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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状-质量标志物-生物效应”的饮片质量整体识别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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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饮片作为中医临床用药的原料，其质量控制与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中国药典》2020 年版对中药

饮片的质量标准进一步修订完善，但仍缺乏符合中药饮片整体性与专属性特点的质量评价方法和标准。基于上述问题，通过

综述性状电子检测、色谱-质谱联用、多效应生物评价等技术在中药饮片质量识别方面的研究进展，探索中药饮片“性状-质

量标志物-生物效应”的关联性，为构建符合中药饮片整体性及专属性的质量识别关键技术，实现中药饮片质量识别模式的

现代化转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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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aw material for clinical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CM.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has further revised 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standards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quality evaluation methods and standard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and specificity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lectronic 

detection of character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d multi-effect biological evaluation in the quality identification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quality marker-biological effect”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the key technology of quality identifi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grity 

and specificity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quality recognition mod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qualit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chemical marker; biomarker;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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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场上不合格中药饮片时有被曝光，

中药饮片质量及安全性问题仍存在，如何首乌致肝

损伤等报道，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1-2]。而导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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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饮片质量关键识别技术的

匮乏和相应标准的不完善。尽管《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大幅增加了饮片的质量标准，初步构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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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饮片标准化研究体系，解决了长期以来饮片标准

缺乏等问题，但“唯成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缺

少能反映中药饮片质量属性的整体性评价标准。同

时，由于饮片质量基础研究薄弱，大多饮片沿用中

药材的质量评价方法与标准，缺少能体现中药饮片

炮制前后特征变化的专属性评价标准；且部分鉴别

手段仍依靠传统感官判断，缺少智能化、数字化的

识别技术，同样也缺少能直接关联临床功效与安全

性的生物效应评价方法，因此，现行中药饮片质量

标准不能完全体现其品质优劣。针对上述问题，本

文通过对中药饮片质量识别现状以及饮片质量评

价的性状电子检测、近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液相/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生物效价/毒等关键技术的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完善中药饮片质量识别标

准提供参考。 

1  中药饮片质量识别现状分析 

中药饮片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根据中医临

床辨证施治及制剂的需要，中药材进行加工炮制后

所得产物，既可作为中间产品用于中成药生产，也

可作为终端产品用于中医临床配方使用。因此，饮

片的质量评价与控制对中医临床效果至关重要。虽

然近期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对中药饮片质量的监

管力度，总体状况有所好转，但违规销售、非法经

营及假冒伪劣品事件仍时有发生，掺杂使假、加料

增重、染色漂白、药渣再用等质量问题仍然存在，

如红花、黄芩等出现染色现象，川贝母、白芍出现

漂白现象，将已经使用过的名贵药材饮片再次利用，

或将变质饮片经加工处理后再次售卖等现象[3]。中

药饮片质量问题的存在，不但危害患者的健康，也

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良性发展。而这些问题与中药

饮片质量识别的体系不完善，专属性不强，临床疗

效脱节有极大关系。 

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识别模式以主观和客观

为主。主观化评价即“辨状论质”，根据传统经验

和饮片外观性状特征进行判别[4]，但其检测结果易

受感官或检测环境的影响，其客观性与准确性难以

保证[5]。客观化评价则是借助先进的设备仪器对中

药饮片所含的内在成分或成分群进行定性、定量，

但这种模式不够全面，且耗时耗力[6]。饮片质量关

键识别技术的匮乏也是形成饮片质量问题的核心

要素，因此构建专属性强、整体性好、数字化的中

药饮片质量识别技术成为饮片产业亟待解决的关

键问题。 

2  基于“辨状论质”的饮片性状表征识别关键技术 

2.1  基于“形色”的性状电子检测技术 

形色是中药饮片真伪优劣鉴别的重要特征，也

是传统饮片“辨状论质”中饮片质量判断最直观的

方式。中药饮片外在形色变化与其内在质量变化密

切关联，如黄芩切面为黄色，氧化后变绿，质量变

差；大枣质佳者肥而饱满，质劣者则体小而枯，因

此解析中药饮片内外在变化的关联性对于中药饮片

质量提升与进一步监管有着重要意义。 

随着智能视觉设备和技术的发展，中药饮片性

状图像结构化、色泽客观量化等技术也逐渐应用于

中药饮片鉴别等领域。电子眼分析系统就是中药饮

片形色客观量化的质量评价中最常用的技术方法之

一。电子眼技术可通过对样品整体或局部的“形色”

