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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黄药材商品规格市场现状论中药材感官评价定量化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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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在我国的使用历史悠久。因其来源复杂、品种各异, 使得市场流通的中药材

规格复杂 ,质量等级良莠不齐。传统感官评价方法在中药材真伪优劣的鉴别和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但传统感官评价方法大多为主观描述性指标,准确性相对较差, 经验传承困难, 评判结果的重现性差。

在实地走访了大黄药材的主要产区、全国主要的药材市场、药农、药商、药厂、科研院所等,摸查了解大黄药材种植/

加工/分等/流通过程中与商品规格有关问题的基础上, 就如何借鉴农产品、食品、木材等行业规格等级评价的方

法,对中药材传统的感官评价方法客观定量化研究提出思路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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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radit 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 TCMM) have been w ell used in China w ith a long

histo ry as special commodit ies� However, the current commercial specif ications w ere not uniform and

no rmat iv e fo r their diverse species and complex pr oducing or ig ins, also, the quality ranks had larg e dispar�
ity� Although the t radit ional experient ial ident ificat ion had played a ver y impo rtant r ole in quality cont ro l

of TCMM, the assessing indexes o f the method w ere mainly subjective, non�quantitat iv e, and w ith bad ac�
cur acy� Thus the reproducibility of exper iential ident ificat ion did not usual ly meet the r equirement and the

method w as dif ficult to be compr ehended and inher ited� In this paper, ideas to establish the quant itat ive

experient ial ident if icat ion w ere put for ward and discussed, r efer ring the quant itat ive methods in food and

w ood, etc� , after sur veyed the drug planters and sellers in main product ion ar ea, the large markets fo r

TCMM, the factor ies and inst itutes of Rhei R adix et Rhiz oma�
Key words: t radit 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 T CMM ) ; exper iential ident ificat ion; quant if ica�

t ion; commercial specif icat ion; quality cont rol; Rhei Radix et Rhiz oma

� � 中药材是用于预防、治疗人体疾病的一类特殊

商品。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自身

独特的一套评价标准体系,即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以

及一套主要基于感官评价的评价方法手段,如眼看、

手摸、鼻闻、口尝、水试、火试等 [ 1]。这些传统的感官

评价方法和指标在鉴别药材的真、伪、优、劣, 保证临

床用药安全用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简便易

行,快速有效,一直以来为老药工所用, 被老中医认

可,如防风的 蚯蚓头!,冬麻的 鹦哥嘴!,山药的 粉
性!,郁金的 角质!已经被专业和非专业的人们所熟

知[ 2] 。但是,这些评价方法和指标大多还只是主观

性的描述,而没有一种可以客观量化的指标,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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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过程中可能因评判者不同得出不同的结果,

同时专家个人经验也难以传承推广。

本课题组因大黄药材商品规格质量标准(草案)

课题研究的需要,走访调查了甘肃礼县和青海等大

黄的主要产区, 以及河南禹州、成都荷花池、广州清

平、河北安国、西安万寿路、兰州黄河、长沙马王堆、

青海八一路等中药材市场, 摸查了不同商品规格等

级大黄药材以及种植/加工/分等/流通的情况。在

剖析目前中药材质量评价模式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借鉴农产品、食品、木材等行业规格等级评价的方

法,针对药材感官评价客观定量化的必要性以及具

体研究思路与方法等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1 � 中药材(大黄)商品规格及市场流通的基本现状

中药材的商品规格等级可以认为是伴随着中药

的产生而出现的,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中药分

为上、中、下三品。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药材的

规格就是其质量等级的体现。中药材商品规格的形

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包括地理、历史、文化、生

产发展状况、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在不断的发

展过程中逐渐完善, 目前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已变

得非常复杂。有根据产地的不同划分的, 也有按加

工方式、采集时间、外部形态、药材大小/质量、药用

部位等的不同来区分的。如现行中药材行业标准中

大黄的规格西大黄则主要是指产于甘肃、青海、西藏

等地的唐古特大黄和掌叶大黄; 南大黄是指川东与

湖北、贵州及陕西毗邻地区的栽培品; 雅黄是指甘

孜、阿坝、凉山州、青海(德格)及云南等地的产品。

 冬麻!和 春麻!是根据不同采集时间定规格的; 浙

贝母按照外形和完整程度不一分为 大贝!和 珠贝!

