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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从矿物学角度，对陕西省矿物药石膏产地西乡县及陕西省药材公

司两种不同来源的石膏矿物药进行系列测试分析及鉴定，以确定是否符合入药

条件。方法：肉眼鉴定矿物学特征、X 射线衍射、红外光谱、差热分析等进行

了对比测试，并综合前人 X 射线粉晶数据，对其进行化学分析及光谱半定量分

析。结果：两种不同来源的矿物药石膏矿物学特征相似，陕西省西乡县所产矿

物药石膏符合入药条件。结论：经对比，笔者认为陕西省西乡县产出的石膏符

合矿物药开发标准，可作为矿物药资源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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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viewpoint of mineralogy, a series of test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Shaanxi province mineral medicine gypsum production in Xixiang county and Shaanxi 

Province medicine company from two kinds of gypsum mineral drug, to determine compli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Methods: the visual identification of mineralogy, X-ray diffracti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differential thermal analysis were compared, and previous X-ray powder 

diffraction data analysis, semi quant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and spectrum of the. Results: the 

minera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wo kinds of mineral medicine gypsum were similar, and the 

mineral medicine gypsum produced in Shaanxi County of Xixiang province was in accor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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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medical conditions. Conclusion: through comparis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gypsum 

produced in Shaanxi County of Xixiang province conforms to the mineral drug development 

standard and can be used as mineral medicine resources for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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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矿物药石膏，药材名称为大石膏、细理石、软石膏、寒水、玉大石、白虎、冰石[1-3]，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主要成分为含水硫酸钙，还含有锌、铜、铁、锰等丰富

的微量元素[4]。首载于《神农本草经》，临床应用广泛而历史悠久[5]。性大寒，味甘辛，有

透表解肌之力，具有清热泻水、除烦止渴等功效，是最常见的矿物性中药之一[6]。汉代张

仲景曾在《伤寒论》中指出，以石膏为主药，将石膏 30g，知母 10g，甘草 3g，粳米 15g

熬制白虎汤可治阳阴气、分热症已达清热目的[1]。我国历代均有不同以石膏为主要的案

例，现代临床中石膏也是退热必用中药之一[2]，并且在治疗乙型脑膜炎等热性病也有较好

的效果[3] [7]。药理研究成果颇丰[8][9]。 

笔者调研陕西省内主要药材市场发现，不同产地的矿物药石膏存在“此药非彼药”或

成分不符等现象，主要原因不同产地的石膏含有的成分不一，需要对其进行矿物学分析、

鉴定以判断是否符合入药条件。前人对于矿物药石膏多采用 X 射线衍射、红外光谱及指纹

图谱等方法[10-13]，也有部分学者根据不同地区在售的石膏矿物药化学成分进行质量评价探

索[14]。 

笔者分布从陕西省主要产地西乡县及陕西省药材公司进行样品采集、测试，从矿物学

角度，肉眼鉴定特征、光谱半定量测试、X 射线衍射、红外光谱、差热分析等进行了对比

测试分析及鉴定，并结合前人的 X 射线粉晶数据，以判断陕西省西乡县矿物药石膏是否符

合本省的药材市场入药条件，以期为资源开发提供些许参考。 

2 矿物学肉眼鉴定特征分析 

陕西省药材公司矿物药石膏的主要矿物学肉眼鉴定特征形态为长块状或不规则形态的

扁平块状，少量为纤维状的集合体，粒径相差较悬殊。颜色为白色，由于内部含有少量的

杂质而略带灰黄色调，略对透明度有影响，但仍以透明度高为特征，玻璃光泽，解理及纤

维状集合体位置可见丝绢光泽，质地疏松易碎。[15] 

陕西省西乡县矿物药石膏产地的主要矿物学肉眼鉴定特征形态为纤维状集合体[16]，即

由针状单晶体呈放射状或纤维状组成。颜色为白色或无色，内部几乎未见杂质，透明度

高，丝绢光泽，硬度可用指甲刻划，小于 2，沿纤维状的延长方向及垂直方向略有差异。 



3 对比测试分析 

3.1 X 射线衍射对比测试分析 

为了明确陕西省西乡县矿物药石膏与陕西省药材公司矿物药石膏的差异，笔者首先对

两种样品分别进行了 X 射线衍射技术测试，曲线图如图 1、图 2。由 X 射线衍射曲线可看

出，陕西省药材公司的石膏占 100%，曲线特征为 7.595（10）、3.797（7）、3.062（7）；西

乡县矿物药石膏的特征为石膏占 99%，曲线特征为 7.880（10）、3.791（7）、3.062（9）。 

 

 

图 1 陕西省药材公司矿物药石膏的 X 射线衍射曲线 

 