等进行检测，通过与质量间的关联分析完成质量判

别、分类分级、净制筛选等一系列工作[7]。陈仕妍[8]

将中药饮片不同观察面图像结合粉末纤维特征提取

技术，整合构建了饮片样品综合性状特征向量，对

多种饮片具有较好的判别能力。胡静等[9]研究表明

西红花的色度值可作为其质量的快速检测评价指

标，色泽越红亮的西红花其苷类成分含量越高，质

量越优。宿莹等[10]基于色差仪分析结合高效液相色

谱法（HPLC）定量结果，发现黄柏颜色指标和黄柏

碱、小檗碱含量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部分

中药饮片可通过对色度值的测定快速预测其有效成

分含量。随着图像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中的改进和

融合，基于视觉分析技术的电子眼将为中药饮片的

质量识别体系提供新的技术与途径。 

2.2  基于“气味”的性状电子检测技术 

气味是饮片质量的重要外在体现，由于中药内

在成分及含量的差异，其气味也有差别，气味的特

征及强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药饮片的真伪优

劣[5]。然而由于传统对性状的感官评价主要由经验

丰富的药工进行判断，主观性较强；且由于个体嗅

觉灵敏度有差异，人工判断易疲劳等原因，难以对

气味进行客观量化[11]。电子鼻技术作为一种简单、

快速、客观，准确的气味特征检测仪器，已广泛用

于食品、化工、环境、地质等领域，尤其适用于风

味检测及“气味-品质-品级”分析评价[12]。梅桂林

等 [13]基于传感器电子鼻技术对白术气味与内酯类

成分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传感器信号白术内

酯 I、II 含量均有显著相关。刘鹏等[14]利用快速气相

电子鼻对金银花真伪、产地、贮藏年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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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了相关判别模型。此外，电子鼻技术在饮片

等级鉴别[15]、炮制品[16]、混伪品[17]、产地[18]等多个

方面均有相关探索研究。在辅料质量研究方面，Li

等[19]结合理化性质及快速气相电子鼻技术对炮制

辅料醋进行了气味-质量判别研究。可以说电子鼻技

术已成为中药饮片真伪优劣判别的新技术，有望成

为中药饮片质量监管和提升的重要技术工具。 

2.3  基于“味道”的性状电子检测技术 

味道也是中药饮片质量识别的重要依据。如山

楂味酸，大枣味甘，黄连味苦，生姜味辛，芒硝味

咸[20]。但感官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统一

的标准，限制了中药饮片产业的发展。电子舌技术

可快速、准确、全面地反映中药材的整体味觉特征，

已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中药等研究领域[21]。利

用其独特的先味与回味测量技术，能够定性、定量

分析中药饮片的“五味”特征[22]，为中药饮片的质

量识别体系提供高效的新科学技术。 

代悦等[23]通过电子舌技术研究苦参古法炮制

过程中味道的变化规律，发现采用古法炮制苦参，

其中米泔水浸泡和蒸制时间对苦参苦味有较明显影

响。毕胜等[24]研究发现电子舌可识别川乌生品及不

同炮制品（蒸 2、10、12 h）“味道”的变化；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初步显示制川乌炮制过程中“味

