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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 片有关颜色描述 客观化

表达 的 构建 思 路

口 陈楚明 吴纯 洁 廿 孙灵根 黄学思 左 晓军 王 宇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摘 要 查阅近年来国 内有关文献资料分析评述
,

分析归纳和 比较 了近年来中药饮 片颜 色检测技术

的研 究进展和 中药饮片有关颜 色描述的客观化表达
,

其结 果与结论认为 分光光度计测 色技术在中药饮

片颜 色的客观化表达和相 关质量研 究中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
。

关键词 中药炮制 饮 片 颜 色

性状描述是中药饮片
、

药材及中成药
、

提取物质量

标准的主要 内容之一
。

其中
,

颜色是 中药饮片和药材

品质鉴别的重要指标
,

涉及 的品种非常广泛
。

这些传

统的颜色标准表述简便易懂
,

且有长期的实践基础
,

一

直靠古籍文献记载的内容与老药工传承的经验来进行

操作
,

但很大程度上 只靠操作者的感观检测
、

经验掌

握
。

但是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以及相关科学技术水平的

限制
,

长期以来有关颜色的内涵与基础研究报道甚少
,

相关法规涉及此方面 的内容无质的改变
。

如《中国药

典 》 版附录中药材
“

炮制通则
”

收载的
“

清炒是取

净药材置热锅中
,

用文火炒至规定程度时
,

取 出
,

放凉
。

需炒焦者
,

一般用 中火炒 至表面焦黄色
,

断面色深为

度
,

取出
,

放凉
。 ” “

炒炭是取净药材
,

置热锅 内
,

用武

火炒至表面焦黑色
,

内部焦黄色或至规定程度时
,

喷淋

清水少许
,

熄灭火星
,

取 出
,

晾干
。 ”

其 中涉及颜色指标

的描述
“

模糊
” ,

无法准确掌握
。

另外
,

炮制工艺 主要

靠老药工经验传授
,

不 同地 区
、

不 同的人 以及不同的习

惯等诸多因素存在传承 的差异
,

而且 富有经验的老药

工人数逐渐减少
,

从事中药炮制的人员难于掌握
,

存在

失传的危险
。

在中药炮制教学
、

研究
、

生产及执法中非

常
“

困惑
” 。

因此
,

将各种中药饮片炮制前后颜色差异

量化与统计
,

制定出每种共性 的颜色数据范围
,

在标准

或规范中固定 下来
,

有利 于仪器 设备 的操作
,

使
“

火

候
”

的颜色判断具有可操作性是非常必要 的
,

同时极

大促进 了这一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传统工艺的正确传承

和有力保护
。

本文借鉴西药
、

化工及 印刷等行业 的测

色思路与技术
,

探讨 中药饮片的颜色量 化 即饮片颜

色的客观化表述 的可能性
,

为进 一 步 的探索构建新

的研究思路
。

收稿 日期
一

修 回 日期 一 一

四 川 省 中医 管理局基金项 目 中药炮制
“
火候

”

有关性状表述的规范化研究
,

负责人 孙 宁根
。

联 系人 吴 纯 洁
,

教授
,

主要从 事中药药剂 与 炮制研 究
,

一
, 一 一 。

肠
。 群 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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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相关色彩测 装置

