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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沉香品种鉴定方案

第一部分 设计背景

中药沉香的品种存在着多样性特征，有进口沉香、国产沉香、伪品沉香。国产主产海

南，又名海南沉香，主要国产沉香只有降气温中，暖肾纳气药理作用。治气逆喘息，呕吐

呃逆，脘腹胀痛，腰膝虚冷，大肠虚秘，小便气淋，男子精冷等，煎剂对人体型结核杆菌

有完全抑制作用，对伤寒杆菌及福氏杆菌，亦有强烈的抗菌效能。市场上，沉香长期处于

求大于供的状态，现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健

康的要求和追求也不断提高。沉香作为一味名贵药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热捧，继而进一

步拉大供需矛盾。近些年来，野生沉香树种越来越少。目前，市场上的沉香多为人工培育

品种。然而，人工培育沉香不仅生长周期长（20年以上），而且树脂含量极低，药用价值

十分有限，现今，优质沉香十分稀少，沉香价格日见新高，部分不法人员为牟取暴利，以

假乱真，以次充好，致使沉香市场秩序紊乱，消费者一时难辨真假.寻求快速和准确的沉香

鉴定方法对保证消费者利益十分重要。

第二部分 设计依据

2.1 设计鉴别法

2.1.1 薄层色谱鉴定方法

1938年俄国人首先实现了在氧化铝薄层上分离一种天然药物。薄层色谱一常用表示,

又称薄层层析,属于固一液吸附色谱。薄层色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微量、快速而简单

的色谱法。薄层色谱法工作的过程是首先将要分离的混合物点在用固定相均匀涂布的薄板

的一端,然后将薄板的这一端浸入流动相,在流动相浸湿薄板的过程中,样品随着流动相被展

开,不同的组分随流动相以不同的速度向前移动,最终保留在薄板上的不同位置,从而达到分

离的目的再用适当的方法对不同的组分进行检测,就可以定性或定量的对样品作出分析。此

时的固定相被称为载体或吸附剂,而流动相被称为展开剂,被展开的样品叫做斑点。在中药

沉香分析中使用最多的是薄层色谱法,其主要原理是中药沉香各成分的迁移速度不同,从而

会使它们分为“谱带”状。薄层色谱法既可以分离中药沉香各成分,也可以中药沉香各成分的

一些其它的有机组分。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同一块薄层板上对中药沉香各成分进行鉴定,

还可以通过薄层色谱光密度扫描仪来测定中药沉香各成分的相对浓度。与其它方法相比,

薄层色谱法在中药沉香各成分检测中成本低、灵敏度高、速度快、取样量小、对样品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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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求低、改变参数比较容易等优点。

沉香含有β-沉香萜呋喃、茴香酸、对甲氧基苄基丙酮、苄基丙酮、白木香醇、沉香螺

萜醇、异白木香醇、白木香醛、白木香酸、去氢白木香醇、呋喃白木香醇、呋喃白木香醛、

色酮类化合物等化学成分，用薄层色谱鉴定发现，进口沉香出现四个桃红色的斑点，颜色

不稳定，易经褪色；国产沉香出现四个枚红色的斑点，颜色经久不褪；伪品沉香无斑点。

2.1.2 紫外光谱色谱鉴定方法

（1）吸收光谱的产生

许多无色透明的有机化合物，虽不吸收可见光，但往往能吸收紫外光。如果用一束具

有连续波长的紫外光照射有机化合物，这时紫外光中某些波长的光辐射就可以被该化合物

的分子所吸收，若将不同波长的吸收光度记录下来，就可获的该化合物的紫外吸收光谱。

（2）紫外光谱的表示方法

通常以波长λ为横轴、吸光度 A（百分透光率 T%）为纵轴作图，就可获的该化合物的

紫外吸收光谱图。

吸光度 A，表示单色光通过某一样品时被吸收的程度 A=log(I0/I1), I0入射光强度，I1

透过光强度；

透光率也称透射率 T，为透过光强度 I1与入射光强度 I0之比值，T= I1/I0透光率 T与吸

光度 A的关系为 A=log(1/T)

根据朗伯-比尔定律，吸光度 A与溶液浓度 c成正比 A=εbc ε为摩尔吸光系数，它是浓

度为1mol/L的 溶液在1cm的吸收池中，在一定波长下测得的吸光度，它表示物质对光能

的吸收强度，是各种物质在一定波长下的特征常数，因而是检定化合物的重要数据；c为

物质的浓度，单位为 mol/L；b为液层厚度，单位为 cm。

在紫外吸收光谱中常以吸收带最大吸收处波长λmax 和该波长下的摩尔吸收系数εmax

来表征化合物吸收特征。吸收光谱反映了物质分子对不同波长紫外光的吸收能力。吸收带

的许多无色透明的有机化合物，虽不吸收可见光，但往往能吸收紫外光。如果用一束具有

连续波长的紫外光照射有机化合物，这时紫外光中某些波长的光辐射就可以被该化合物的

分子所吸收，若将不同波长的吸收光度记录下来，就可获的该化合物的紫外吸收光谱。

（3）紫外光谱的原理

紫外吸收光谱是由分子中价电子能级跃迁所产生的。由于电子能级跃迁往往要引起分

子中核的运动状态的变化，因此在电子跃迁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分子的振动能级和转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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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跃迁。考虑跃迁前的基态分子并不是全是处于最低振动和转动能级，而是分布在若干