道”的变化可能与单酯型生物碱的变化存在相关性。

荆文光等[25]通过仿生技术初探厚朴姜制降低其刺

激性的机制，电子舌结果表明在炮制后厚朴的涩味

显著降低，而电子舌的涩味传感器在低浓度下感知

为刺激性回味，初步说明厚朴“不以姜制，则戟人

喉舌”的科学内涵。基于传感器阵列的电子舌技术

已成为中药饮片真伪判别、炮制过程及机制研究的

新技术，可为中药饮片的质量识别体系提供新思路。 

随着人工智能感官技术在中药学领域的应用与

发展，电子眼、电子鼻和电子舌等技术的系统联合

使用，结合化学计量学或 HPLC 等方法的研究模式

将进一步完善中药饮片的质量识别体系。 

3  基于“化学特征”的饮片化学标志物识别关键技术 

3.1  光谱技术 

3.1.1  近红外光谱技术  具有快速、简单、无损、

环保、低成本、实时在线检测等优势的近红外光谱

技术可用于中药的基原、产地、优劣、真伪及生产

厂家鉴别，中药及其制剂的药效成分含量及物理性

质的测定，中药生产过程中间体的快速分析，以及

中药制药工艺的监测与控制等中药质量识别领域。

如应用于不同基原或不同炮制品的薏苡仁、延胡索、

郁金、白术、川芎、香附、苍术、阿胶、半夏、白

附子、天南星等中药饮片质量的研究中[26-33]。蔡佳

良等[34]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和保证中药质量，通过近

红外光谱技术对不同产地加工广藿香中的百秋李醇

含量进行测定，从而优选最佳的产地加工方法。赖

秀娣等[35]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建

立了其定量分析模型，旨在快速测定穿心莲中穿心

莲内酯的含量，此方法适用于含穿心莲的中药制剂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识别。雷林[32]应用此技术结合颜

色客观量化技术从内、外部特征对谷芽和苍术的不

同炮制品进行鉴定，建立了谷芽水分含量预测模型

和苍术中苍术素、β-桉叶醇含量预测模型，此模型

简便快速、准确度高、省时省力，为中药饮片质量

识别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3.1.2  拉曼光谱技术  具有高效、简单、方便、无

损、无侵入、无需标记等优点的拉曼光谱技术可分

析分子结构成分信息，在中药饮片的质量识别中有

着广阔的前景[36]。逯美红等[37]基于共聚焦显微拉曼

光谱仪研究 4 种不同产地的黄芩中药饮片的差异，

为其饮片的真伪鉴定及质量识别提供了有效检测技

术。董晶晶等[38]基于激光拉曼光谱技术，建立了姜

黄的拉曼指纹图谱，实现姜黄的快速无损测定。李

晓楠[39]建立了操作简便、高效便捷地鉴别硫熏饮片

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光谱法，并优化了此方法的检

测条件。另外，拉曼光谱技术亦可用于石膏中的二

水硫酸钙含量的测定，操作过程简便，分析快速，

重复性好，结果准确，为硫酸盐类矿物药材的质量

控制提供新的思路[40]。拉曼光谱作为一种非弹性散

射光谱分析技术，可检测饮片成分振动转动信息，适

用于评价化学背景不清楚的饮片及矿物和动物类饮

片，为中药饮片生产全过程的质量识别提供新技术。 

3.2  色谱及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3.2.1  液相色谱技术  液相色谱适合分离分析相对

分子量较大，不易挥发或热稳定性差等化学物质。

严维花等[41]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UPLC）建立生当

归、酒当归、土当归的指纹图谱并对其酚酸及苯酞

类成分进行含量测定，通过化学计量学分析有效区

分不同炮制品。黄真等[42]建立防己饮片的 HPLC 指

纹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并建立同时测

定粉防己碱、木兰碱、防己诺林碱含量的一测多评

方法，对防己饮片的质量识别具有重要意义。张梦

晨等[43]基于 HPLC 建立半夏汤洗前后的指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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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半夏汤洗前后在物质基础上

