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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防止掺假炮山甲进入临床使用 ∀方法  在入库前验收时 把完整的和打碎的炮山甲分别用鼻闻 !手摸 !眼看 !

口尝等传统方法进行鉴别 发现有可疑的再用理化方法进行氯化物 !钠盐 !硫酸盐 !铝盐 !钾盐 !苯甲酸 !谷氨酸的鉴别反应

作进一步鉴别 以确定掺假物性质 ∀结果  目前发现不法商贩把食盐 !芒硝 !明矾 !苯甲酸钠 !味精掺入炮穿山甲内 以增加

重量 ∀结论  掺假炮山甲单凭传统性状鉴别较难判定 需结合理化方法识别炮山甲是否掺假和掺假物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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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山甲由鲮鲤科动物穿山甲 ° 2

∏ 的鳞甲炮制而成 ∀穿山甲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由于

其野生资源濒临灭绝 分布地区缩小 驯化养殖不易 药材

来源紧俏 价格不断上涨 ∀不法商贩为牟取暴利 常不择手

段 对炮山甲进行掺假 因此市场上常有掺假炮山甲出现

其外观与正品极为相似 在入库验收时 不仔细加以鉴别

往往不易察觉 ∀现将我们近几年出现的炮山甲掺食盐 !芒

硝 !明矾 !苯甲酸钠 !味精现象以及鉴别分析方法报道如下 ∀

1  性状鉴别

掺假的炮山甲 其表面形状 !大小 !色泽 !质地 !气味等

均与正品基本相似 如果包装为聚乙烯薄膜袋密封的 则刚

打开袋时 正品为特有的焦香腥味 用苯甲酸钠作掺假的

有一股淡淡刺鼻的异味 其余 种掺假的则无异味 正品所

特有焦香腥味也不明显 用手插入整包装的中间部位稍有

湿润感 外表面缝隙处在日光下经仔细观察偶见类白色的

粉屑或针状析出物 穿山甲经加工炮制后呈膨胀向内卷曲

状 调剂前需把整个炮山甲打碎 以利调剂分贴量和煎煮时

有效成分溶出 正品敲打时较松脆 断面淡白色 !味淡 掺假

炮山甲敲打时松脆度较差 不易打碎 断面略呈黄白色 用

放大镜观察 空隙内有少量黄白色粉状物或玻璃样光泽的

细针状无色透明晶体 均较易脱落 敲碎的掺假炮山甲颗粒

与粉末质地较湿重 在湿度较大的天气极易返潮 口尝掺盐

的有咸味 !掺芒硝有咸苦味 !掺明矾的有酸涩味 !掺苯甲酸

钠异味不明显 !掺味精的有咸味并有味精味 ∀

2  理化鉴别

食盐 氯化钠 !芒硝 含水硫酸钠 !明矾 硫酸铝钾 !

苯甲酸钠 !味精 谷氨酸钠 等掺假物均为水溶性物质 ∀将

疑为掺假的整个炮山甲打碎 称取 放入烧杯内 加蒸

馏水 浸泡 加热至沸 改用文火煮沸

后 滤除药渣 静置 取上清液作供试品备用 进行氯

化物 !钠盐 !硫酸盐 !铝盐 !钾盐 !苯甲酸 !谷氨酸的鉴别反

应 ∀

2 1  氯化物的鉴别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 加硝酸使成酸性后 加硝酸银试液 即

生成白色凝乳状沉淀 分离 沉淀加氨试液即溶解 再加硝

酸 沉淀复生成 说明有氯化物 ∀

2 2  钠盐的鉴别试验 取其中一种方法即可

2 2 1  取铂丝 用盐酸湿润后 蘸取供试品 在无色火焰中

燃烧 火焰即现黄色 说明有钠盐 ∀

2 2 2  取供试品 加醋酸氧铀锌试液 即生成黄色沉淀 说

明有钠盐 ∀

2 3  硫酸盐的鉴别试验 取其中一种方法即可

2 3 1  取供试品溶液 加氯化钡试液 即生成白色沉淀 分

离 沉淀在盐酸或硝酸中均不溶解 说明有硫酸盐 ∀取同样

供试品溶液 加盐酸 不生成白色沉淀 说明该硫酸盐不是

硫代硫酸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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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取供试品溶液 加醋酸铅试液 即生成白色沉淀 分

离 沉淀在醋酸铵试液或氢氧化钠试液中溶解 说明有硫酸

盐 ∀取同样供试品溶液 加盐酸 不生成白色沉淀 说明该

硫酸盐不是硫代硫酸盐 ∀

2 4  铝盐的鉴别试验 取其中一种方法即可

2 4 1  取供试品溶液 加氢氧化钠试液 即生成白色胶状

沉淀 分离 沉淀能在过量的氢氧化钠试液中溶解 说明有

铝盐 ∀

2 4 2  取供试品溶液 加氨试液至生成白色胶状沉淀 滴

加茜素磺酸钠指示液数滴 沉淀即显樱红色 说明有铝盐 ∀

2 5  钾盐的鉴别试验 取其中一种方法即可

2 5 1  取铂丝 用盐酸湿润后 蘸取供试品 在无色火焰中

燃烧 火焰即显紫色 说明有钾盐存在 ∀

2 5 2  取供试品 加热炽灼除去可能杂有的铵盐 放冷后

加水溶解 再加 四苯硼钠溶液与醋酸 即生成白色沉

淀 说明有钾盐 ∀

2 6  苯甲酸盐的鉴别试验

取供试品 加三氯化铁试液 即生成赭色沉淀 再加稀

盐酸 变为白色沉淀 说明有苯甲酸盐的存在 ∀

2 7  谷氨酸的鉴别试验

谷氨酸定性测定 称取茚三酮 溶解于 丙

酮中 ∀用玻璃棒蘸一滴样品 滴在定性滤纸上 在电炉上烘

干 再加一滴茚三酮试剂 放电炉上烘干 ∀如颜色不变 说

明没有谷氨酸 如变红紫或紫蓝色 说明有谷氨酸 ∀

3  讨论

5中国药典6 年版规定穿山甲的炮制用砂烫至鼓

起 洗净 !干燥 醋山甲砂烫至鼓起 醋淬 ∀砂烫的目的使

炮山甲质地酥脆 有效成分易于煎出 ∀由于炮山甲在砂烫

至鼓起时 较松脆 且温度较高 较易吸收水分及水溶性物

质 故一些造假者 正是利用这一炮制环节 将水溶性掺假

物吸入炮山甲内 然后对炮山甲表面进行处理 再用文火炒

干或晒干 ∀

随着打假力度的加强 越来越多的造假者采用了更为

隐蔽 !更为复杂的方法做假 ∀我们发现炮山甲掺假 在重量

上 前 ∗ 年前有达到 ∗ 左右 近 ∗ 年掺假重

量约在 ∗ 左右 且色泽质地 !气息 !味觉 !手感等更

不易觉察 ∀炮山甲断面的白色粉状物 黄白色针状结晶体

等掺假特征几乎没有 单靠口尝辨别也较难 只有结合理化

鉴别才能准确识别 ∀

炮山甲由于掺了假 使原药材本身重量减轻 达不到处

方要求 再则掺假的物质改变了炮山甲的性味 进而改变了

处方的组成结构 破坏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 贻误病情治

疗 严重的话 还会造成对身体新的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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