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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药典》(2020年版)收载中药液相指纹图谱鉴别法70项，显示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在中药(民族

药)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培养出与之相符合、适应的人才是目前乃至未来发展的要求，因此独立的液相指

纹图谱识别技术的课程建设及教学工作的开展被提上日程。本文对《中药分析》等教材涉及的中药指纹

图谱的教学工作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中药(民族药)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的课程的构建和课程

教学工作进行介绍，以期为该课程教学的逐步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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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Edition) contains 70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liquid finger-
pri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liquid fingerprint identifica-
tion technology i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thnic medicine). It is the 
requirement of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o cultivate the corresponding and adaptive tal-
ents. Therefore, the independent liquid phase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course con-
struction and teaching work are put on the agend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fingerpri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volved in textbooks such as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of the 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thnic Medicine) Liquid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Technology”, 
with a view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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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药(民族药)问题的核心是质量，它受品种(来源)、产地、采收期、加工炮制、药用部位等复杂因素

的影响，目前在保证质量上，主要采用药材性状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定结合有效成分的定量检测等

方法来控制(评价)中药(民族药)的质量，这些方法为中药(民族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提供了保证，并将这

些有效的质量控制方法作为主要内容分别纳入《中药鉴定学》、《中药分析》等课程教学内容，为培养

认识及控制中药(民族药)质量方面的人才奠定了基础。随着市场、临床的检验及中医药(民族医药)的发展，

药材性状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定等传统方法对于亲缘关系相近、品种互相混淆等情况下，并且被加

工成饮片或药材破碎不全时，其特征相似，难以识别，且检测一个或几个有效成分的含量难以反映成分

复杂的中药(民族药)的质量，同时对于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中药及民族药制剂或提取物，这些方法难以进

行较为全面的识别[1]。近十年来，《中国药典》一部逐渐新增了液相色谱指纹图谱技术(液相指纹图谱技

术)控制中药的质量，中药配方颗粒也需采用液相色谱指纹图谱技术来进行质量控制，而中药液相指纹图

谱技术是能够标示其特征的共有峰的图谱，借以辨别真伪、评价药材、提取物及制剂的均一性和稳定性，

能够获得较好的识别效果，目前已广泛的应用于药材、提取物及制剂的质量控制，具有广泛性、适用性、

重复性及可操作性。因此，中药学、民族药学及相关专业人才掌握中药(民族药)的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

是目前乃至未来发展的要求。 
虽然在《中药鉴定学》、《中药分析》等[2] [3] [4] [5]课程教学中有少量关于中药指纹图谱的介绍，

但不是独立的教材或课程内容，加上课时的限制，导致液相指纹图谱技术的建立、影响因素及有何用的

系统性介绍较为缺乏，难以让教师在规定的学时内让学生易懂，也难以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指纹图谱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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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中药(民族药)应用中的科学价值及解决中药(民族药)功效多样性与成分复杂性的异同和较好掌握

该技术应用的能力。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对《中药(民族药)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教材的构建和课程的

教学工作进行介绍。 

2. 构建“产学研用”的创新性教材内容 

《中药鉴定学》、《中药分析》等教材中有指纹图谱的介绍，但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在中药(民族

药)应用的价值、科学内涵的全面性、系统性的介绍不够，尤其缺乏中药(民族药)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

研究、建立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色谱峰出现的异常情况及解决措施、及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的应用模

式(药材品种、部位、产地、采收期、加工炮制及制剂的厂家、有效期、制备工艺和配方颗粒、分煎与合

煎等识别的理论与实践)和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软件的使用等内容的介绍。团队编写的《中药(民族药)液
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教材，填补了上述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教学内容的空白，编写出一本通俗易懂、

多学科交叉、融合及易于掌握该项应用技术的教材，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熟悉液相指纹图谱较为全面

控制中药(民族药)质量的科学价值，也了解中药(民族药)功效多样性与成分复杂性相关联的科学内涵，也

可认识到中药(民族药)间内在品质的异同。 
《中药(民族药)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教材内容不仅有中药(民族药)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应用的

理论，还注重技术的应用与实践，因此教材编写单位除了有高校，还有检验部门、科研院所、医院及企

业等相关单位，力图实现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在中药(民族药)方面应用的理论、实践、生产与临床的紧