有明显差异，分析可能有 4 个潜在差异标志物，可

作为明确区分半夏及汤洗半夏的质量识别指标。 

3.2.2  气相色谱技术  气相色谱适用于分离分析含

挥发性成分或热稳定性好的化学物质，而大多数中药

饮片中的有效成分为挥发油或其他挥发性成分[44]，如

莪术、当归、陈皮等[45-47]。齐良君[48]建立了气相色

谱技术检测砂仁配方颗粒中乙酸龙脑酯的含量，并

规定砂仁配方颗粒中乙酸龙脑酯的含量限度。崔宇

宏等[49]通过气相色谱技术建立香芹酮的检测方法，

可有效解决留兰香的掺伪、掺杂问题，从而完善薄

荷及其饮片的质量识别体系。 

液相/气相色谱结合指纹图谱、特征图谱、一测

多评、多元统计分析等具有整体性、特征性、模糊

性的特点，适用于中药饮片的质量研究，从化学成

分对中药饮片质量标志物进行快速有效的分析鉴

定，是中药饮片质量评价广泛适用的技术方法。 

3.2.3  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色谱法是一种有效的

分离分析技术，但对于成分的定性鉴别具有一定局

限性。质谱法是按照分子的质荷比分离分析的方法，

但不适用于分析复杂化合物。而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克服了质谱分析法分离分析挥发性低、热稳定性差

有机化合物的困难，也弥补了色谱定性能力差的不

足[50]，广泛适用于复杂化合物的定性定量分析。 

祝婧等[51]采用液质联用、气质联用等技术研究

蜜麸枳壳饮片的潜在质量标志物，依次鉴定得到 55、

63 个化学成分，其中柚皮苷、新橙皮苷、柚皮素等

16 个成分可作为蜜麸枳壳饮片的质量标志物库，结

合相关疾病构建“饮片-成分-疾病-靶点”网络，预测

宽中除胀功效相关的潜在质量标志物。Su 等[52]利用

超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技术（UPLC-Q-

TOF-MS）对生、醋五味子进行了测定，共鉴定 40 种

成分；结合多元统计分析，确定五味子甲素等 4 个

成分可能是区分生、醋五味子的潜在化学标志物。

Ji 等[53-54]采用 UPLC-Q-TOF-MS 对知母的化学成分

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表征，鉴定了 89 个化合物；之后

系统研究了知母生品和盐制品的成分差异，发现共

有 24 个成分是造成两者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并探

讨了呋喃甾醇皂苷在盐制过程中潜在的结构转化机

制。宋珅等[55]基于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HS/GC-

MS）建立了快速区别木香及其炮制品的方法，鉴定

出 33 个共有成分，通过化学计量学确定愈创木基-

1(10),11-二烯和 β-榄香烯是区分木香及其炮制品的

特征挥发性成分。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简单、可靠、有

效，为中药饮片的质量识别提供新手段。 

随着现代仪器分析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近

红外光谱技术、拉曼光谱技术、液相/气相色谱技术、

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等应用于中药饮片的质量识别

研究，必将对中药饮片质量标准化及质量的进一步

提升起积极促进作用，为中药饮片产业链的良性发

展提供更好的检测与监控手段。 

4  基于“生物特征”的饮片生物标志物识别关键技术 

4.1  生物效价 

作为测定药物效价或其生物学活性的新技术，

生物效价适用于结构复杂，活性/毒性成分不明确，

理化检测方法不能测其含量或反映其临床功效的药

物质量识别，具有有效安全、专属性强、量效关系

确切、简单快速等优点，符合中药饮片物质基础及

作用机制研究现状[56-57]。基于相关法规和指南要求，

生物效价方法要进行方法学考察，其选择应依据药

品的功能主治和作用机制。 

目前，生物效价常用的模型有细菌/细胞/酶学实

验、离体实验、模式动物和哺乳动物等[58]，已建立并

优化了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宣肺平喘等中药的生物

效价方法[59-61]，并完成了莪术[62]、板蓝根[63]、麻黄[64]、

附子[65]、大黄[66]等生物效价的测定。于梦婷[62]和王

建权等[67]均基于生物效价方法对不同基原莪术饮

片、莪术及其炮制品的活血化瘀效价进行研究，发现

以抗血小板聚集作为生物效价的方法，不同基原莪

术饮片的生物效价差异显著，其中温莪术的活血化

瘀效价最强，但醋莪术的活血生物效价均有所下降；

以拮抗牛血纤维蛋白原作为生物效价的方法，发现

醋煮莪术的活血化瘀效价最强。生物效价是对现有

中药质量识别体系的补充，可与人工智能感官技术，

近红外、拉曼光谱技术，液相/气相色谱技术，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等并用形成多维度评价体系[61]。 

