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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质中药材立式快速徒手切片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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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验证中药材立式快速徒手切片法的可行性及操作难易性，并为不同类型药材徒手切片方法提供参考及

思路。方法　选择不同类具有代表性的药材采用立式快速徒手切片法显微制片，观察其切制效果。结果　实验表明，大多数

药材用此方法在几分钟之内就可获得符合检验/检测要求的显微切片。结论　立式快速徒手切片法迅速有效，简单实用，可

广泛用于中药材显微鉴定的徒手切片，且符合《中国药典》关于显微鉴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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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st-bare-handed vertical slicing method for dr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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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maneuverability  of  fast  bare-handed vertical  slicing method for  dr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of  this  metho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medicinal  materials. Methods　Several
representative medicinal herb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the market to make micro-slices using the top-slicing method to observe
its cutting effect. Results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microscopic slices can be obtained for most herbs in a few minutes, which can
be  used  for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testing.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fast,  effective,  simple  and  practical.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pharmacopoeia for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This method deserves for promotion.

［Key words］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bare-handed section；Chinese herbal medicine

显微鉴定是中药鉴定中利用显微技术对中药

进行显微分析，以确定其品种和质量的一种常用鉴

定方法，显微制片是其主要的观察对象。组织显微

鉴定则是中药显微鉴定最常用的方法之一[1-2]。对

于一些动物、植物等组织片，徒手切片是其中最实

用的方法之一[3]。使用传统的方法需鉴定员具有很

强的显微观察能力，更需操作者有扎实的切片功

底。传统的中药显微鉴定切片法是把干药材清水

泡软，端在手上，用剃刀或刀片，快速地从水平方向

由外向内削下薄片[4-6]。这种切片方法的缺点是：药

材前处理耗时，处理软硬程度不易掌握；操作时刀

口下方没有硬物抵托，药材容易出现“让”（在刀压

迫下弯曲）的情况，难以切到薄而完整的切片。由

于传统方法切片困难，导致许多实验室不愿做此项

目，故而选择用石蜡切片[7] 的方式制片观察鉴定，

而石蜡制片需要经过蜡封、固化、切片、脱蜡等步

骤，耗时较长[8]，相对来说不适合快速、准确检测中

药的要求，影响到药典等标准的使用，基于上述原

因，制定标准时在方法上多选择比较容易操作的粉

末制片，但粉末制片可以提供的比对信息明显少于

切片，影响了鉴定的效率和准确性。冰冻切片技术

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组织制片方法，它将生物组织置

于低温下，迅速冻结达到一定硬度后进行切片。相

对于常规的石蜡切片，无需经过脱水、透明、浸蜡

等步骤,组织不会收缩，易保持原有生物形态, 具有

快速、简便、易操作等优点，但新鲜植物细胞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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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液泡，含水量较大使得在进行低温切片时易形成