密结合。 

3. 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3.1. 实施“理论→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上除了深入浅出的介绍相关章节内容外，还结合以往现场仪器操作、样品前处理及注意

事项等培训图片、视频进行介绍(避免学生在操作过程中，由于事先对仪器操作等各种事项的危险因素认

识不足，导致的事故的发生，影响实践课教学的顺利开展)，并在周末或节假日或课后进行相关研究的开

放性实验，并指导学生课堂上自己动手使用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软件来建立标准指纹图谱及识别药材、

制剂的差异性，之后才进入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液相指纹图谱研究所必须的操作技能、数据处理及影响因

素的现场培训及实验，并鼓励、支持学生围绕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进行自主选题，申报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或从老师主持的项目中申报子项目或选派学生到检验部门、企业进行项目研究、检验、资料整理

和论文撰写，形成“理论→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实现学生的中药(民族药)液相指纹图谱识别

技术的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实践技能得到加强、研究思维及成果得到体现的人才培养模式。 

3.2. 将基于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的“中药(民族药)复杂性–成分异同性–生物信息学–作用

机制验证–药效验证”的综合研究思路引入课堂教学 

中药(民族药)具有复杂性，包括品种、产地、采收期、加工炮制、药用部位等因素导致药材(饮片)、
提取物及制剂的复杂性，其成分具有异同性，成分的异同性是中药(民族药)功效异同的基础(原因)，比如

掌叶大黄 Rheum palmatum L.、唐古特大黄 R.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或药用大黄 R. officinale Baill.的干

燥根及根茎为何均可作为药材大黄用，不同来源的大黄间的药效作用及机制是否存在相同或差异，而相

同或差异的作用及机制又各是什么，怎样更好的保证不同来源大黄临床使用的准确性及有效性问题；同

样，对于相同制剂如一清颗粒，生产厂家众多，是否由于厂家使用品种或产地、采收期、加工炮制或药

用部位等诸多因素导致制剂的药效作用及机制的差异。如何向学生诠释上述的科学内涵，液相指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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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技术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液相指纹图谱技术(液质联用或对照品)去识别药材(饮片)多基

源品种或中成药制剂成分的信息异同，采用生物信息学(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药效团虚拟筛选等)方法

对其异同成分进行相关疾病的作用靶点及信号通路的分析，预测出其防治相关疾病的作用靶点及信号通

路的相同点(成分相同导致)和差异点(成分差异导致)，再采用相关疾病的细胞及动物模型对靶点及信号通

路的异同作用进行验证，然后再进行与靶点及信号通路(验证可靠)相关疾病的药效作用验证研究，从而获

得科学、客观的具有相同或差异的靶点、信号通路及药效的作用，这些相同点是其具有相同成分发挥相

同功效的科学内涵，而那些差异点则是其具有差异性成分导致功效迥异的科学本质，通过基于液相指纹

图谱识别技术的“中药(民族药)复杂性–成分异同性–生物信息学–作用机制验证–药效验证”的综合研

究模式，可以为临床使用的品种选择(多基源饮片或制剂)提供指导，也可以为多基源药材品种及新药的合

理研发、利用提供思路。 

3.3. 教学过程分享中药(民族药)谱-效关系的研究思路与成果 

中药(民族药)复杂的成分决定了其药效和临床治疗的多样性，因此检测一个或几个有效成分的含量难

以反映成分复杂的中药(民族药)的质量。而通过液相指纹图谱技术对中药(民族药)复杂成分的表征，再结

合相关的药效实验与统计学分析，能够获得与中药(民族药)功效潜在相关的特征色谱峰(成分)，再对药效

相关成分进行提取、分离和药效作用的验证，从而准确的得到代表药效的特征指纹图谱，用此液相指纹

图谱去控制或评价其质量更科学合理，此研究过程也能解决中药(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基于上述液相

指纹图谱识别技术的扩展价值和研究思路，在课堂上积极与学生分享。 

4. 结语 

目前，《中药(民族药)液相指纹图谱识别技术》课程教学才开始起步，如何让更多学生掌握这门与中

药整体质量控制技术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参编单位的支持，才能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培养出符合

中药(民族药)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与技术型相结合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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