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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药鉴别研究进展 

李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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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各种应用于动物药鉴定研究的技术方法。包括传统经验鉴定法、薄层扫描鉴别法、红外与紫外光

谱法、HPLC 色谱法、蛋白电泳技术鉴别法、X 射线衍射分析法、DNA 分子诊断技术法、生物芯片技术、发酵技

术法、免疫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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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药的研究整理工作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时拥有现代分类学知识的学者和专家，

在对市场销售的动物药调查中发现了大量问题，如

本草记载与临床应用不符、同名异物、同物异名、

假伪品泛滥等状况。由于动物药具有疗效高、活性

强、应用广、潜力大的特点，故越来越引起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广泛

征求全球有关专家的意见后，认为 21 世纪将是动物

药研究发展的世纪。药用动物的研究和应用将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因此加强动物药

真伪优劣的鉴别研究，确保动物药的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1]。本文概括了我国动物药鉴别研究状况。 
1  动物药的传统经验鉴别 

1.1  性状鉴别 
性状鉴别是识别药材最基本、运用最广泛的方

法，从动物药的表面特征（形状、颜色、纹路、突

起、裂缝、附属物等），到药材断面特征（颜色、纹

理等）、质地（光滑、粗糙、角质性等），注意找出

具有专属性的性状特征[2]。如羚羊角的“合把”、“乌

云盖顶”等[3]。 
1.2  显微鉴别 

用解剖学的方法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组

织构造、细胞内含物等，在植物类药材中应用较早

且广泛。由于动物药材组成复杂，显微鉴定的应用

受到一定的影响和限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苑

冬敏[4]通过收集 10 种含刚毛的昆虫、小动物类药

材，3 种含毛的动物药材，2 种羽毛类动物药材，分

别对这些药材所含的残留毛进行深入的显微鉴定研

究，拍摄了 2 000 余幅残留毛的显微特征照片，利

用测量软件提取了大量的残留毛显微特征参数，如

刚毛长度、毛干直径、髓质指数、单枝节长、节部

刺长等。研究结果表明，3 类动物药材所含的残留

毛在颜色、形状、表面纹理、长度、直径、髓质指

数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通过研究结果可

以确认，不同种类的动物药材，其所含残留毛大多

具有明确的显微特征差异，且具有生物学稳定的特

性。通过对所含残留毛的显微鉴别来研究和鉴定动

物类药材是科学、可行的。这种鉴别方法对含残留

毛的动物药材的鉴别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1.3  其它 

如尝、嗅、试（手试、火试、水试）等方法。

口尝识别药材，如熊胆味苦回甜，有钻舌感；利用

药材的特殊气味识别，如麝香的特异香气；手试如

麝香手握成团，轻揉即散，不沾手，不染手；水试

如哈蟆油水浸后可膨胀 10～15 倍，而伪品则至多膨

胀 3～7 倍；火试如马宝粉置于锡纸上加热，其粉聚

集，发出焦骨气味闭。 
2  动物药的薄层扫描鉴别 

张莅峡等[5]对娱蚁、全蝎、乌梢蛇、地龙、水蛙等

8 种动物药进行了水解氨基酸的系统分析。使用简

便、快速的薄层扫描法（TLCS），对 8 种动物药经

薄层色谱后，用茚三酮-乙醇试液显色，进行游离氨

基酸的扫描鉴定，获得了有鉴别意义的 8 种功物药

的特征指纹图谱，可作为动物药材鉴定的参考依据。 
3  红外与紫外光谱法 

金向群等[6]通过不同产地的中华大蟾蜍耳后腺

分泌物的红外光谱分析表明，两者红外光谱的峰位、

形状、强度是一致的，说明了光谱的重现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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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蟾蜍和华西大蟾蜍谱图十分相似，但华西大

蟾蜍耳后腺分泌物的红外光谱在 931、945 及 1 
410cm-1 处有吸收峰，而中华大蟾蜍耳后腺分泌物的

红外光谱在此处无吸收峰，这就可以把差别极小的

中华大蟾蜍与华西大蟾蜍区分开。王喜军等[7]把整

个胆汁看成一个“化合物”，各组分看成一个“官能

团”，各“官能团”有特征吸收（无发色或助色结构

者无吸收），复合成一个“化合物”的特征吸收图谱。

胆汁的组成对同种动物是一定的。只是由于产地，

采收季节等因素不同，各组分的相对量不同，但性

质是一致的。因而，对于一个确定的胆汁来说，吸

收峰的位置应是不变的。只是由于各组分相对浓度

的变化，峰的相对强弱不同。因而吸收峰的位置具

有专属性。对送检的熊胆及收集的上述胆汁进行了

重复多次的试验，表明上述结果具有重现性，建立

了其指纹谱图，具有鉴定意义。 
4  HPLC 色谱法鉴别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建立三斑海马