两种规格。

大黄为四大最常用的中药之一, 全国8 000多种

中药制剂中药有 800 多种含有大黄,同时大黄也是

我国重要的出口药材,市场需求量较大, 年用药量约

为 8 ∃ 105~ 1 ∃ 106 kg。产于青海的 铨水大黄!和

 西宁大黄!早已誉满国内外。目前在市场流通的大

黄药材规格相当混乱, 主要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仅有

原大黄、水根、统货 3 种规格; ∀76 种药材商品规格

标准#规定的其他规格在市场上已经很少见到或者

消失,质量等级良莠不齐,伪劣品充行其间, 其临床

疗效的安全性令人担扰, 满足商品属性的按质论价

更无从谈起。现就所了解大黄药材种植、产地加工、

行业标准规范等方面的情况总结如下。

1� 1 � 大黄主产区的变迁: 大黄药材始载于∀神农本
草经#,被誉为 将军!,以其药猛力专、效验明确而得

名。古代本草认为产于四川北部和甘肃的大黄质量

较好,吴普曰:  生蜀郡北部或陇西(今甘肃) !;苏恭

曰:  今出宕州(今甘肃崛县南)、凉州(今甘肃武威)

西羌、蜀地者皆佳!。13 世纪马可波罗∀东方见闻
录#中亦写到 中国甘肃凉州产大黄甚丰!。历史上

曾产生过 铨水大黄!和 西宁大黄!的著名品牌 [ 3]。

野生大黄在青海境内的分布最广, 青海果洛地

区是现今野生唐古特大黄的主要分布地区,达日县

和班玛县是主要的野生资源蕴藏地[ 4]。近年来由于

大黄药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人们对野生大黄药材

进行了掠夺式采挖,致使野生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

同时野生大黄生长的环境也进一步恶化, 加之大黄

药材生长年限较长,资源恢复能力较弱,使得野生大

黄药材的储量迅速锐减
[ 5]
。

目前甘肃陇南地区的礼县、武都、文县、岷县、宕

昌等地已有大面积人工种植的大黄药材, 礼县大黄

在出口和内销的市场中更是占据主流地位。在政府

的支持和鼓励下, 大黄药材甚至已经成为了当地主

要的经济来源。但在传统优质大黄产地之一的青海

省却始终未形成规模化种植, 到目前为止仅有中科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06年为科研项目在湟源

地区种植的约 2 km2 大黄基地; 另外青海唐古拉药

业联合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果洛洲人民政府等在果洛黑土滩地区投资

15 257万元筹建约 2� 1 ∃ 10
4
hm

2
大黄 GAP 种植基

地(包括约66� 7 hm2 核心基地和周围野生孵育区) ,

力争通过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可, 建成后预计年产大

黄 4 ∃ 10
6
kg。

从药材市场走访调查的情况来看, 产于甘肃的

大黄已经遍布国内所有的药材市场, 且有不同规格

等级的药材在部分市场出现, 而一些规模比较小的

药材市场就没有产于青海的大黄出售。与甘肃大黄

药材主动流向市场不同,生长在青海的野生/家种大

黄通常在客户特别提出有较大需求量时才由药商直

接调动农户去采挖。可见青海大黄已经处在市场竞

争的被动态势。

青海大黄药材处于市场劣势, 究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点:其一, 青海地区海拔高, 大黄药材能够采

挖至少需要 4~ 5年,而甘肃人工种植的大黄 3年即

可采挖,这无形中增加了青海地区种植大黄的成本。

其二,甘肃陇南地区为疏松的黄土地,比青海的砂土

更易于大黄药材的生长;生长在甘肃的大黄分支较

少,且主根体积较粗大, 便于切制成不同规格等级,

而生长在青海砂土层的大黄,由于土层碎石较多,多

�1226� 中草药 �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1 卷第 8 期 2010 年 8 月