不同的振动和转动能级上；而且电子跃迁后的分子也不全处于激发态的最低振动和转动能

级，而是可达到较高的振动和转动能级,因此电子能级跃迁所产生的吸收线由于附加上振动

能级和转动能级的跃迁而变成宽的吸收带。此外，进行紫外光谱测定时，大多数采用液体

或溶液试样。液体中较强的分子间作用力，或溶液中的溶剂化作用都导致振动、转动精细

结构的消失。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非极性溶剂的稀溶液或气体状态，仍可观察到紫外

吸收光谱的振动及转动精细结构。

（4）紫外吸收光谱的定性分析

紫外吸收光谱在化合物定性鉴定方面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把样品光谱图与被测物质的标准光谱图进行比较，判别是否为同一化合物。

(2) 确定混合物中某一特定的组分是否存在或鉴定一个纯样品中是否含有其他杂质。

第三部分 实施方案

1. 设计目标

对进口沉香.国产沉香及伪品沉香进行薄层色谱鉴别，紫外光谱鉴别及性状鉴别，总结

沉香鉴定及鉴别要点。

2. 设计任务

查阅文献资料，从设计背景（依据、材料）鉴别方法，鉴别步骤等方面完成设计。

3.实施步骤

3.1性状鉴别

观察沉香的宽度、长度、外表形状、纹理、颜色、质地、气味及燃烧表现，由此鉴定

真伪沉香。

进口沉香、国产沉香、伪品沉香性状鉴别表

品种 颜色 质地 性状及大小 是否沉水 气味 燃烧

状态

其他

进口沉
棕色或者

黄褐色
坚硬

圆柱状或者

不规则

半沉水或者

沉水

有苦香

味，气

浓烟、

耐燃、

部分沉在刀痕，含

树脂部分呈黑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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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理化鉴别

取沉香 10g，加乙醇回流提取，滤过，浓缩至干，进行微量升华，得黄褐色油状物；

于油状物上加盐酸 1滴与香草醛颗粒少量，再滴加乙醇 1-2滴，渐显樱红色，放置后颜色

加深。

3.3紫外吸收光谱鉴别

（1）仪器与试剂：仪器为日本岛津产的型号为 UV-1240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试

剂为乙醇、盐酸、香草醛、丙酮、苯（分析纯）、硫酸（分析纯）。（2）步骤：选取本

品的粉末 0.5g，加 95%的乙醇 10mL后，经超声进行提取 15min，最后滤至 25mL。在 200～

300nm的范围内测量不同样品的吸光度。

（3）结果判别：正品中药沉香其紫外光吸收图谱显示最大吸收峰值在 223±nm。

3.4薄层色谱鉴别

（1）仪器与试剂：苯-丙酮、5%香草醛硫酸、硅胶 G薄层板。

（2）步骤：选取本品的粉末 1g，加 95%的乙醇 20mL后，进行加热，使其回流 1h，

最后过滤出滤液并蒸干处理，残渣中加入 2mL的丙酮将其溶解，作为待测试的样品溶液。

另外再选取沉香的对照药材，使用同样的方法制成对照药材的待测溶液。按照薄层色谱法

（中国药典 2010年版第 1部），各吸取两种溶液 5μL，并点在同一硅胶 G 的薄层板上，

使用 9∶1比例的苯-丙酮作为展开剂，将其展开，取出后晾干。

（3）结果判别：薄层板上经紫外光下观察，正品中药沉香有亮蓝色荧光，再喷 5%的

香草醛硫酸溶液，将其显现粉红色的斑点。

第四部分 预期效果

从外形、性状对中药沉香进行品种鉴别准确度较低，显微检测等物理方面对中药沉香

进行品种鉴别局限性较大，而使用紫外光吸收图谱和薄层色谱的方法对中药沉香的品种进

行鉴别简单可行,准确性高。

香 味浓烈 有油 色，不含树脂部分

量呈黄白色

国产沉

香
棕黑色 较轻

灰帽状或者

不规则状或

片状

多数不沉水 浓烈
浓烟、

少量油

含树脂部分呈黑

褐色，不含树脂部

分呈黄白色，偶有

孔洞

伪品沉

香
棕黑色 坚实

不规则呈扭

曲状
沉水

苦香

味，微

苦

少量油

高脂重，具有细

纹、斑点，捏之成

丸，刮之成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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