具有简单、易行、快速、花费低廉的特点，在基

层药店、医院及药材市场更为实用。许多中药经验鉴别的术语非常形象生动、易学、易记；所描述的特征

和现象都以药材的组织构造和化学成分为物质基础，绝非主观臆造。但在学习《中药鉴定学》的初期，有

不少学生都误认为：性状鉴定是原始的、古老的方法，主观性强，不如现代理化鉴定方法科学、可靠。因

此，听起来不以为然，学起来不求甚解。 

  针对这种情况，从两个学科的联系性及互补性入手，让学生们重新复习《药用植物学》的基本概念和

术语，去探寻每一个性状鉴定特征、每一条经验鉴别术语所对应的植物形态结构或化学成分，从而取得良

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根及根茎类中药部分：何首乌的“五朵彩云”、商陆的“罗盘纹”、大黄的“星

点”、川牛膝和怀牛膝的“同心环”等，都是不同类型异常形成层活动的结果，也是不同类型异型维管束

在宏观上呈现的特征。狗脊断面上的棕黄色环纹是木质部，而川乌断面上的多角形环纹则是形成层。白芍

药材质地坚实，断面角质样，是由于加工时淀粉粒糊化所致。茅苍术“起霜”，是苍术酮的自然析出。环

烯醚萜类化合物是地黄的主要活性成分，也是地黄变黑的主要原因。在皮类药材部分：肉桂断面“颗粒

性”，是由于组织中富含石细胞群；桑白皮质地柔韧，难以折断，由于组织中富含纤维；丹皮内表面的

“亮点”，是牡丹酚的无色结晶体等等。通过许多药材鉴定的实例，使学生们对药材的性状鉴别特征有了

组织构造、化学物质层面上的，较深刻的理解，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经验鉴别方法的科学认识。   

  3 掌握基原鉴定与植物分类学知识间的基本联系 

  来源鉴定又称基原鉴定和品种鉴定，主要是应用植(动)(矿)物学知识，对中药的来源进行鉴定，确定

其正确的学名，保证品种的准确无误。它是中药鉴定的基础。品种的正确性关系到中药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和中药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很难想像一个不具备植物学基本知识的人，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中药鉴定专业人

员。 

  基原鉴别也是鉴定花类和全草类中药常用的方法。如果植物分类学知识学得好，用得活，许多疑难问

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实际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虽然，大部分学生学完《药用植物学》后，会背会一二十个

常见科的主要特征，但遇到问题不会用。少数学生甚至连常见科的特征，也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学习

花类、果实种子类及全草类中药的鉴定时，依据药材实例，复习植物分类学知识，重在掌握基原鉴定与植

物分类学知识间的基本联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方法多采用先提问，再提示，由多个学生补

充答案，最后由教师详细解答的方式。以促进学习的主动性，加深记忆，并扩充相关知识，扩大学生的知

识面。例如：若熟悉菊科的管状花冠、聚药雄蕊、子房下位等特征，就会对红花的基原鉴别多几分把握；

若了解鸢尾科柱头的形态，就容易从藏红花的参伪品中找出伪品。要区分金钱草与广金钱草，就必须清楚

豆科与报春花科的区别。白花蛇舌草与水线草的鉴别，则需要有更扎实的分类学功底。 

  综上所述，依据药材实例，去探讨中药鉴定学与药用植物学两个学科之间，在教学上的联系性和互补

性，有利于学生掌握中药鉴定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

根本提高教学质量。 



 

上两条同类新闻： 

● 关于“加强护理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调查与建议 

● 大学生网络成瘾者行为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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