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16］提出“斡旋三焦”法治疗肾脏疾病，她采用多种

治疗手段如“通调水道，调畅气机，益气活血，清热利

湿”等，促使三焦气化归常，最终达到治疗肾病的目

的。黄文政教授［17］则重视疏利少阳治疗肾脏疾病，他

常通过疏利少阳三焦，使气机得以枢转，脏腑功能得以

协调，从而恢复人体内环境动态平衡。急性肾损伤临

床表现复杂多样，病及上、中二焦脾肺两脏，病深者渐

入下焦损及肝肾。而少阳作为枢机，对于肾之气化、肺
之宣肃、一身之气、水、火的升降出入具有重要意义。

少阳枢机不利，则可致脏腑功能失调、三焦水道不利，

生为水肿、尿血、癃闭等证。疏利少阳三焦，可使水液

气化恢复正常，达到治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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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参及其伪品的鉴定方法研究进展
吉晓丽

摘要: 目前，红参市场上伪品种类较多，影响了红参的质量。查阅近些年相关文献报道，对红参伪品的主要来源以及性状特点

进行总结，并对红参真伪品的主要鉴别方法: 传统经验鉴别、显微鉴别、薄层鉴别、高效液相色谱法、近红外光谱法等，进行了鉴别特

点分析，分别指出了优点与不足，为红参的真伪品鉴别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对于红参真伪品的鉴别工作上，应针对性选用最适

宜鉴别方法，实现对红参的有效质量控制，确保临床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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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参为五加科人参 Panax ginseng C． A． Mey． 的栽

培品经过蒸制后的干燥根及根茎［1］，于秋季采挖，洗

净蒸制后，干燥。红参具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

摄血的功效，主治体虚欲脱、肢冷脉微、气不摄血、崩漏

下血等证。红参在补虚作用方面强于人参，在中医临

床上应用很广泛。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红参具有抗糖

尿病作用，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具有保护作用，还具有

一定的抗氧化、抗肿瘤、抗衰老等作用［2］。红参具有

很高的药用价值，但是价格较高，目前中药材市场上存

在许多与红参相似的伪品。笔者经过查阅相关文献报

道，对红参及其伪品的鉴定方法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与

分析，以期保证红参的质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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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参伪品主要来源

