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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传统鉴定与新型鉴定法在中药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目的：现在对中药管理有两种鉴定方法，分别是传统鉴定法与新型鉴定法。通过对两种鉴定方法的进行比较评

估最终价值。方法：实施前，2019 年医院使用传统的鉴定法进行检定。2020 年则使用新型的鉴定方法进行鉴定。列为实施后，

借助医学水平能力与评分情况、中药实际鉴别效果、病患满意程度来对病患体验感与用药发病率进行统计。通过使用两种鉴

别方法，将中药进行比对，确保有效鉴别中药的同时，保障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结果：经过实际对比以后发现，药师的医

学水平能力与评分情况、中药实际鉴别效果、病患满意程度来对病患体验感与用药发病率项目中，实施后效果胜过实施前的

效果 (P<0�05)。其中，用新型鉴定法实际开具药方的使用时间，调剂耗费时间都小于实施前 (P<0�05)。同时，在治疗期间，发

现病患对药师用药的评分，耐受度以及 MMSA-8、ARMS 评分都小于传统鉴定用药的效果 (P<0�05)。对用药后期，医患满意

度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满意度与体验感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且发病率略低于传统用药产生并发症的概率 (P<0�05)。结论：结合

各项研究数据与指标，发现使用新型鉴定法对中医管理中效果比过去采用的传统鉴定效果更佳，不仅能够明显提升药师的用

药意识，也能提升药师鉴别中药的效率，提升审方速度与准确率，还能减少 PIM 的发生概率，对病患的身心安全起到保护作用，

有利于病患恢复与医院的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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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人们信任中医的同时也具有磨合期，认为

中医治疗效果慢、疗程长，不能快速见效。但伴随中医

行业的不断扩大，中医越来越成为完善医疗治疗的一种

手段。中药库房作为医院药剂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

要进行妥善管理和规划。重要康复的管理项目很多，涉

及全领域内中药材的归类、收购、验收、存储等各项工

作。尽管目前国内医院对药材的采购都会选取公开招标

的手段进行，但仍旧存在部分经销商存在谋取经济理论，

提供不良药材的情况。基于此，作为中药管理部分需要

在中药入库前期，确保中药材料质量工作。中药鉴定是

药材到达仓库后的第一关，也是保障药物安全的第一道

防线。中药鉴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鉴别药材的真假、

品质纯度等方向，需要对入库的药材进行全面检测，出

具药材检验报告。实施此项环境是为了降低不好的药材

进入库房，对药师用药与病患安全产生影响。因此，保

障药材的质量是维护病患安全的重要基石。如果没有办

法对药材的环境、效果与质量进行检验，会对医院的质

量效果与病患的生命安全产生影响。鉴于此，文章主要

通过分析两者鉴定法，在了解两者的优缺点的基础上，

为做好中药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医院使用传统的鉴定法进行检定，列为实施

前，2020 年则使用新型的鉴定方法进行鉴定；列为实施

后，医院将中药治疗的病患分成两组，分别都是 68 例。

传统鉴定法中，男性为 38 人，女性为 30 人，且年龄在

60～75岁。而新型鉴定法中，男性为40人，女性为30人，

且年龄在61～74岁。对比两组病患的年龄与性别等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期间，药师没有发生

工作变动的情况。

1.2  方法

实施前病患需要使用传统鉴别的方式进行检定。其

鉴定方法主要从 4 个方面进行，分别是药材的来源、理

化性质、形状、显微性。对于中医药的鉴别是需要专业

的人员来完成这项工作的，需要鉴定人员掌握植物学等

相关知识，结合中药的特性进行判断。中药材形状鉴别

法则借助观察中药材的性质、质地与色泽，使用眼看、

鼻闻、口尝等方式进行。理化鉴别方法是借助物理、化

学的方式将中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对中药的成分进行

评估。显微方法是把中药材采用切片、研磨的办法，借

助显微镜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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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病患使用新型鉴定法进行治疗。利用生物细

胞学、电脑图像成像分析法等方法对现代药材进行检定

工作，确保药材的质量呈现最佳状态。

1.3  观察指标

中医鉴定法在管理模式使用前 , 各部门抽选 300 件

以上中医药管理工作记录加以分析 , 并统计中医药管理

工作不良事件发生率 , 如较常见的中医药来源错误、假

冒伪劣、设备损坏遗失等 , 相对差异 , 不良事件发生率

越高说明科室管理工作品质越差。另在应用前后 , 通过

发放问卷 , 调查中药房职工对中医药管理服务的满意状

况 ,调查项目共 35 条。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22.0 处理数据，中药管理产生不良风险的概

率和管理人员的满意度进行检验，确保 P<0.05 保障差异

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2  结果

2.1  实施前后药师专业能力及用药意识评分比较

对于中医药的鉴别是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完成这项工

作的，需要鉴定人员掌握植物学等相关知识，结合中药

的特性进行判断。主要判断项目见表 1。

表 1  实施前后药师专业能力及用药意识评分比较

时间 鉴定技能 合理用药意识
配伍禁忌意

识

药物服务

沟通能力
实施前 82�43±3�67 76�48±2�85 73�27±2�76 77�53±4�22
实施后 98�36±4�21 99�58±3�73 95�21±3�87 93�28±2�78

t 15�09 26�04 24�42 16�49
P 0�00 0�00 0�00 0�00

2.2  实施前后药师鉴别药品、审方及处方调剂耗时情况

比较

新型中药鉴定时间、审方时间和 1 张处方调剂所消

耗的时间均小于传统检定方法 (P<0.05)。见表 2。

表 2  实施前后药师鉴别药品、审方及处方调剂耗时情况

比较

时间
中药鉴定时间

(min)