色彩测量装置具有内藏式标准光源
、

精密的光束

反馈系统
、

恒定的照 明和观察角
、

固定的测量面积
,

对

所有的测量 而言观察条件都是均匀的
,

不受时间
、

地

点
、

人物
、

空间的限制
,

即使细微的色差也可 以用数字

表达出来而且容易被人所理解
,

测量简便
、

精度高
、

重

现性 良好
。

目前市场上用于测量色彩的装置有色密度

计
、

色度计
、

分光光度计三种
,

原理都是利用仪器内部

的标准光源照明样本
,

样本选择性吸收
、

反射及散射光

线
,

光电探测器检测反射光并与标准光源作出比较
、

计

算
。

但是应用范围不尽相同
‘ 〕,

色密度计 密度值

与墨层厚度相关
,

并可通过相应公式计算出网点面积
,

适用于对 印刷生产过程 的控制
,

应用非常狭窄
。

色度计 基于三滤色片原理
,

测量精度较低
,

适用于颜

色评价
、

显示器色度测量 等对精度要求一般 的场合
。

分光光度计 分光光谱数据定义的颜色更完整
,

测

量精度很高
,

并可测量专色
,

光谱数据经计算还可得到

密度值和色度值
,

但价格最 昂贵
。

适用于色彩管理过

程中对专色的评价
、

光谱分析与评价
,

以及设备色彩特

性文件的制作
。

药物的贮存期限
。

宋桂兰 〔 〕等基 于分光光度法提出

了用光谱特征及非固定的背景模式
,

代替三刺激值及

测量模式
,

建立适宜于药剂颜色标准的客观检验

与定级 的判别 函数
。

美 国药典叫 自 年版

率先收载了利用色差值测定药品溶液颜色的方

法
。

其他一些 国家的药品企业标准中也有使用类似的

仪器
、

方法测定药品溶液的颜色
。

《中国药典 》〔‘。

版将色差法测定药品溶液颜色列人附录中
。

但是
,

采

用色差值法测定中药饮片颜色的方法未见相关报道
。

三
、

色彩测且装置在中药饮片颜色规范化

研究中的应用探讨

二
、

色彩测且装置在医药方面的应用

色彩测量技术在工业应用方面发展迅速
,

随着技

术与产品的完善成熟
,

应用面不断扩大
,

也逐渐应用到

医药方面
。

例如 在 医学 中
,

尝试 对病人皮肤
、

牙

齿 〕、

舌质与舌苔 〔’
颜色进行 自动分析

,

获得快速
、

无

损伤的定量诊断结果
,

协助医生作 出快速
、

正确的诊

断
。

在药物方面
, 。 ‘ 〕等应用 比色计

,

考察姜黄样品粉末与 乙醇溶液中姜黄素含量与颜色指

数之间的相关性
。

虽然姜黄素含量 可能决定姜黄颜

色
,

但其颜色在不同 条件下有变化
。

碱性条件下
,

乙醇提取物中
‘

和
‘

有较好的相关性
。

顾金林 ’」等

采用带积分球的分光光度计以漫反射光谱法原理测定

硝苯地平及其片剂的颜色
,

研究药物制剂光敏感性药

物在光线照射照射下颜色的变化
,

探讨该技术在固体

制剂稳定性预测方面 的应用
。

结果 漫反射光谱法测

定药物的颜色比较可靠
、

客观
,

根据颜色的变化可定出

自古以来
, “

火候
”

是 以饮片的形
、

质
、

色
、

气
、

味
、

声等作为质量判断指标
,

采用眼看
、

口尝
、

鼻闻
、

手试等

为检验手段
,

只有
“

形
”

与
“

神
”

兼备的饮片才是符合炮

制要求
,

这是历代中医药学家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和

总结
。

但 目测颜色的鉴别方法极易受到人的主观因素

不同的人有深
、

浅的差异
,

色度学上称色饱和度 和

外界客观条件 光线不一
,

同一人对 同一色会有不同

色感
,

色度学上称亮度不 同 的影响
,

难 以精确测量与

定量
。

以往
,

中药饮片颜色指标如同炮制中的
“

火力
”

指

标
,

在判断上存在主观性
,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相

关学科的发展
,

判断与评价方面也得到提高改进
。

在

文献中
,

吴纯洁等
‘,

提出用红外非接触测温技术来量

化
“

火力
” ,

解决了炮制动态温度变化与以往静态测温

技术之间的矛盾
,

使
“

文火
、

中火
、

武火
”

得到客观量化

与表达
。

因此在颜色表述方面也需引人新技术进行客

观化研究
。

有人提出建议 “
,

” 中药饮片生产单位按

照有关标准或炮制规范加工炮制样品
,

按
“

炮制规范
”

要求的
“

火候
” 、 “

颜色
”

如黄色
、

褐色
、

棕色等 建立

标准 比色板
,

作为饮片颜色或标准品对 比颜色的差异
,

用于参照 比对 将《中国药典 》一部 中出现的几种主色

如黄色
、

褐色
、

绿色
、

蓝色
、

黑色
、

白色
、

灰色等作为基本

色调
,

做成标准色卡
,

附在《中国药典 》的后面
,

以供

中药材的鉴定使用
。

这种方法有积极之处
,

但 目测 的

本质没有改变
,

没有达到客观量化的 目的
,

仍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
。

肠 比 少 众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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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药饮片颜色表述客观量化的难题
,

本课题

组尝试采用色差值法客观量化中药饮片有关颜色的传

统经验表述
。

考虑到每种药材本身的质地
、

颜色
、

饮片

大小
、

厚薄
、

所用辅料等不 同
,

在加热过程 中发生的变

化也各不相同
,

将炮制前后各饮片内外颜色的变化通

过
‘ ’ ’

色空间准确量化
,

对数据分析统计
,

归纳得

出各饮片颜色的范围数据
。

△ 描述二者的差 异
。

△ 表示 两种色彩 的
’

’ ’

色彩空间之间的距离
,

用来表示 总色彩差别和建

立定量色彩公差
。

因此
,

可 以很方便对 中药饮片的颜

色量化与比较
。

例如 色差值的计算方法 〔’〕。

五
、

问题讨论

四
、

色彩评价和色差评价

物体表面经过色度计和分光光度计测量后
,

可直

接算出样品颜色三刺激值
,

也可将这些值转换成

其它均匀色空间的颜色参数
,

如
’ ‘ ’

色空间
、 ’

’ ’

色空间
、

亨特 色空 间等
。

其 中
, ’ ‘ ‘

色

空间 也称为
‘ ’ ’

是在 年 国际照明委

员会 制定的颜色度量 国际标准模型 的基础上建

立的
。

年
,

该模 型 经 过 重新修订并命名 为
’ ’ ’ 。 ’ ‘ ’

是基于人类色感的三度色彩空

间
,

其三度空间的
’

代表亮度
, ’

代表红 一 绿 色轴
,

’

