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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质量分析学改革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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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学专业 综合性实验的设立是为 了培养 出具备有 广泛知识基础
、

扎 实操作技 能和 开拓创新 意识

的新时代 中药学人才
。

中药质量分析学综合性实验是通过实际操作巩固和提高那些必须 掌握 的现代分析分

离等基本技术
,

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
,

提 高其分析 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 力
,

强化他们 的综合创 新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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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年 国家教育部
“

高等教育面向 世

纪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 系改革计划
”

的正式启动
,

各

高等院校都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适合时代发展需

要的人才上 仁‘飞 如今
,

这一改 革不断的深人
,

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中药学也必须面对科技发展挑

战和市场经济的洗礼
。

为 了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

展的复合型中药人才
,

中药学专业 的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己在全国各中医药院校全面展开川
,

我

们上海 中医药大学也积极参与其中
。

种保姆式的
、

填鸭式的实验教学模式绝对不符合新

世纪人才培养要求
,

势必会被时代所淘汰
。

因此
,

对

中药学专业开设 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综合性实

验势在必行
。

近几年中我们 己经对此开展各方面的

探索与实践
。

中药学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简单地说
,

中药学专业是为了培养出具有 中药

学基础理论
、

基本技能 以及与其相关的药学
、

中医学

等方面知识与技能
,

具备中药品种与质量的鉴定
、

中

药材的炮制与加工
、

中药有效成分检测
、

提取
、

分离
,

中药制药的基本原理及技术
,

中药配方
、

中药应用指

导等多方面学识的高级专业人才
。

故中药学专业的

毕业生应具备有广泛的知识基础
,

扎实的实践操作

技能 以及积极的创新意识
。

这种 中药学的专业人才

只要经过较短时间的 自学与培训
,

就能够很快适应

不同工作的需要
。

要培养出这种中药学专业人才必

需给予他们充分的实验和实践机会来巩固课堂以及

课本上的理论知识
,

提高 自身的综合技能
,

扩展想象

空间
,

激发出他们的创造力
。

然而
,

目前开设 的实验在内容上依附于课堂理

论教学
,

仅仅满足于验证书本的理论
,

孤立的单元性

操作及经典实验内容较多
。

其课程 内容往往过于强

调对理论教学的补充
,

采用 的实验讲义也对实验原

理
、

内容及操作步骤叙述的极其详尽
。

学生通常只

需要照方抓药
,

机械式的完成实验课程的安排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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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质量分析学的实验改革及体会

中药质量分析学综合性实验旨在使学生利用所

学 的专业知识
,

通过实际操作巩固和提高那些必须

掌握的现代分析分离等基本 技术
,

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
,

提高其分析间题
、

解决问题 的能力
。

所 以
,

实

验内容涉及了药用植物学
、

鉴定学
、

分析化学
、

中药

化学
、

药物分析等各学科 的知识
,

使学生系统地掌握

中药分析的全过程
,

既培养了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
,

又能强化他们的综合创新意识
。

中药质量分析学实验课程包括两大 内容 单 味

中药分析和复方 中药制剂的分析
。

前者我们选用用

途广泛的大黄为例
,

后者则以双黄连注射液为例作

研究
。

单味 中药分析 在 中药鉴定课中
,

大黄药材的

鉴定主要是药材的性状鉴别
、

显微鉴别来 区别真 品
、

伪品
。

中药化学实验则强调从药材中提取意醒类成

分
。

而本综合性实验要求学生查阅文献确定大黄药

材的性状鉴别
、

显微鉴别
、

薄层色谱鉴别
、

高效液相

色谱分离的条件来 区分大黄药材真伪品
,

评价质量

优劣
。

薄层色谱  鉴别要求鉴别其中的芦荟大

黄素
、

大黄酸
、

大黄素
、

大黄酚
、

大黄素甲醚五个昔元

成分
。

高效液相色谱  ! 分离要求学生分离并

定量以上 个昔元葱醒成分
。

综合各方面知识使学

生对单味中药分析有一个系统的概念
。

复方 中药制 剂 的 分析 制剂的质量分析我们

选择了 目前临床使用较为广泛的双黄连注射液
。

该

制剂由常用中药黄答
、

金银花
、

连翘组成
。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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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该制剂的薄层色谱定性分析
,