红参为五加科人参的炮制品，市面上红参伪品的

来源大多与人参伪品［4］相似。伪品主要来源如下。
1. 1 野红豆根 外形近似人参，蒸制后变为红棕色略

显透明，但是根茎顶部没有人参正品的深陷环状横纹，

根部表面呈黄棕色，根似棉花状质地坚实，不易折断，

断面呈角质样，有筋脉点［5］。
1. 2 商陆或垂序商陆的根 外形似人参，根呈圆柱形

或圆锥形，外表面呈淡棕色或淡白色，折断面可见同心

环纹，即“罗盘纹”，质地坚硬，不易折断。
1. 3 华山参的根 外形似人参，根呈圆锥形、圆柱形，

根头有细横环纹，表面棕色或棕褐色，折断面不平坦，

味微苦略麻舌。
1. 4 桔梗的根 根呈长纺锤形或圆锥形，外形似人

参，断面不平坦，可见放射状裂隙，形成层环明显，具有

典型鉴别特征“金井玉兰”，气微甜后苦［6］。
1. 5 山莴苣的根 根表面无横纹，无芦头、芦碗，气

微。味微甜而后苦。
1. 6 紫茉莉的根 主根呈圆柱形，有较少分枝，顶端

有残留茎痕，表面呈黄白或淡黄棕色，断面角质样，散

有细小白色晶点，质地坚实。
1. 7 野豇豆的根 本品呈圆柱形或长纺锤形，表面呈

黄棕色，根头部没有芦头及芦碗，无横纹。
1. 8 含糖红参 含糖红参主要以黄糖或白糖溶化成

浓糖 水，将 红 参 及 红 参 片 浸 泡 干 燥 而 成，目 的 是

增重［7］。
2 红参及其伪品的鉴别

2. 1 传统经验鉴别 正品红参表面半透明状，呈黄棕

色，可见纵皱纹及须根脱落痕，质硬而脆，拿数片红参

正品在手中摇晃，有清脆碰撞声; 断面平坦呈角质样，

气微香特异，口尝味甘微苦，参味较重。而将华山参加

工成伪品红参，表面呈棕褐色或棕色，有明显皱纹，折

断面比较平坦，上有细密放射状纹理，味甘微苦，略显

麻舌。将野豇豆的根加工成伪品红参，表面呈灰棕色，

微透明并有明显纵皱纹，气微味淡，微有豆腥味。将山

莴苣的根加工成伪品红参，表面呈黄棕色或红棕色，呈

半透明状，有细小纵皱纹，质地坚实，容易折断。再如

加糖红参，色泽较浅，质地较柔软，在手中摇晃时声音

发闷，切面较粗糙，常附有白霜，表面不见环状纹理，口

尝微甜，久后微苦，参味较轻。传统经验鉴别基于正品

与伪品的质地、颜色、气味等的不同，具有直观、简便的

优点，但是对于一些外观上与正品相似的伪品，传统经

验鉴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 2 显微鉴别 正品红参在显微镜下，可见草酸钙簇

晶，并见树脂道碎片，内含黄色分泌物，木栓细胞表面

呈多角形，壁微弯曲，淀粉粒糊化［8，9］。以商陆的根加

工成红参伪品在显微镜下，可见数列棕黄色排列的木

栓层，有 3 轮异常维管束排列，维管束呈外韧型，形成

层呈环形，无树脂道、无草酸钙簇晶，薄壁细胞含草酸

钙针晶束。以华山参的根加工成红参伪品在显微镜

下，可见砂晶，无草酸钙簇晶、无树脂道，内有木间韧皮

部。以野豇豆的根加工成红参伪品在显微镜下，可见

纤维，无草酸钙簇晶。以山莴苣的根加工成红参伪品

在显微镜下，可见乳汁管、菊糖，无木栓细胞、无树脂

道、无草酸钙簇晶、无淀粉粒。以桔梗的根加工成红参

伪品在显微镜下，可见皮层狭窄，韧皮部宽广，乳管群

与筛管细胞伴生，薄壁细胞含有菊糖。显微鉴别方法

在对红参正品与伪品的鉴别上，具有鉴别准确的优点，

但是显微鉴定法中样品的前处理过程比较繁琐，一般

需将样品加工呈粉末，且显微设备价格比较昂贵，鉴定

成本较高。
2. 3 薄层鉴别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以下简

称《药典》) 红参项下薄层鉴别方法［1］，正品红参供试品

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

上，分别呈现相同颜色的斑点或者荧光斑点。伪品红参

依照上述薄层鉴别方法，未见与正品相同的斑点特

征［9］。但是薄层色谱法未能准确鉴别出加糖红参。
2. 4 高效液相色谱鉴别 依照《药典》，红参的高效

液相含量鉴定方法同人参［1］，故红参的高效液相色谱

鉴别方法可参考人参，王京辉等［10］收集了 103 批次的

高丽红参、35 批次的朝鲜红参以及 23 批次的国产红

参样品，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三类红参不同批

次的人参皂苷含量，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高丽参与

国产红参在人参皂苷 Ｒg1、Ｒd 的含量上大有不同，鉴

别这两种人参皂苷的含量，可以明显区别高丽人参与

国产红参，而对红参伪品的鉴别上，可以此为参照，通

过对比特征性成分含量的不同来达到鉴别的目的，但

是，含量鉴别方法，需要一定的前期研究基础，有浪费

样品的缺点。《药典》上关于人参的定性定量鉴别方

法对于人参伪品的鉴别并不理想，如桔梗皂苷 D、商陆

皂苷的色谱峰与人参正品的色谱峰在《药典》规定的

高效液相色谱方法下达不到很好的分离效果，而武佳

等［11］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人参及其 4 种伪品进行

了定性鉴别研究，将人参及其 4 种伪品的代表性组分

配制成混合对照品，可以同时检测出人参及其伪品，保

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性。但是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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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由于一些伪品的特征性成分难以得知或者

很难购买，只能自行分离与确定，且伪品种类常有变

化，故高效液相鉴别方法比较繁琐［12］。高燕霞等［13］

以人参皂苷 Ｒb1 为参照峰，建立 10 批红参的对照指

纹图谱，并且识别出 24 个共有峰，并结合质谱方法确

证了其中 11 个共有峰，最终建立了红参药材的高效液

相色谱指纹图谱法［14］，有效克服了药典规定项下高效

液相色谱法的局限性，省去了制备伪品特征组分对照

品的繁琐流程。
2. 5 近红外光谱技术 近红外光谱技术是一种绿色

环保的分析方法，目前在中药鉴别领域中得到了比较广

泛的应用［15，16］。应旭辉等［17］应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红

参药材中的水分、人参皂苷与糖类成分进行快速鉴别与

分析，可以用于快速判断红参样品的质量，以及鉴别出

样品中是否掺有糖类，方法学考察结果显示近红外色谱

分析方法的重现性、重复性、准确度良好，各指标成分在

线性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且仪器的精密度良好，表明

该法用于红参的质量检测与鉴别具有简便、快速、结果

准确的优点。近红外光谱法主要采用红参粉末为供试

品样品，因此该法还可用于对红参饮片的质量分析，红

参伪品因人参皂苷类、总还原糖含量与正品红参的不

同，故伪品的近红外光谱与正品亦不同，近红外光谱法

用于红参的真伪鉴别可以有效避免原料的浪费，具有鉴

别快速、准确的优点。另外，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快速

检测红参是否掺糖，为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对红参质量的

监管提供参考与依据。但是近红外色谱灵敏度不高，只

适合样品中含量较高的特征性成分的分析。
3 小结

红参因其特有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具有很高的

药用价值。2015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全

国范围内对红参药材及饮片的质量进行了专项抽验与

评价［7］，发现红参的质量存在风险。笔者经过查阅近

些年相关研究文献，对红参真伪品的鉴别方法研究进

行总结与分析，发现传统经验鉴别虽然具有简便、直观

的优点，但是却无法对性状相似的伪品进行有效区分，

显微鉴定方法虽然准确有效，但是样品处理过程比较

繁琐，薄层鉴别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掺糖红参

达不到很好的区分，高效液相色谱法用于红参真伪的

鉴别具有准确、重现性好的优点，但是需要一定的前期

研究基础，近红外光谱技术用于红参的真伪鉴别可以

有效避免原料的浪费，具有鉴别快速、准确的优点，而

且，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快速检测红参是否掺糖，但是

近红外光谱技术需要的仪器价格比较昂贵，一般的医

疗机构不会配备近红外光谱仪，租用仪器或外包检测

成本较高，且近红外光谱技术不能用于痕量分析，故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对于红参真伪品的鉴别工作上，应从

简单方法着手，必要时可以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法与近

红外光谱法，实现对红参的有效质量控制，确保临床用

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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