审方时间

(min)
1 张处方调剂

消耗时间 (s)
实施后 7�18±0�23 2�08±0�36 23�57±4�83
实施前 15�82±0�71 3�78±0�23 40�58±8�81

t 61�26 21�06 8�96
P 0�00 0�00 0�00

2.3  实施前后患者依从性评分、满意度评分及 PIM发生

情况比较

实施后患者 MMSA-8 评分、ARMS 评分均显著低于实施

前，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实施前，患者 PIM 发生率显著

低于实施前 (P<0.05)。见表 3。

表 3  实施前后患者依从性评分、满意度评分及 PIM发

生情况比较

时间
MMSA-8 评

分

ARMS 评

分

满意度评

分

PIM 发生

率
实施前 4�72±2�03 16�77±2�18 72�13±4�23 3(4�41)
实施后 6�78±1�21 10�32±3�56 92�34±5�21 11(16�18)
t/χ2 7�19 12�74 24�83 4�70

P 0�00 0�00 0�00 0�03

3  讨论

在中国不同地域 , 中药其疗效、药力之间也会产生

微妙的差异 , 这就对传统中医鉴别与管理方法提出了高

度的需求。而传统中医鉴别法主要是利用区别药材的来

源、形态、理化特性等 , 并加以显微镜鉴别的方式来进

行鉴别工作 , 有着操作迅速、简单、费时较短的突出优

势 , 因而在中国中药鉴别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但传统中

医鉴别法大多依赖人员的工作经验与对各种中医药产品

的了解程度 , 而上述两个原因也是影响鉴别结论正确性

的关键因素。鉴别人员往往需先借助中医外观特征来鉴

别其真假 , 此过程中一般并没有借助仪器设备 , 且具有

特定的盲目化 , 因此无法保证鉴别结论的正确性。此后 ,

人们又通过观察、水试、火试等法来逐步确定中药品质 ,

鉴别人员必须首先通过药材外形特征来鉴别其真假 , 此

过程中一般并没有借助仪器设备 , 且存在着一定的盲目

性,因此无法保证鉴别结果的准确度。此后,再通过观察、

水试、火试等方法来逐步确定药材品质 , 从而比较精确

地掌握其形态、大小以及水分状况。传统的中医鉴定法 ,

无论鉴定员通过什么方法对中医药产品进行鉴定判断 ,

都需要证明其具备大量的基础知识和熟练的职业经验 ,

而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实践状况而言 , 专业知识素养具备

这些条件的人才少之又少。正是基于此原因 , 在传统的

鉴定法的基础上加以优化与精进 ,有着积极的意义。

新型鉴定法是对原有鉴定方法的补充与完善。中药

经过多次检测过加工处理以后，其性状多会发生改变，

传统鉴别极易出现误差，局限较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革新，DNA 鉴定法、光谱法等现代技术在中药鉴定中的

应用愈发广泛，通过新型鉴定法对中药材进行区别鉴定，

可有效缩短药材的鉴定时间，提高工作人员鉴别效率。

相关新兴技术的推广普及，提高了药材鉴定准确率，严

厉打击了假冒中药材的不法供应商，从源头杜绝假药、

劣药流入医院药库，为患者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本研

究中通过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药物鉴定法，并对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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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诊的患者和药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用新型鉴定

法进行中药鉴别操作后，药师的鉴定技能得分、合理用

药意识得分、配伍禁忌意识得分及药物服务沟通能力得

分均显著高于采用传统鉴定法进行鉴定操作；应用新型

鉴定法进行中药鉴别的实施后中药鉴定时间、审方时间

及 1 张处方调剂所消耗的时间均采用传统鉴别法的实施

前明显缩短；实施后患者 MMSA-8 评分、ARMS 评分均显著

低于实施前，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实施前，此外，实施

后患者 PIM 发生率为 4.41% 显著低于实施前 16.18%。分

析以上数据不难发现，采用新型鉴定法可显著提高药师

对中药材的鉴别效率，缩短其鉴定时间，提高其合理用

药意识，降低老年患者 PIM 情况的发生率，进而提高患

者的用药依从性及满意度。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新型

鉴定法提高了药师对结构相近、形态相似或不同产地的

同类药材的鉴别效率和准确率，提高了其对药材的识别

程度，进而更好地保障了患者的用药安全，减少了潜在

不当用药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也有

利于改善其用药依从性和再配药依从性，确保医院为患

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中药库房对药材的管理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药师

用药安全与效果产生影响。强化中药库房管理是当前医

院做好药物存储工作的关键。要想对中药鉴定质量效果

进行评估，医院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案进行管理，这会降

低中药管理产生不良效果，提升病患治愈的概率，这对

后续做好中药库房管理至关重要。文章通过对比两种鉴

定法的药物来源、真假来解决中药管理存在的各类情况。

国内地形地势相对复杂，同一类型的药物的品相效果也

会略有不同。因此，健康有效地开展中医药采购计划，

杜绝假冒伪劣产生流向市场，保障中药的质量效果的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用药风险。最后，作为中药

房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学习相关药材知识，掌握鉴定药

材的方法，提高个人专业修养，保障中药材的质量与效果。

提高个人专业知识和道德素质 , 以保证中医药的道地性

和有效性 , 进而提升临床合理用药技术水平。综上所述 ,

通过中医鉴定办法的推行与运用 , 可以有效改变中药房

管理状况 , 监督管理人员进一步提高自我 , 防止了原因

不详、假冒伪劣等中药材流向 , 进而确保了病人的用药

安全 , 降低用药后不良反应 , 最大限度保障了病人的利

益 , 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管理办法 , 并具有进一步探索研

究价值。

4  结论

总而言之，在中药管理中投入使用中药鉴定法，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药管理不当的情况，对中药管理流程

进行规定，对发展中药行业能够起到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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