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3 有机酸和脂肪 僵蚕中脂肪含量较少，家蚕在感

染白僵菌后会产生柠檬酸、草酸等有机酸［12］。球孢白

僵菌培养基中也可检测出脂肪酸，棕榈酸、亚油酸、油
酸等多种脂肪酸其含量较高。
6. 4 挥发油 在僵蚕中能够检测出挥发油成分，利用

质谱联用法和气相色谱法能够测定僵蚕中含有上百种

化合物，其中含量最高的为噻嗪类挥发油化合物。
6. 5 微量元素 僵蚕中所含成分丰富的微量元素，在

检出的微量元素主要有磷、钙、镁等。相关研究显示，

在僵蚕中也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例如核黄素、胡萝卜生

育酚等，并且以上维生素含量水平均高于其他谷物类

食物［13］。
7 小结

作为中药房鉴别岗位的技术人员，应不断进行研

究和探索，加强自身学习，以保证中药材的可靠性和有

效性，更好地服务广大患者［15］。僵蚕生品具有较强的

辛散作用，并且腥咸味道较重，用药后患者容易呕吐，

药物不良反应较大，僵蚕生品中存在草酸铵成分，患者

服用后会出现抽搐、昏迷情况，经过炮制后的僵蚕草酸

铵含量明显降低，僵蚕在炮制后入药利于药效的发挥

并且能够降低不良作用［14］。僵蚕炮制方法自古就有，

并且方法较多，多采用清炒法和麸炒法。经过麦麸拌

炒后的僵蚕能够明显降低其不良气味和辛散之效，色

泽多为金黄色并且外观较艳丽，质地酥脆，符合相喜为

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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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及其常见伪品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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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市场上因人参资源稀缺，掺假伪品较多。为了保证人参的临床治疗效果，此文查阅相关文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对

人参伪品的主要来源进行分析，对人参正品伪品的性状鉴别、理化鉴别、显微鉴别、色谱鉴别等进行综述。发现现代鉴别方法在鉴

别人参伪品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通过分析光谱指纹特征可对真伪品进行鉴别，为人参的鉴定及临床用药的准确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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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中医药理论临床实践的物质基础，是用于

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主要物质。中药鉴定主要对中药质

量和 品 种 进 行 鉴 别，不 断 扩 大 和 寻 找 新 的 药 用 资

源［1］。中药继承了祖国医药的传统经验，鉴定技术运

用自然科学理论和鉴定方法，对中药的来源、性状、理
化性质、显微特征进行鉴别，以寻求实践和理论最佳结

合。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健

康，有强烈的防病强身和健康生活的愿望［2］。由于市

场上对于人参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经营者为了谋求最

大利益，出现较多制假、贩假情况。伪品和劣品等手法

越来越隐秘，层出不穷，将形态相近或名称相仿的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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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混淆品混在一起。
1 概述