4.2  生物毒价 

早期古代医药文献中认为“毒”是指药物的偏性，

具有普遍性；后世医药著作中所称“毒”则是具有一

定毒性和不良反应的药物，用之不当，可致中毒[68]。

有毒中药饮片具有微量、成分复杂、毒理机制不清等

特点，是中药安全性评价的难题之一。目前，主要以

化学成分和药/毒理研究为主，这种质量识别模式不能

有效反映其“量-毒-效”关系，也不能有效保证有毒

中药饮片的用药安全性、有效性和稳定性[69]。 

因此，引入生物毒价技术作为现有中药质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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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体系的补充技术。赵小梅等[70]集成液相色谱-四级

杆-飞行时间质谱（LC-Q-TOF-MS）和细胞毒价技

术，结合谱-效相关分析方法，发现雷公藤甲素等成

分为雷公藤致肝损伤的有毒成分，为提升有毒中药

质量识别方法提供新思路。温瑞卿[69]基于生物毒价

技术研究附子及其炮制品的毒性物质基础，结果表

明 7 种乌头碱为附子的主要毒性成分，而环氧类、

单酯型和胺醇类等生物碱可能为附子的药效成分，

且附子无胆蒸制工艺的“减毒存效”作用优于传统

炮制工艺。生物毒价技术能揭示中药饮片中的毒性

成分及其谱-效关系，对识别中药饮片的质量，保证

中药饮片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效/毒价技术在各中药饮片的示范性研究

提示了该技术可补充完善现有的中药饮片质量识别

体系，更符合临床的需求。同时可关联其他化学或生

物特征技术，多维识别中药饮片生产过程中的质量。 

5  基于“性状-质量标志物-生物效应”的饮片质量

整体识别研究思路 

为解决中药饮片质量缺乏整体与专属性的识别技术

及标准体系不健全等关键问题，本课题组开展“中

药饮片质量识别关键技术研究”重点专项研究，探

索适用于中药饮片质量识别的关键技术。项目选择

临床常用且最具中药炮制特色的毒性、生熟异治、

大宗等饮片类别开展示范研究。通过集成饮片质量

识别的性状电子检测、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多效应

生物评价等关键技术，建立基于“性状-质量标志物-

生物效应”的快速、数字化的质量评价方法与标准，

解析中药饮片质量识别的要素，建立现代化学、生

物学的表征方法，系统研究阐明中药材、炮制工艺

等对饮片质量和药性的影响规律，揭示炮制对饮片

质量的作用特征及科学内涵（图 1）。如于梦婷[62]通

过综合测色技术、挥发油含量测定、薄层/液相色谱

技术（指纹图谱、多成分含量测定）及生物效价等

立了莪术不同饮片“性状-质量标志物-生物效应”的

快速识别及数字化表征方法。这为完善中药饮片整

体性及专属性的质量识别体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

提高饮片质量识别水平、满足临床疗效需求、促进

中医药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等发挥积极作用。 

 

图 1  基于“性状-质量标志物-生物效应”的饮片质量整体识别研究思路 

Fig. 1  Research idea of overall identification of decoction pieces quality based on “character-quality marker-biolog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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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尽管目前已有中药饮片标准化研究体系，但是