对其主要有效

成分黄琴昔
、

绿原酸
、

连翘昔用高效液相色谱作定量

分析
,

并在实验过程 中为学生引人一新的概念

中药指纹谱分析
。

目前
,

国家药监局 要求使用指纹

谱分析技术对中药注射液进行质量控制
,

学生可以

通过本实验对这一技术有一个初步认识
,

并从高效

液相色谱 分析得到不 同产 家
、

不 同批号该 制剂 的

 ! 图谱
,

进行指纹图谱 比较
,

从 中判别制剂的稳

定性
。

具体 实施方法 本课程实验具体实施方法 将

学生分成几组
,

先 根据实验 目的查阅大 量文献资

料
, ,

老师记录后根据具体情况筛选 出
一 个

鉴别和  ! 分离分析条件
,

让每组 同学实施其 中

的某一个分析方法
,

实验结束后
,

根据实验结果老师

与学生共同讨论点评
,

评价各个方法的优缺点
。

通过这两部分实验可以使学生深刻且直观的了

解 中药是生物样品
,

所含 的成分多而复杂
。

以一个

或两个成分作为指标来控制中药的质量或据此建立

其质量标准并不 能完全 反映中药 的内在 品质
。

因

此
,

在建立中药质量标准时必须从多组分
、

多指标的

角度出发
,

尽可能地将 中药 的内在反映出来
。

这样

既符合国际上对质量可控 的要求
,

又兼顾到中医临

床的传统用药习惯
。

对于中药学专业的学生而言
,

综合性实验绝不

是各学科实验的简单堆积
,

而是通过 中药或 中成药

完整的实验研究过程的学习
,

使他们能把 中药专业

各学科所学知识融汇贯通
,

学会综合性地思考问题
,

更充分地理解各学科间的关 系及该专业 的完整体

系
。

小结

经过几年 的实践
,

中药质量分析综合实验 的教

学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

学生在基本操作技能
、

查阅文献资料
、

观察与推理
、

判断与解决问题以及综

合能力等方面均取得 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

而他们的

科研素质及创新能力更有显著的提高
。

在课程的实

践过程 中
,

我们深刻体会到尽管综合性实验 中很多

的操作学生在这之前的专业 实验已有所涉及
,

但将

其综合起来后使学生更能深刻体会各分析步骤的 目

的何在以及不同分析方法的区别
。

更重要得是综合

性实验使学生熟悉 了中药研究所需要的各个环节
,

并对此过程有了系统的认识
。

整个实验过程 中
,

学生成为了实验教学真正的

主角
,

综合他们以往所学的知识与技能
,

大部分学生

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

虽然开设综合性实验会使相

关教师备课的时间以及工作强度大大增加
,

但这种

实验对学生掌握课程内容
、

提高基本操作技能 以及

查阅文献资料和综合表达能力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
。

同时
,

这也能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实验能力和

综合素质
,

是一项值得进行深人开展的教学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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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药学实践杂志》

《药学实践杂志》创刊于  年
,

原名《药学情报通讯》
,

年改为现名
。

是在全国公开发行 的药学综合性

刊物
,

国内统一刊号 一 ,

国际统一刊号 巧   一 。

由第二军医大学主办
。

本刊是以医 院药师和临床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专业杂志
。

主要宗 旨在于促进药学事业 的发展和繁荣
,

重

点推动医院药学实践
,

及时介绍国内外药学领域的新技术
、

新知识
、

新成就
,

沟通药师与医师
、

护师间联 系
,

互通情

报
,

为临床安全
、

有效
、

经济用药提供理论和实践资料
。

本刊 自创刊以来
,

以 其内容新颖
、

知识丰富
、

注重实用
、

兼

顾普及与提高而成为广大药学工作者的 良师益友
,

深受读者欢迎
。

本刊设有药物 与临床
、

临床合理用 药
、

医院药

学进展
、

药剂学进展
、

药物检验
、

天然药物进展
、

医院药事管理
、

药学情报
、

药学教育
、

临床用药经验
、

药物不 良反应

与相互作用
、

科研简讯
、

药学纪事
、

药物经济学
、

 论坛
、

上市后药物监测
、

互联网药学等栏 目
。

年
,

本刊将

继续以传播药学应用理论
、

新知识和新技术为主要内容
,

贴近工作实践
,

传授药学技术和技艺
,

为培养既有理论又

有实践经验的药学人才
,

促进药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努力
。

并将适时以更新的面貌和内容呈献给广大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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