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的干燥根茎，具有大补元

气、安神生津、强心固脱的功效，临床效果极佳，价格昂

贵。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份为主产地，国外多

产于俄罗斯、朝鲜、韩国等地区［3］。人参根据生长环

境不同可分为园参、移山参、林下参、野山参，根据炮制

工艺不同可分为红参和白参，人参的种子需要自然脱

落掉落在山林间自然生长。我国目前有 2 个国家标准

对人参的成分含量进行了规定，在东北三省地区自然

野山参数量较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推广林下参，

是将园参或移山参的种子播种在山林下，不经过人工

培育自然生长的人参［4］。林下参在生长到一定年限

会呈现野山参的形态，其品质与野山参基本类似。林

下参需要生长 13 年以上，出现较多的横纹后才可入

药。而移山参为栽培或半栽培的人参，其种类较多是

将野山参周围生长的小参挖出后再在自家山林下生

长。由于野山参价格较高，从化学成分和属性上与林

下参、园参、移山参基本相同，只能通过外形来鉴别。
通常都会选用园参和移山参以冒充野山参，并存在胶

水粘接、刀刻的情况。
2 真伪鉴别

2. 1 来源 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的干燥根。伪品

以党参、商陆、豇豆、商陆、山莴苣、华山参多见，党参为

桔梗科植物党参的干燥根，豇豆为豆科植物野豇豆的

干燥根，商陆为商陆科植物商陆的干燥根，山莴苣为菊

科植物山莴苣的干燥根，华山参为茄科植物华山参的

干燥根［5］。
2. 2 性状鉴别

2. 2. 1 人参 人参真伪鉴别的关键注重其外在性状，

真品人参为圆柱形，其上部分和葫芦上部是相似的。
正品人参表面为棕黄色或红棕色，具有透明角质，其横

切面中心为浅色圆心，并有独特的香味，味道略苦［6］。
人参外形有密集的须根并且质地较坚硬，一般很难掰

断。人参断面颜色较鲜艳，并且有红棕色斑点，具有特

殊的香味，味道先苦后甜。在灯光的照射下观察其横

切面可见蓝紫色光斑。野生人参为圆柱形，根支呈现

八字形分开延伸，质地较柔软，不容易被折断。野生人

参多散落生长在阴凉山坡处，表层能见光泽，具有横向

生长的凸孔，并且质地较坚硬，断面会呈现灰色、棕黑

色、黑色［7］。人参伪品主要是将很小的支根去除并晒

干，横截面的裂缝呈现放射状，人参质地较轻，味道寡

淡并且没有微量苦味。

2. 2. 2 党参 外形为长圆柱形，芦苇弯曲，跟头部有

疣状凸起的芽根痕迹，也叫“狮子盘头”，其野生品特

征更为显著，在根头下方可见致密的黑棕色环状横纹，

向下逐渐变稀。野生党参的环纹较密集，全身均有纵

纹，散在横长皮孔周围［8］。支根断落处可见黑褐色胶

状物，质地较硬，容易碎裂，吸潮后变软，断面平坦，有

明显放射状或裂隙状纹理，表皮为淡棕色或淡黄色，木

质部为淡黄色，味微甜，具有香气。
2. 2. 3 商陆 经加工后外表为棕褐色，为半透明状，

在根茎顶端有残基，无芦碗，有纵向皱纹。饮片多为纵

切或横切的块或片，表面为黄白色或淡棕色，横切片弯

曲，不平整，整体为不规则圆形，边缘存在褶皱，切面有

多个不同的同心环纹，环纹凹凸不平，也被成为罗盘

纹［9］。纵切片为不规则长方形，多为卷曲，木质部为

纵条纹隆起，难以折断，味道较淡，久嚼舌有麻木感。
2. 2. 4 豇豆根 将其根的外皮除去，经蒸煮后颜色为

灰棕色，呈半透明状，有明显的纵纹，根头部残留木质

茎痕迹，质地坚实，无芦碗，并且难以折断。
2. 2. 5 山莴苣 经过蒸煮后再晒干，颜色呈现红棕色

或黄棕色，为半透明状态，顶端为茎痕或残茎，没有芦

碗和芦头，质地较坚硬，不容易折断。
2. 2. 6 华山参 将根茎外皮除去后用冰糖、甘草共同

煮制后晒干，表面为棕色或棕褐色，有明显的黄白色横

长皮孔并且有明显皱纹，表面有环纹，顶端有根茎，且

有类圆形的疣状和茎痕凸起，并且质地坚硬，折断后断

面平坦，有放射状纹理［10］。
2. 3 显微鉴别

2. 3. 1 人参 横切面用显微镜观察可见木质双层结

构，为数列细胞紧密排列，韧皮部有黄色分泌物且散落

存在树脂道，存在于形成层处，初生韧射线细胞列宽为

3 ～ 5 个，皮部存在裂隙［11］，木质部导管稀疏排列，呈

放射状，并形成环形，有较多淀粉颗粒存在于薄壁细胞

上，显微结构中可见明显草酸钙簇晶。
2. 3. 2 党参 其横切面显微特征为在木栓层外有成

群的石细胞，为数十列细胞，皮层较窄，韧皮部较宽并

且在外侧存在裂隙，有淡黄色乳管群与塞管交互排列，

形成环状排列，木质部导管单个散落排列，薄壁细胞显

微鉴别可见淀粉粒和菊糖。
2. 3. 3 豇豆根 横切面经过显微鉴别，薄壁组织中可

见成群和单个的显微散在，韧皮部存在树脂导管，薄壁

细胞有糊化的淀粉块，且无草酸钙结晶。
2. 3. 4 商陆 横切面显微鉴别木栓层有数列并排的

细胞，颜色为棕黄色，异常的维管束为断断续续排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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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木质部存在导管、薄壁细胞、木纤维等，维管束外形