冰晶，造成植物组织的细胞结构受到伤害。又因为

细胞壁的存在使得植物组织在冰冻后硬度变大易

破碎，致使多数情况下难以切出结构完整的切片,
并且操作时需要快速冷冻设备及相适应的冰冻切

片机，因此该技术在植物组织切片上的应用较少[9]。

对于基层工作人员来说，如果能够掌握一种更为简

单的切片操作方法，便可事半功倍。为此，笔者对

传统切片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一种新

的切片方法，称之为立式快速徒手切片法，本实验

随机选择了亳州中药材市场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

中药材进行切片操作，以对这一方法的可行性、精

确性、操作性、实用性等进行验证。

1    仪器与材料

1.1    试验仪器

显微镜（型号：德国徕卡 DM2700P）；飞鹰刀片

（上海吉列有限公司）；美工刀片（得力集团）老式剃

刀（扬州天艺）。

1.2    材料

纯净水（自制）；水合氯醛、甘油（国药集团）。

广金钱草、降香、蔓荆子、山羊角、西河柳、地锦

草、碱地蒲公英、益母草等（亳州中药材市场）。

2    方法与结果

2.1    切片方法

传统显微切片材料的处理沿用了国外研究植

物组织学的工作方法。多采用新鲜植物，即“软”的

材料。而中药材的显微鉴定，实验材料是干质药

材。把干质材料用锯或小刀做出切面，再用细纹钢

锉加以处理使之成平整的截面，药材下垫木板（塑

料板、钢板、载玻片等硬质平面），刀口蘸水（蘸水

可防止切片滑落）。刀片立起快速切下，切出薄片，

切片不黏连（图 1A）。

2.2    药材处理

广金钱草、西河柳、地锦草、碱地蒲公英等脆

质的叶类、草质茎类药材，水浸 10 s 后，纸巾压平，

处理至微软，进行切片操作。蔓荆子、降香、人参

等质地较硬的果实种子类、木类及粉质角质类药

材，先在表面涂抹些许清水，让其向内浸润，数十秒

之后，在已处理材料表面的浸润与未浸润之间切或

削下薄片。

2.3    制片效果

草质茎类药材广金钱草茎，切片制作显微组织

片（图 1B），非腺毛、薄壁细胞、韧皮部等不同的显

微鉴定特征清晰可见，符合显微组织切片要求；茎

木类药材降香横切面，降香导管、纤维清晰可见，木

射线特征明显，易于观察（图 1C）；蔓荆子横切面干

材料，制作横切面组织片（图 1D），外果皮、中果皮

细胞清晰可见；角质类药材山羊角横切面（图 1E），
角质细胞清晰。

2.4    对不同种类中药材切片的观察

西河柳茎的横切（图 2A），可见为叶半包茎，横

切面典型特征为下陷的气孔集中在一侧，为叶所在

的位置；草酸钙簇晶集中分布于皮层的内侧，在中

柱鞘附近形成连续的纤维束鞘，韧皮部较明显，初

生木质部中间无髓，这些特征明显的构造镜下清晰

可见，较之《中国药典》(2015 年版) 收载的粉末鉴

定图相比，其精确性、准确性均大大提高，且操作简

单。地锦草叶横切面 (图 2B）可见特有的 C-4 花环

式结构。碱地蒲公英叶横切面 (图 2C）上表皮叶脉

处向上凸起；表皮细胞壁向外加厚，侧壁薄，内侧

有 1~2 层纤维束。益母草叶横切（图 2D）可以见到

小腺毛主要分布于上表皮，而大的腺鳞主要分布在

下表皮。

生长年限较长的人参以传统切片法难以得到

完整的切片。用本法易于均匀用力，材料不易弯曲

和滑动，可切到完整而厚薄均匀的切片 (图 2E)，显
微镜下可清楚地观察到其次生维管束有 3 轮，形成

层以外的树脂道环有 4 轮。由此可从两个方面相

互印证，确定此人参药材的种植年限为 4 年。虽然

过去通过多张碎片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但有存在

偏差的可能性。在实验报告中提供这样完整的照

片作为佐证，其鉴定的效力可以明显增加。

3    讨论

中药显微鉴定是由西方植物解剖学沿用而

来。西方植物组织解剖研究多用新鲜材料，中药学

家在使用这一技术时就自然想到先把药材泡软，使

其重新恢复到新鲜植物的模样。但这个“恢复”实

则很难真正做到，在药检工作实践中难以实现。故

在显微鉴定时也多选用其粉末显微特征作为鉴定

依据，尽管各种横切面显微特征通常都比单纯的粉

末在鉴定上更有价值。

在长期的中药显微检验工作实践中，笔者逐渐

摸索出了这种简单、易操作、精确性及准确性较高

的显微组织制片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徒手悬空切片

法，创新的切片法区别在于药材下垫有硬木板或塑

料板支撑，也可操作在载玻片上，使刀片立起从上

往下切。故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立式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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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于干质药材在刀下不易变形，切出的部分

往往更薄、更完整、更便于操作。我们探索出的这

种切片制片方法的特点是：①安全，由指甲顶住刀

片，避免伤到手指；②便于用力，拇指或中指下压固

定药材，便于手指用力也便于控制切片厚度；③操

作时材料下垫有硬板，在切片过程中极大程度地保

持切片完整不粘连。④实验过程中省去传统徒手

切片法材料预处理流程，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切

片透化观察的鉴定工作，提高了显微鉴定工作的效

率，且简单易学。植物分泌组织切片过程中极易因

处理过度而被破坏，但用立式切片法切不同质地、

不同药用部位的干质药材均得到较好的结果，故分

泌组织的特征得以显现，如广金钱草在韧皮中的黄

色分泌物，在降香导管内红棕色分泌物和蔓荆子外

果皮细胞的棕色颗粒状物十分明显（图 1B、C、D）；

山羊角切片中的曲眉样（图 1E）构造特点也很突

出，这些都为鉴定药材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在实验

过程中，针对刀片易损、刀片变钝后影响切片效果

这一问题，笔者选用价格低廉的刀片，目前市面上

各种美工刀与剃须刀非常锋利、价格低廉，这种刀

片刀口脆硬，容易崩损变钝，但往往十分锋利。在

材料前处理后，仅用数刀即可完成切片工作，在刀

片未钝之前就拿到满意的切片。文中笔者并未对

立式快速徒手切片法的具体切片姿势进行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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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药徒手切片示意及其横切面显微图

A.徒手切片姿势；B.广金钱草茎；C.降香；D.蔓荆子；E.山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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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因切药是个人惯用姿势的体现，在细微操作

方面因人而异，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找到适

合自己的立式徒手切片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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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立式快速徒手切片实际效果（中药材横切面显微图）

A.西河柳茎；B.地锦草；C.碱地蒲公英叶；D.益母草叶；E.人参根 (红色数字表明树脂道和导管群的产生年限。图中从外向内看，形成层外方的

树脂道是依次 1~4 年向内排列，形成层内侧的次生导管群依次是 4~2 年向内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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