以侧根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生长,没有明显的主根, 在

外贸和内销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三, 甘

肃陇南地区大黄种植以农户为主,大黄药材已经是

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农民的积极性高, 生产、加工

的技术先进,方法成熟,而青海地区的大黄药材主要

以科研院所、企业与政府联合为主, 生产成本高, 实

践灵活性不强。

1� 2 � 市场流通的大黄药材规格等级混乱、加工方法

各异,标准不统一: 标准规定的大黄药材包括蛋片

吉、苏吉、水根、原大黄、雅黄、南大黄 6种规格,而从

本课题组走访调查的情况看药材市场销售的大黄主

要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分为原大黄、水根、统货 3个规

格,同时大黄加工过程的边角余料以及不符合质量

标准的成药也作为一种规格在市场中销售,而传统

的蛋吉、苏吉等规格却已经消失或者很少见,饮片通

常只标出产地而不分等级(表 1)。在实际的种植/

加工/流通的过程中大公司和小作坊、药商和农户以

及不同地区均采用各自不同的生产加工标准。如甘

肃礼县大黄药材采挖以后剥取外皮, 按大黄药材的

生长情况/客户需求切制成不同规格的饮片,于专门

的房子中用柴火熏干, 撞去外皮, 分等装箱;而青海

果洛等地采挖后用线串在一起挂在屋外晾干。烘干

的温度、晾晒的时间、饮片切制的规格大小均没有标

准可依。

表 1 � 市场流通的大黄的不同规格

Table 1 � Various specif ications of Rhei Radix et Rhizoma in market circulation

来 � 源

内 � � 销

西大黄

蛋吉 苏吉 原大黄 水根
南大黄 雅黄 统货 片吉 马蹄黄

外 � � 销

九成吉 八成吉
八成

小吉
水根

药 河北安国 � - - + + - - + + - - - - -

材 成都荷花池 - - + + + + + + + - - - -

市 河南禹州 � - - + + - - + + - - - - -

场 广州清平 � - - - - - - + + - - - - -

重庆解放路 - - - + - - + + - - - - -

西安万寿路 - - + + - - + - - - - -

兰州黄河 � - - + + - - + + + - -

长沙马王堆 - - + + - - + - - - - - -

西宁九康 � - - + - - + - - - - - -

产 甘肃礼县 � + + + + - - + + - + + + +

地 青海西宁 � - - + - - - + - - - - - -

云南大理 � - - - + - - - - + - - - -

1� 3 � 已有行业标准在药农、药商、药师等相关从业

人员中的认知度较差:目前,我国药材市场和流通领

域对大黄药材质量等级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参考

1984年由当时的卫生部和医药管理局颁布的∀76种

药材商品规格标准#。然而根据调查的结果, 仅有

11%的受访者知道该标准, 对其职业进一步分析发

现,从事药材种植/加工/经营的人员均不了解该标

准。说明已有的行业标准不足以满足种植/加工/市

场流通的需要或者其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在

针对 您觉得是否有必要对大黄药材质量等级优劣
评价的行业标准进行修订呢?!的问卷调查中, 23%

受访者选择 非常有必要!, 23%受访者选择 没有必

要!, 56%受访者选择 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职业

发现,选择 非常有必要!者为科研和药品经营人员,

选择 有必要!者为药工或药师,而选择 没有必要!

者多为药材种植农户。提示现有标准已经不能满足

市场流畅流通的需要, 亟待整理修订。而对于大黄

药材的种植农户,其行业标准的影响并不明显。

综上可以看出大黄药材无论是来源、加工方式,

还是商品规格和等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步认

为已有标准和当前因市场需求约定俗成的大黄药材

商品规格主要还是以品种/产地定规格,以形状/大

小定等级,在市场流通大宗交易过程中,传统的感官

评价方法仍然是其真伪优劣鉴别的主要手段。然而

现有中药材行业标准主要是 1984年颁布的∀76种
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当时市场需求量较小,基本没

有人工种植的药材, 随着人们对大黄药材需求量的

迅速增加,野生资源急剧下降, 到目前为止,野生大

黄药材已逐渐退出市场供应的主体。因此,亟待吸

收最新的科研成果, 加强对大黄药材传统感官评价

方法定量化的研究, 并对其行业标准进行修订。新

修标准要在保证安全有效和符合按质论价的前提

下,充分体现市场流通的实际情况,注重标准的可行

性和实用性。

2 � 目前中药材质量评价模式存在的问题

现行中药质量评价与控制的基本模式主要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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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化学药质量控制的模式建立的,化学定性鉴别与

