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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统鉴定与新型鉴定法在中药管理中的
应用实践
陈凤凤 1，杨金平 2 （1. 沾化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山东滨州 256800；2. 滨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滨州 256600）

摘要：目的  对比中药传统鉴定法与新型鉴定法的应用效果差异。方法  以 2021 年 4 月 ~2022 年 5 月在

本服务中心接受中药治疗的 188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94 例，对照组运用传统

鉴定法，实验组运用新型鉴定法，比较两组药学服务效果满意度、中药鉴定过程持续时间、处方审核过

程持续时间以及处方调剂过程持续时间以及接受治疗前后的生存质量。结果  实验组药学服务效果满意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中药鉴定过程持续时间、处方审核

过程持续时间以及处方调剂过程持续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

前，两组生存质量比较差异不显著，P＞ 0.05；治疗后，实验组生存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

论  新型鉴定法在中药管理中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提升药物服务效果，缩短中药鉴定时间，提升鉴定

结果的准确性，保障临床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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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医事业的优质稳定发展，中药库房

的管理正在逐渐成为各级医院药剂科室日常运作过

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方面。在各级医院围绕中药材

开展管理工作过程中，其通常需要依次实施采购环

节、验收环节、加工环节、存储环节以及发放环节

等，而针对优质鉴定技术方法的运用，则有助于控

制保障中药材在采购环节和临床使用环节具备良好

质量 [1]。

当前，很多医院在采购中药材过程中选择运用

网上公开招标采购模式，但是依然无法排除部分经

营者，出于获取经济利益的考量角度，针对医院供

应质量低劣的中药材。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中药材在

进入医院仓库之前具备良好质量状态，发挥着极其

关键且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2]。围绕中药材展开鉴

定工作环节，主要需要关注中药材的真伪状态、基

本品种、总体纯度、优良程度以及生产采收年份等，

需要基于适当技术方法推进开展检验环节，且出具

明确的检验报告文本材料。做好针对中药材的鉴定

工作环节，有助于规避假冒伪劣中药材或者是质量

低下中药材进入医院药品仓库，提升临床药物治疗

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总体安全性。本研究旨在对比中

药传统鉴定法与新型鉴定法的应用效果差异，提升

中药鉴定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1 年 4 月 ~2022 年 5 月在本服务中心接

受中药治疗的 188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实验组各 94 例，对照组运用传统鉴定法，

实验组运用新型鉴定法。对照组男 48 例，女 46 例；

平均年龄（41.02±3.25）岁。实验组男 49 例，女

45 例，平均年龄（41.04±3.27）岁。两组一般资料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运用传统鉴定法，重点围绕中药材的来

源方面、物理化学性质方面、性状方面以及显微特

征方面进行鉴别。围绕中药材进行来源鉴定，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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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工作人员要具备植物学知识基础，主要鉴定中

药植物的果实、茎以及根等部位。中药材基本性状

主要鉴定形状、质地、色泽以及断面等，鉴定方法

为眼看、鼻闻、水试、手摸以及口尝等。运用物理

技术方法或化学技术方法鉴定中药材的物理化学性

质，开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揭示中药材的化学

物质组成结构。对中药材开展显微鉴别，首先需进

行切片和研磨处理 [3]。

实验组运用新型鉴定法，主要包括细胞生物学

分析、电脑图像分析、化学模式识别技术、光谱检

测技术、色谱检测技术、差热分析技术等多种现代

技术。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药学服务效果满意度、中药鉴

定过程持续时间、处方审核过程持续时间、处方调

剂过程持续时间。

（2）比较两组接受治疗前后的生存质量：包

括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主

观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以及精神健康等维度，

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生存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 SPSS 27.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

料以（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比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药学服务效果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药学服务效果满意度为 97.87%（92/94），

高于对照组的 85.11%（80/94），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9.837，P ＜ 0.05。