代表蓝一黄色轴
。 ’ ’ ’

色空间作为 色

彩模式的改进型
,

是当前最通用的测量物体颜色的色

空间之一
,

广泛应用 于所有领域
。

具有如下 个主要

特性 ’〕 从彩色信息中分离非彩色信息 均衡

的彩色空间 与人类视觉的相似性
。

与 比较
,

’ ’ ‘

的色彩更适合于人眼感觉的色彩
。

’ ‘ ‘

可以方便地对色彩和色差进行评价
。

在
‘ ’ ‘

系统 中
,

用三个数字确定该颜色在三

维色彩空间中的位置
,

并反 映颜色的基本信息
。

例如
, ,

表示红 色
, , 一 ,

表示绿色
, ,

,

表示黄色
, , ,

和
, ,

代表具有

不同亮度的红色
。

用两个颜色的
‘ ’ ’

之差值

表 与 的色度值

名 称

样品

样品

当知道 了样品 与样品 的
‘ ’ ’

时
,

可通过公式

△
。。 二

丫
一 , ’ 一 , ’ 。 一 。, ’

计算出样品 与样品 之 间的 色差值

△
。。

了
一 ’ 一 ’ 十 一 ’ 二

药材方 面

同一种 中药饮片的产区
、

采收时间
、

运输条件
、

包

装材料
、

含水量
、

贮藏时间
、

贮藏条件
、

炮制前处理等因

素不尽相同
,

不同来源的同一种 中药饮片的颜 色存在

一定的差异
,

炮制后 可能对成品颜色存在一定干扰
。

另外
,

不同品种 的中药饮片颜色差异 明显
,

经 过炮制

后
,

体现出来的
“

炒黄
” 、 “

炒焦
”

等的颜色明显程度是

不同的
,

例如浅色与深色的品种 中药饮片经过炒黄或

炒焦的颜色是有区别的
,

浅色的对 比明显
,

深色的却不

明显
。

现在设想能否按照称量
“

除皮
”

的思路
,

减少炮

制前中药饮片本色的干扰
,

将每个 中药 品种颜色加深

的程度量化
。

测量条件

不同品种的中药饮片
,

体积大小不一
,

形态各异
,

表面凹凸不平
。

而市售色度计的设计是针对较为理想

化的物体表面进行测量 的
,

所 以直接测量某些 中药饮

片的表面颜色有一定困难
,

需要对测量面进行预处理
。

另外
,

一 般 的色彩测 量 装 置 的测 量 窗 口 很 小
,

只有

甚至更小
,

应选择具有大面积测量窗 口 的仪器
、

增加测量次数和测量指标
,

尽量减少误差
。

数据的代表性

为了使研究具有广泛 的适应性
,

根据饮片炮制方

式的不同
,

课题组针对性 的选择有代表性 的药物 尤

其是不 同质地药味
,

测定多批次药味
,

拟到各地 的代

表性饮片生产企业进行数据采集
,

对研究的量化指标

进行 多批 次大生 产
、

采集
、

分析
。

如北 京 同仁堂 四

川 健康药业 有限公 司
、

浙 江 中医药大学饮片厂等一

些具有较大生产规模
、

知名的饮片生产企业进行数据

采集
。

因为这些企业生产的 中药饮片品种繁多
、

严格

按照炮制规范进行生产
、

对 中药饮片的质量把关严格
、

有众多的具有丰富生产经验老药工
、

为传统经验的典

型代表等
。

︸、︶﹃︸内、︼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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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
,

传统的炮制经验与术语仍对炮制
“

火

候
”

控制与表述起着重要 的作用
,

关键既要把握中药

炮制的精髓
,

又要体现传统术语表述的时代性
,

利于交

流推广
。

六
、

结 语

西医
、

西药学在发展的过程中
,

因与现代科学技术

紧密相结合
,

才得以繁荣
。

而中医
、

中药学在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
,

并未像西医西药那样有研究仪器的支持
,

大

量的诊断
、

理论认识
、

治疗方式等还停 留于人工 阶段
。

将测色装置应用 到中药饮片
“

火候
”

量化是一次有益

的尝试
,

但是 目前处于试验状态
,

方法还不十分成熟
,

有待进一步探讨与完善
。

发表此文
,

只是抛砖引玉
,

不

尽或不正确之处
,

敬请同道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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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 个方向

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 国家
“ ’

计划中医药研究专

项 年度项目日前开始接受申报
,

已公布确定了 个研究

方向要点
。

据介绍
,

国家
“ ’

计划设立中医药研究专项
,

是中医药

首次被列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以中医理论基础研

究为主
,

国家将投入 万元经费支

持
,

是历史上中医基础研究得到国家资助数额最大的一次
。

据介绍
,

这 个研究方向要点是 基于临床的经穴特异性

基础研究 中医辨证论治疗效评价方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中药

药性理论与中药材道地性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
,

重点是

药性理论 基于中医辨证论治的创新病因学说研究
,

主要为中

医治疗优势病种及现代复杂难治性疾病防治开辟新途径
。

信息来源 现代中医药网

肠 了 伽 君 〕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