指标性成分检测是其主要内容。对于在中医理论指

导下使用的中药,其所含的成分复杂,作用机制也不

甚明确,因此检测任何一种活性成分均不能体现其

整体疗效。目前这种质控模式既难以有效地监控中

药质量,也不能评价中药质量,更难以反映其安全性

和有效性
[ 6]
。

近年来, 肖小河研究员在重新审视中药质量评

价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以生物评价为核心的

中药生产质量控制体系, 即建立基于道地优级药材

和生物效价检测的中药质量控制模式和方法
[ 7]
。将

生物效价检测的理念和模式借鉴于中药生产质量控

制,能够避免现在遇到的瓶颈问题,同时可以鉴别品

种、评价中药质量和药效,也符合传统中医评价和控

制中药品质的理念 % % % 强调综合性与整体观念 [ 8]。

这种生物效价检测模式是中药材质量评价和控制的

一种新思路和方法, 但是其操作繁杂、试验周期长、

影响因素多、符合灵敏性和准确性指标不易选择, 很

难达到 快、简、廉、效!的目的。因此,也不能够完全

满足在市场流通过程的大宗交易时对药材等级质量

优劣进行客观、快速评判的需要。

眼看、手摸、鼻闻、口尝、水试、火试等感官评价

方法和手段是广大医药学家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总

结,仍然是当前评判中药材真伪优劣的重要手段。

但是,这些感官评价指标和术语多为主观描述性语

言,缺乏统一的标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可能因评

判者不同得出不同的结果, 同时专家个人经验也难

以传承推广。再者, 在中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些

感官评价指标可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习俗或源

于特殊的地域文化, 而与药材质量优劣并没有太大

的相关性。

3 � 感官评价是保障中药材质量的重要和必要手段
中药材既可以饮片形式直接入药, 也可按提取

物或单体成分入药。对于有形的中药材而言, 传统

感官评价方法则是其最有效、最可行的评价手段。

经过广大药农、药工、药师、药商等长期实践经验总

结的感官评价方法因其简便易行、操作方便等优势

在市场流通过程中仍然被广泛使用,同时经过现代

科学证实, 经典传统感官评价方法大多是能够得到

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持且行之有效。如药材的颜色深

浅与其主要药效物质的量呈现相关性[ 9] 、质地与内

涵物细胞的多少和密度有关、粉性强弱则与其所含

淀粉的多少有关、气味则与其所含的挥发性成分的

量相关等。可见感官评价方法是当前中药材市场用

以评价其真伪优劣重要且必要的手段。

4 � 中药材感官评价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4� 1 � 筛选出可靠、稳定的感官评价指标: 当前对于

中药材的感官评价涉及到形状、大小、颜色、断面特

点、质地、气味等多个方面,但并非所有的感官指标

都与药效有关,其中一些感官指标可能是反映其等

级和疗效优劣的重要因素,也有一些指标可能是满

足中药材商品属性的感官需要, 甚至还有部分指标

纯粹和人文习俗和生活习性等有关, 而与药材本身

的疗效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非常有必要借助当

前先进的科技成果, 本着实用性(快速、简便)、相关

性(能够较好反映品种、产地、疗效的差异)、客观性

(定性/定量评价有据, 重现性好)的原则,筛选出2~

5个与药材疗效优劣具有直接关系且稳定、可靠的

指标,已达到对药材的质量进行定性/定量化评价和

控制的目标。

4� 2 � 建立中药感官指标的客观定量化评价技术方

法:中药材感官评价定量化的研究完全可借鉴农产品

(大米、小麦)、食品、木材、皮革、茶叶、烟酒、香料、宝

石等商品的感观评价思路和方法,每种药材可尝试建

立 2~ 5个可以评价和控制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的定

量化指标。但要始终遵循不强求高科技,注重实用、

科学和规范;简单比复杂好,快检比繁检好,定量比定

性好的基本原则。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根据当前

经典的中药材感官评价指标类型分述如下。

4� 2� 1 � 与大小有关的指标: 主要有长短、粗细、厚

薄、直径、质量、支数、条数、目数、个数等, 可直接通

过测量工具实现量化。需注意取样的数量和代表

性,以确保得到真实准确的数值;同时要考虑等级内

部的均匀性, 增加大小变异指标。

∀76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中天麻按每公斤 26

支、46支、90 支以内、多于 90 支分为一、二、三、四

等,也就是说一等品平均每支质量在 38� 5 g 以上,

二等品在21� 7 g 以上,三等品在11� 1 g 以上。若将

一等品和三等品混在一起平均质量为 24� 8 g ,按此

标准则为二等品, 而实际的药材质量的差别却很大。

因此,增加每个质量等级内的大小差异指标会更加

科学准确。

4� 2� 2 � 与形状有关的指标:传统认为每种药材都有

其固定的特征,如枸札近似于圆柱型或棱柱型, 一般

是两端尖,有的是先端圆; 大黄圆柱形、圆锥形或块

片状;天麻椭圆形或长条形,略扁等。随着现代测量

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可考虑用长宽比、圆

球度、椭圆度等形状因子对这些主观性的描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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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量化。如枸札主要是根据果长与果径的比值大

小来区分, 比值大于 2的为长果类,比值小于 2为短

果类,比值小于 1的为圆果类。

4� 2� 3 � 与颜色有关的指标:中药材的颜色是其品质

优劣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包括表面颜色、断面颜色

以及显色后的颜色。如黄连以表面灰黄色、断面鲜

黄色者为佳;熊胆则以色金黄称金丝熊胆者质佳, 菜

绿色称菜胆者质次, 黑色称黑胆者质差。

当前在纺织、印刷、彩色图像处理等行业用

RGB、CMYK、HSB、Lab等空间的数值对物品颜色

进行量化
[ 10�13]