2.2 两组中药鉴定过程持续时间、处方审核过

程持续时间以及处方调剂过程持续时间比较

实 验 组 中 药 鉴 定 过 程 持 续 时 间 为

（7.17±0.22） min，短于对照组的（15.81±0.70） min，

两组比较差异显著（t=114.163，P ＜ 0.05）。实验

组处方审核过程持续时间为（2.07±0.35）min，短

于对照组的（3.77±0.22）min，两组比较差异显著

（t=39.870，P ＜ 0.05）。实验组处方调剂过程持续

时间为（23.56±4.82）s，短于对照组的（40.57±8.80）

s，两组比较差异显著（t=16.437，P ＜ 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生存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

治疗后，两组生存质量评分均明显改善，且观察组

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1~2。

表 1 两组治疗前的生存质量比较（ ±s）

组别 n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主观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实验组 94 41.30±2.94 36.87±1.23 44.03±1.85 30.57±2.08 34.20±2.56 40.64±3.99 38.99±1.74 33.23±3.03
对照组 94 41.26±3.23 37.30±1.01 43.26±2.24 31.03±1.86 34.19±2.63 40.56±3.84 38.53±2.31 33.16±3.10

t 0.089 2.619 2.570 1.598 0.026 0.140 1.542 0.157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表 2 两组治疗后的生存质量比较（ ±s）

组别 n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主观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实验组 94 66.23±4.46 61.85±2.10 70.21±4.90 61.28±4.10 61.26±5.11 66.22±6.33 64.36±4.10 72.41±4.94
对照组 94 57.32±5.24 54.20±1.71 63.54±4.70 51.20±3.44 53.22±4.45 57.26±5.18 55.24±3.88 63.22±5.08

t 12.554 27.387 9.524 18.260 11.504 10.621 15.664 12.574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物产繁盛，中药材种类繁

多。中药材的主要特点有数量规模庞大、种类组成

复杂，相同种类的中医药物制剂产地不同，其药效

或药力表现也会展现出显著差别，给中药材鉴定工

作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 [4~5]。

中医药物制剂传统鉴定主要围绕中医药物制剂

产地来源、基本性状特征、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微观

特征进行，运用显微镜设备进行鉴定的优势在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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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操作流程简单且便捷、鉴定工作流程耗时相对短

暂等，利于推广普及运用 [6~7]。但传统鉴定方法多

依赖鉴定技术人员的工作经验以及中医药物制剂相

关知识掌握熟练程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8]。在

具体鉴定过程中，鉴定工作人员首先需通过观察外

观判断被鉴定中药材的真伪，通常不使用专业仪器

设备，存在盲目性特征，无法保证鉴定判断结果的

准确性 [9]。随后通过观察法、水试法以及火试法判

定中药材的质量状态，了解中药材的形状、大小以

及总体含水量 [10]。传统鉴定技术方法对鉴定工作人

员的理论知识素养和工作经验要求较高，但现阶段

很多医院的中药材鉴定工作人员配备不足或能力不

够，较难满足实际需求 [11]。

新鉴定技术方法实现了对传统鉴定技术方法的

有效补充、升级和充分优化。中药材经过炮制加工

技术处理后，其基本性状通常会发生显著改变，客

观上会导致传统鉴定技术方法运用过程中出现明显

差错。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和逐渐革新，

DNA 鉴定、细胞生物学分析、电脑图像分析、化学

模式识别技术、光谱检测技术、色谱检测技术、差

热分析技术等现代技术方法逐步应用于中药材鉴定，

能够有效缩短鉴定时间，提升鉴定鉴定结果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从根本上规避假冒伪劣中药制剂进入

医院，保证临床用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2~13]。

本研究中，实验组药学服务效果满意度明显高

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实验组中药鉴定过程持续时间、处方审核过程持续

时间以及处方调剂过程持续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前，两

组生存质量比较差异不显著，P ＞ 0.05；治疗后，

实验组生存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

综上所述，新型鉴定法在中药管理中应用效果

显著，可有效提升药物服务效果，缩短中药鉴定时

间，提升鉴定结果的准确性，保障临床治疗安全性

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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