的参考指纹图谱。研究表明所建立的三斑海马的参

考指纹图谱可用于药材的真伪鉴别[8]。 
5  蛋白电泳技术鉴别 

电泳技术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蛋白质分离分析技

术。凝胶电泳是一种杰出的分析手段，是蛋白质纯

化过程中重要的监测手段。通过电泳可以准确简便

的比较大量样品，并获得蛋白质图谱。将 2 种基于

不同分离原理的电泳方法进行组合能够大大提高分

离效果，如双向电泳。目前电泳技术已经广泛应用

于动物药的鉴定研究。史克莉等[9]利用 SDS-PAGE
技术对 3 种蜂王浆、牛血清蛋白、金钱白花蛇、乌

梢蛇、鹿蹄筋、炮制前后的蝎子进行了鉴别分析。 
6  X 射线衍射分析法 

当对某物质（晶体或非晶体）进行衍射分析时，该

物质被 X 射线照射产生不同程度的衍射现象，物质

组成、晶型、分子内成键方式、分子的构型、构象

等决定该物质产生特有的衍射图谱。如果物质是混

合物（动物药）则所得衍射图是各组分衍射效应的

叠加，只要混合物组成恒定，该衍射图谱就可作为

该混合物的特征图谱。这是 X 射线衍射法用于中药

鉴定的理论基础[10]。由于不同中药的成分各不相

同，其衍射图谱各不相同，就可达到对动物药鉴定

的目的。朱志峰等[11]通过粉末 X 射线衍射的方法，

对 2 个蛤蚧与 1 个西藏蛤蚧样品进行分析，结果蛤

蚧与西藏蛤蚧具有相似的几何拓扑图形，在西藏蛤

蚧中包含 9 个蛤蚧的特征标记峰值，表明蛤蚧与西

藏蛤蚧虽然属于不同科动物，但它们所含的主要成

分相近。王树春等[12]采用 X 衍射 Fourier 谱对 4 个

花鹿茸样品进行分析，它们的衍射图形的几何拓扑

特征相同，可取它们共有的 10 个峰为花鹿茸的特征

标记峰，以作为识别花鹿茸的依据。又用本法识别

比较熊胆与伪品、天然熊胆与引流熊胆干燥品之间

的差异，结果引流熊胆与天然熊胆 X 射线衍射

Fourier 图谱是一致的，说明两者所含成分的一致

性，表明本法对于动物药熊胆的鉴别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且 X 射线衍射 Fourier 图谱能识别熊胆伪

品，是一种快速、简便易行的物理鉴定方法，可作

为熊胆质量控制手段之一[13]。 
7  DNA 分子诊断技术 

DNA 分子诊断技术也称 DNA 分子标记技术。

是通过直接分析遗传物质的多态性来诊断生物内在

基因排布规律及外在性状表现规律的技术，故较前

述方法更具有准确性，其核心是 DNA 扩增技术和

电泳技术。这类技术的共同点是，首先利用合成随

机引物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不同个体

的 DNA 分子，然后直接进行电泳分析来揭示其

DNA 的多态性，找出真品特有的 DNA 片断并对其

进行测序，用以检测相应的药材，是一种简便、准

确的中药鉴定方法。主要有随机扩增 DNA 多态性

法（RAPD）、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法（RFLP）
等。王义权等[14]用 DNA 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对蛇类

药材的鉴别研究结果表明，用 RAPD 方法可以准确

地区别乌梢蛇及其混淆品和金钱白花蛇及其伪品，

显示出 DNA 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可望成为一种准确

鉴别蛇类药材的新方法。Hashimoto 等[15]用 PCR 方

法扩增了鹿茸、蝮蛇和海马的 12s rRNA 和 cytb 基

因序列，并对鹿茸的 PCR 产物进行了测序，结果表

明动物类药材可以用标准的药材作参照，同时进行

PCR 扩增，经电泳达到鉴别的目的。唐晓晶等[16]

建立蕲蛇药材 DNA 分子标记鉴别方法，完成了蕲

蛇及其 7 种常见混淆品的高特异性 PCR 鉴别。王晶

娟等[17]对蜈蚣、全蝎、僵蚕、土鳖虫、蝉蜕进行了

PCR 扩增和 18s rRNA 基因测序基础上的对切酶鉴

别的初步研究。 
8  生物芯片技术 

生物芯片根据所应用材料不同可以分为：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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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18]、蛋白质芯片[19]、细胞芯片和组织芯片。生

物芯片[20]是指通过微加工技术将生物材料如蛋白

质、DNA、RNA、细胞、组织等有序的高密度的分

布在一定的载体上如膜、玻璃片、硅片等表面，与

标记的样品分子进行杂交，通过检测每个探针分子

的杂交信号强度，对样品分子进行定性、定量和结

构分析，具有快速、准确、自动化的优点。生物芯

片可以广泛应用于中药材的真伪鉴定、有效成分筛

选及药理药效研究等领域。生物芯片技术的出现有

利于同时检测某一种药物或者中药对众多基因或靶

蛋白的作用，从而缩短药物筛选的时间和成本，能

够在药物和基因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在基因水

平、分子水平上解释药物作用机制，有助于从分子

水平阐明中药的治疗机制。 
9  发酵技术 

发酵工程指在人工条件下利用细胞的快速增殖

与次生代谢产物的产生，为人工资源的生产提供技

术平台。崔莉等[21]通过优化发酵工艺和发酵条件提

高了水蛭素的产量。利用微生物生长代谢生产动物

药活性成分，具有增加工业生产产量，提高效率，

节约资源等特点。 
10  免疫技术 

免疫鉴别法是一种特异性很强的鉴别方法，以

药材中含有的特异蛋白为抗原，制备出特异的抗体，

再与检验品中的特异抗原结合产生沉淀反应，据此

鉴别药材的真伪[22]。丁培贤等[23]利用虎、豹等骨骼

中的特异抗原成分制备虎、豹骨等多种动物骨骼的

抗体，还能将豹骨进一步鉴别为雪豹、云豹或金钱

豹。 
11  结语 

现代生物技术已成为现代高科技的主要内容和

标志，它将成为动物研究鉴定的主潮流之一，我国

的传统中药鉴别研究，也应当走综合发展的道路，

积极吸纳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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