。另外, 已有标准的色卡可以用于比

较后给出相应的色度值。∀中国药典#2005 年版附

录中规定的药物溶液的检查方法,包括与标准液比

色法(重铬酸钾、硫酸铜、氯化钴溶液比色法)、分光

光度法、色差计法[ 14] (通过色差计直接测定溶液投

射三刺激值, 对其颜色进行定量表述和分析的

方法)。

本研究对颜色客观量化可考虑采用目前比较常

用的视觉比色法或仪器比色法对药材的颜色进行更

加客观的描述。此外,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 可以对

规格等级比较确定的药材颜色信息通过数码相机提

取,获得不同等级的颜色差值后制成标准比色卡, 待

测药材直接和标准比色卡进行对比后即可确定其规

格等级,既快速、客观,又准确、量化。谢一辉[ 9] 采用

照相机获取中药饮片的色泽信息,建立饮片色泽评

判方法,分析饮片色泽与其内在质量的内在关系。

基于上述思路本课题组已申请专利:快速判定中药

材等级的比色卡及其制备方法( 200910236482. X)。

4� 2� 4 � 与质地有关的指标:质地是中药材的内在特

性,是品质优劣的重要标志。在药材商品的经营活

动中常用一些概括性很强的术语, 如坚实、松泡, 粉

性、柴性、油性等来描述。定量刻画上述描述性术

语,可以采用一些物理指标(硬度、孔隙度、密度、膨

胀度等)来量化,反映在其内部特性不外乎和组织构

造中细胞的特征(如纤维、石细胞、油细胞、淀粉粒等

的大小、数目、分布密度等)有关。如油细胞数目较

多,面数密度大则药材更加油润,淀粉粒越多则药材

的粉性越强。

上述与质地相关的物性指标, 可通过木材硬度

测定仪、孔隙度测定仪、密度测定仪、膨胀度测定仪

(或更为简单的方法和手段)对其等进行测定。药材

内部构造和特征可通过切片后组织内部构造细胞的

形式和大小的量化进而达到对其外观质地评价的客

观阐释。

4� 2� 5 � 与气味/口感有关的指标: 某些中药材具有

特殊的香气、特异刺激性臭气或特殊的味道,如白鲜

皮有羊膻气, 阿魏有大蒜样恶臭气, 黄芪有豆腥气,

大皂角有特异的酸气呛鼻令人打喷嚏, 麝香具有强

烈的浓郁香气,能够客观的区分这些气味, 对正确评

判中药材的真伪优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各种类型的电

子鼻、电子舌相继问世, 并出现了成熟的商业化产

品,在食品、环境监测和医药等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应

用[ 15�20] 。对于气味比较特殊的中药材,借鉴电子鼻、

电子舌技术在其他行业的应用经验, 以期能够为中

药材气味的有效客观量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另外,对于中药材味觉、口感的评判可借鉴茶叶

和小麦粉制品、茶叶口感的评价方法
[ 21�22]

,即选择 5

位以上在药材鉴别具有一定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评

议小组,制定出一套详细的评审程序,选择良好的环

境,对药材某一味觉的不同程度进行分级, 有各种评

判专家背靠背进行打分后, 再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

药材的不同规格等级药材之间味觉的差异进行客观

量化。

5 � 结语

用传统的经验鉴别方法去评价中药材商品的真

伪优劣仍将是中药材市场流通过程中最为主要和有

效方法之一。在借鉴食品、香料、木材、农产品、茶

叶、印刷等行业对其商品规格等级优劣评价思路和

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 引进先进

的科技方法和手段, 对传统中药材感官评价方法进

行定量化研究,满足中药材市场流通中按质论价和

保证临床用药,实现中药材发展的产业化、规范化、

现代化、国际化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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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产业是我国最具民族特征的产业, 根据近年来的发展状况, 提出合理的发展思路将有利于中药产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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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 CMM )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ost nat ional ident ity in China&s

industr ies�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 put ting forw ard some reasonable ideas

w il l promo te bet 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 the CMM indust ry�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 iew combined w ith CMM indust ry development status, the current st ructur e of CMM indust ry w as ana�
ly zed� An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indust rial chain, the CMM industr y chain str ucture w as analyzed

and described� T he proposal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CMM indust ry chain w as put forw ard clear ly, w hich

w il l conform to the r equirements of the CMM industr y development� Above all, this ar ticle has provided

some constr uctiv e ideas for futur e development of CMM indus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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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几千年来, 在防病治病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中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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