现行中药饮片质量标准中仍然存在着缺乏整体与专

属性的识别技术及标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尤其在

炮制前后中药饮片的质量控制指标上没有差异性，

缺乏炮制后中药饮片的专属质量标志物或专属性评

价方法。因此寻找中药饮片质量评价的新方法、新

技术，弥补已有评价方法的不足，仍然是中药饮片

质量标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中药饮片的真伪与其来源及加工炮制过程中的

掺伪、掺杂、染色、增重等因素相关，而其品质优

劣直接关系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实现中

药饮片质量精准评控的核心环节，且与其药材来源

以及加工炮制过程密切相关。中药饮片的真伪优劣

的鉴别应以基原鉴定、性状鉴别、理化鉴别、含量

测定、生物活性等传统方法为基础，并根据饮片自

身特点及其加工炮制过程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可

反映饮片基原、理化属性、生物属性等专属特征的

现代分析技术。 

一般情况下，当传统方法鉴别能力不足时，应

通过检测饮片特殊化学结构或特征成分，强化真伪

优劣的鉴别能力。在具体的评价技术选择方面，应

根据中药饮片的研究程度、炮制过程的不同，选取

与饮片内在品质关联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表征技

术开展质量评价，优先选择检测精密度较高的表征

技术，如特殊性状可采用电子眼、电子鼻、电子舌

等智能感官技术；特殊化学结构可采用近红外光谱、

拉曼光谱等技术进行表征；特征性化学成分可采用

色谱及色谱-质谱联用等技术进行表征；对于毒性中

药或有多种生物活性的中药，可通过整合反映其不

同生物效应差异的评价技术，提升评价方法的精准

度，见表 1。中药饮片生产往往需要经过一个或多

个炮制环节，如净制、切制、炒制、炙制、煅制、

蒸制、煮制、复制等，由于不同炮制环节引起中药

饮片质量特征变化的关键要素存在差异，因此各类

质量评价技术的适用性也有所区分，见表 2。本文

表 1  中药饮片质量评价适用饮片类型 

Table 1  Types of prepared pieces suitable for quality evaluation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评价要素 评价技术 技术特点 适用饮片类型 

物理特征 性状电子检测技术 饮片性状特征数字化、快速、无损 外观性状能反映质量优劣的饮片、炮制

引起外观性状特征变化的饮片 
化学特征 近红外光谱技术 快速、无损、分辨率较高，可同时进行定

性、定量分析，可一定程度反映饮片整

体化学特征 

化学背景不清楚的饮片、加工炮制过程

复杂的饮片、动物类饮片 

拉曼光谱技术 快速、无损、分辨率较高，可同时进行定

性、定量分析，可一定程度反映饮片整

体化学特征，与近红外光谱互补 

化学背景不清楚的饮片、矿物类饮片、

动物类饮片 

指纹图谱/特征图谱技术 可一定程度反映饮片整体化学特征 化学背景较为清楚的饮片、药效或毒性

成分较为明确的饮片 
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发现饮片质量标志物 具有特征质量标志物的饮片 
生物效应/毒性评价技术 与临床功效或安全性的关联性强 化学质量标志物不明确的饮片、炮制前

后药性改变的饮片、有毒饮片 

表 2  中药饮片生产关键环节质量评价技术适用性 

Table 2  Applicability of key links of quality evaluation techniquesin production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评价技术 
生产环节 

净制 切制 炒制 炙制 煅制 蒸制 煮制 复制 

性状电子检测技术 ＋ ＋ ＋ ＋ − ＋ ＋ ＋ 

近红外光谱技术 ＋ ＋ ＋ ＋ ＋ ＋ ＋ ＋ 

拉曼光谱技术 ＋ ＋ ＋ ＋ ＋ ＋ ＋ ＋ 

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 ＋ ＋ ＋ − ＋ ＋ ＋ 

指纹图谱/特征图谱技术 ＋ ＋ ＋ ＋ − ＋ ＋ ＋ 

生物效应/毒性评价技术 ＋ ＋ ＋ ＋ ＋ ＋ ＋ ＋ 

“＋”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或不需要 

“＋” shows application; “−” shows not applicable or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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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解析中药饮片质量评价的关键要素，依据不同

技术特点推荐相应的饮片类型进行评价，以期为提

高中药饮片质量识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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