图 2 陕西省西乡县矿物药石膏的 X 射线衍射曲线 

3.2 红外光谱测试 

笔者又分别对两个样品进行了红外光谱测试，测试结果基本与 X 射线衍射技术一致，

两种矿物药质地均很纯净，几乎百分百为石膏矿物成分，未见杂质元素对应的红外光谱特

征。 

陕西省药材公司石膏矿物药红外光谱图显示比例 100%，3546、3403、1688、1621、

1143、1116、668、598、465、312、230cm-1。 

陕西省西乡县产出的石膏矿物药红外光谱图显示比例 99%，3548、3401、3240、

1689、1621、1143、1116、668、600、465、312、235cm-1。 

同时结合前人[17]关于西乡县石膏的 X 射线衍射粉晶分析数据，也证明该地的石膏矿物

药纯净程度较高，只含有极少量的杂质（详见表 1）。 



 

图 3 两种石膏样品红外光谱图对比 

A：陕西省药材公司采购样品；B：陕西省西乡县产出样品 

表 1 陕西省西乡县矿物药石膏的 X 射线粉晶数据 

I d I d I d 
6 
2 
10 
2 
2 
9 
4 

7.80 
4.70 
4.30 
3.81 
3.40 
3.07 
2.89 

5 
1 
2 
3 
5 
1 
6 

2.70 
2.60 
2.48 
2.22 
2.09 
2.00 
1.88 

4 
2 
2 
3 
3 
3 
 

1.81 
1.63 
1.36 
1.24 
1.20 
1.13 

 

注：数据来源于叶芳等《陕西矿物》，1985 

3.3 差热分析测试 

图 4 两种石膏样品的差热分析对比曲线表明，陕西省药材公司石膏样品只在 130℃出

现了一个中等强度的吸热谷，其它位置未见明显的吸热效应，与炮制过程对于石膏的处理

有一定关系，也可能与矿物药的保存不当导致轻微水化有关。 

陕西省西乡县产出的石膏样品在 140℃、180℃时出现明显吸热效应，且出现双谷特

征，推测与天然产出，未经炮制，其中石膏生药中含有少量水分有关，也即石膏与硬石膏

存在转化关系，导致在 100℃之后其中的水分逸出不彻底，而在 180℃时再次出现吸热谷。 

 

图 4 两种样品矿物药石膏的差热分析对比曲线 

A：陕西省药材公司采购样品；B：陕西省西乡县产出样品 



3.4 主量化学分析及微量元素光谱半定量对比分析 

分别对两种不同来源的石膏样品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其中陕西省药材公司石膏样品主

要化学成分基本与理论值一致，表现为 CaO 32.3%、SO346.6%、H2O 20.3%，陕西省西乡

县产出的石膏样品所测的化学成分数据为 CaO 32.2%、SO346.4%、H2O 19.3%，相对含有

约 3.1%的杂质组分。 

为了进一步明确其中两种来源的石膏样品中含有的微量元素种类及含量，对其进行了

微量元素光谱半定量分析，详见表 2。由此可见，陕西省药材公司的微量元素种类较复

杂，含量也较高，而陕西省西乡县产出的石膏样品只检测出两种微量元素，推测原因主要

为陕西省药材公司的样品产地的地质环境与陕西省西乡县不同，导致元素的地球化学元素

富集、分散程度有异，但两者均含有较多的 Cu、Sr，可能与样品内含物相同有关，机械混

入物中含有两种元素。 

表 2 两种不同来源矿物药石膏微量元素光谱半定量分析结果（ppm） 

元素 

样品来源 
Cu Sr Ti Pb Ga Mo V 

陕西省药材公司 15 800 ＜200 350 1 10 50 

陕西省西乡县产样 ＜5 200      

4 结论 

（1）矿物学肉眼鉴定特征对比显示两种不同来源的矿物药石膏略有差异，可从形态、光泽

加以区分，可能与是否经历炮制过程有关。 

（2）X 射线衍射及红外光谱测试：两者的曲线及光谱特征高度相似，细微差异，均反映了

化学成分非常纯净，矿物石膏含量接近百分之百。 

（3）差热分析测试中，陕西省药材公司石膏样品只在 130℃出现了一个中等强度的吸热

谷， 

陕西省西乡县产出的石膏样品在 140℃、180℃时出现明显的双吸热谷特征，与矿物药中是

否含有含水矿物——硬石膏有关。 

（4）主要化学成分测试及微量元素光谱半定量测试显示两者主要化学成分一致，其中微量

元素均含有较多 Cu、Sr，相对陕西省药材公司的石膏中杂质元素种类较多，数量较高，与

两种不同产地的地质地球化学背景存在差异有关。 

近年来，中药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关注[18]，尤其含重金属的矿物药安全引起科学界的广



泛关注[19]。笔者调研发现，前人对含钙类矿物药进行了鉴定与分析[20]，具体产地的石膏矿

物药鉴定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综上所述，陕西省西乡县产出的石膏符合矿物药开发标准，

可作为矿物药资源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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