成链接成环状，且栓内层较狭窄，中央有维管束存在，

木质部细胞为放射状排列［12］。
2. 3. 5 山莴苣 横切面显微镜下无木栓层成列排列，

内皮层较为明显，在韧皮部可见乳导管群，薄壁细胞内

有数量较多的菊糖，无树脂道和草酸钙结晶结构。
2. 4 理化鉴别 人参含有人参皂苷可作为鉴别真伪

的主要依据。采用氯仿-醋酸乙酯-甲醇-水放置下层溶

液进行展开，人参皂苷位于标准品上方，采用氯仿-甲
醇-水下层进行展开，人参皂苷位置在标准品下方。伪

品在人参皂苷标准品位置上没有斑点。选择一种展开

剂可在人参皂苷两点之间也无伪品斑点。伪品人参的

蛋白电泳图谱与真品比较，电泳谱带根据颜色深浅可

分为四个级别，深色一级、浅色二级、极浅色三级，经扩

散可将谱带完全扩散带。有研究利用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法，对人参和其伪品的超氧化物歧化酶、酯酶同工

酶、过氧化物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人参电泳酶

谱间没有差异，酶带的颜色深浅和宽度存在差异。人

参酯酶同工酶电泳中酶带为墨绿色，而伪品在色谱中

没有墨绿色的谱带。人参用紫外分析仪照射可显微亮

蓝白色，伪品可见天蓝色。另外，木质部和皮部的分层

较清晰。
2. 5 色谱鉴别 高分辨气相色谱是将样品在高温下

产生裂解，裂解后的产物用毛细管气相色谱进行分析，

可得到被分析样品的结构信息和组成，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样本的裂解气相色谱图称为指纹图谱，通过对特

征性指纹图谱的比较，可以鉴别样品属性［13］。通过对

人参、党参进行气相色谱分析比较指纹图谱存在不同，

并且存在明显区别。可通过指纹图进行鉴别，裂解气

象色谱裂解图、进样量的类型，裂解温度与时间，气相

色谱选择条件等有直接关系。在严格操作条件下，对

样品进样 3 次可保证指纹图的稳定性，且指纹图鉴别

中药材具有重要性。
3 小结

我国中药品种繁杂并且较混乱，直接限制了中药

的应用。随着新技术、新方法与传统鉴定技术相结合，

解决了中药鉴定中的问题［14］。新技术的运用能够提

高鉴定的准确性，重点在于对混伪品或同属近缘物种

的鉴别有效性，能够适用于多类药材的鉴别，并且鉴别

效果较理想。通过数字化模型建立数据库方便数据检

索。另外，鉴别操作可重复开展，会因为鉴定仪器、人
员、实验条件等对鉴定结果产生影响。新型鉴定技术

通常只需要对样品进行简单处理，实验条件可利于推

广并且容易达到。中药鉴定方法和技术的不断创新，

为中药鉴定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必要支持，有利于中医

药的长久发展和应用。本文重点对人参及其伪品的来

源、特征、性状等，用伪品经过加工后冒充人参，其来源

和功效均不相同，需要在经营使用过程中鉴别真伪，以

保证临床用药安全。人参伪品可通过性状鉴别、显微

鉴别、气相色谱方法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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殮

殮殮

殮

)

暴疾后不周饮酒，膈上变热。新病瘥，不用食

生枣、羊肉、生菜，损颜色，终身不复，多致死，膈上

热蒸。凡食热脂饼物，不用饮冷醋浆水，善失声苦

咽。生葱白合蜜食，害人，切忌。干脯得水自动，杀

人。曝肉作脯，不肯燥，勿食。羊肝勿合椒食，伤人

心。胡 合羊肉食之，发热。多酒食肉，名曰痴脂。
———明·胡文焕《养生导引秘籍·养性延命录·食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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