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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供中药学专业用）：中药鉴定学》分为上篇总论和下篇各论两部分
。
总论以中药与中药鉴定学的关系为起点，从中药学的历史发展人手，介绍药材的真实性鉴定、药材的
有效性鉴定、药材的安全性鉴定、药材的品种质量变化规律与质量调控，以及药材资源与可持续利用
等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较新的中药鉴定学知识框架。
各论介绍98种常用重点中药的系统鉴定理论和方法，以数码成像技术制备的药材原色图片及药材显微
图片来反映其药材的形状及组织结构特征，使药材的真实性鉴定更形象化和具体化；同时重点介绍与
质量相关的药材化学成分，理化鉴定以色谱分析为主，增强其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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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干燥 干燥的目的是及时除去药材中的大量水分，避免发霉、虫蛀以及药效
物质基础的分解和破坏，利于贮藏，保证药材质量。
在除去水分的前提下，必须保证药效物质基础的稳定性。
 1.干燥的方法药材的常用干燥方法有阳干法、阴干法和烘干法。
 阳干法是利用阳光直接晒干，这是一种最简便、经济的干燥方法。
注意含挥发油的药材及所含成分受日光照射后易变色、变质者，不宜用此法。
 阴干法是将药材放置于通风的室内或荫棚下，使水分自然蒸发，主要适用于芳香花类、叶类及草类药
材。
烘干法是将药材放入烘箱中加热干燥的方法。
该方法可不受天气的限制，但须注意富含淀粉的药材如欲保持粉性，烘干温度须慢慢升高，以防新鲜
药材遇高热后淀粉粒发生糊化。
药材的干燥温度常因所含的成分而异。
一般含苷类和生物碱药材的干燥温度为50～60℃，可抑制所含酶的作用而避免成分的分解；含维生
素C的多汁果实，可用70～90℃迅速干燥，不能立即干燥时应进行冷藏；含挥发油的药材一般不宜超
过35℃。
 《中国药典》规定：凡烘干、阳干、阴干均可的，一般用“干燥”表示；不宜用较高温度烘干的，则
用“阳干”或“低温干燥”表示（一般不超过60℃）；烘干、阳干均不适宜的，用“阴干”或“晾干
”表示；少数药材需短时间干燥，则用“曝晒”或“及时干燥”表示。
 2.干燥的一般原则 根及根茎类中药一般于采挖后经过挑选，洗净泥土，除去毛须后立即干燥；有的需
刮去外皮后干燥，使色泽洁白，如沙参等；有的质地坚硬者需趁鲜切片或刨开而后干燥，如天花粉等
；有的需抽去木心后干燥，如远志；有的富含黏液质或淀粉粒，需开水稍烫或蒸后干燥，如天麻、百
部等。
 皮类中药一般在采后修切成一定大小后晒干；或加工成单筒或双筒后晒干，如厚朴；或先削去栓皮后
晒干，如关黄柏、牡丹皮。
 叶类及全草类中药含挥发油较多的，采后放通风处阴干；全草类一般先行捆扎，使成一定的重量或体
积，而后干燥，如薄荷。
 花类中药一般是直接晒干或烘干，干燥时须注意花的完整性及保持色泽鲜艳。
 果实类中药一般采后直接干燥；有的药材须经烘烤、烟熏等加工过程，如乌梅；或经切割加工后干燥
，如枳实、枳壳等。
 种子类中药通常采收果实后去果皮取种子，或直接采收种子后干燥；也有将果实干燥贮存，使有效成
分不致散失，用时取种子入药，如豆蔻。
 三、贮藏及养护调控 中药材在贮存保管中，因受环境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常会发生霉变、虫
蛀、变色、泛油及酸败等现象，导致药材变质，影响或失去疗效。
因此必须建立适宜的贮藏和保管条件，以保证药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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