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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技术”是研究炮制历史沿革、炮制理论、炮制原理，炮制工艺，饮

片规格和质量标准，饮片生产、饮片临床应用及其发展方向的一门学科。中药炮

制技术是一项传统的制药技术，是中药有别于天然药物的重要标志，是中药三大

支柱的主体部分，已经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科

学研究的重点。

本教材分为三个模块，模块一阐述基本的理论知识；模块二以技能与技术操

作为主，以《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为依据，介绍 30 余种炮制方法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并在每一种炮制方法后附有相应的“技能实训内容”；模块三结合相关

工作岗位需求，介绍中药饮片生产工艺流程、生产常用设备及其标准操作规程。 

此次教材编写，注重了教学的启发性和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每章开始均以“情

景案例”导入，并根据每章节的内容安排知识延伸、线上互动、实训、岗位对

接、考点提示，每章后附有同步训练，与执业药师考试题型一致。本教材的最大

特点是每味中药都加入了炮制工艺流程图，让学生学起来更加直观；另外，本教

材运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通过增加二维码链接提供教学视频、教学 PPT、课外

知识等丰富的资源，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本教材的编写分工为：鞠成国编写前言、模块一项目一绪论、模块二项目二

切制技术部分，并负责全书统稿工作；李慧芬编写模块二项目三炒制技术中的固

体辅料炒部分，并协助统稿工作；张慧芳编写模块二项目四炙制技术中的酒炙技

术、醋炙技术、盐炙技术、蜜炙技术部分；刘雯霞编写模块二项目三炒制技术中

的单炒部分、模块二项目四炙制技术中的油炙技术和药汁炙技术部分；王长福编

写模块二项目五煅制技术、模块二项目六水火共制技术部分；张凡编写模块一项

前言



目二中药炮制的目的及对中药化学成分的影响、模块一项目三中药饮片的质量要

求与贮藏保管和模块二项目一净选加工技术部分；侯晓杰编写模块二项目七复制

技术和项目八发酵发芽技术；单国顺和姜永粮共同编写模块二项目九其他技术；

孙曼负责编写模块三，张立庆和王玉梅负责资料收集和整理。

本教材可作为医药院校中药学及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中药饮片生产

（经营）企业的培训教材或参考用书。本教材在编写、出

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及各参编老师的全力支持；同时参阅了多

位专家、学者及同行的著作及相关资料，在此表示衷心感

谢！由于编者的水平和实践经验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足

之处，敬请各院校师生和同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

便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编 者

本书微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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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项 目 一

1. 知识目标：掌握与中药炮制相关

的概念，重要的中药炮制专著及其

特点。熟悉中药炮制的起源与发展

概况及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中药炮

制在行业中的地位。

2. 技能目标：了解中药炮制对中医

药的贡献，运用中药炮制知识指导

中药饮片的生产、销售及临床合理

应用。了解常用的中药炮制方法。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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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绪  论

情景
案例 某患者，症见头晕脑涨，牙龈肿痛，口舌生疮，大便干燥，小便黄赤。医

生建议其服用黄连上清丸进行调理。黄连上清丸具有清热通便，散风止痛之功效。主治上

焦内热，由黄连、栀子、连翘、蔓荆子、防风、荆芥穗、白芷、黄芩、菊花、薄荷、大

黄、黄柏、桔梗、川芎、石膏、旋覆花、甘草组成。

讨论：1. 处方中大黄的炮制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此法炮制？

    2. 处方中栀子的炮制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此法炮制？

岗 位 对 接

本项目内容对应的岗位工种为中药炮制与配制工，从事该岗位的人员应领会传统医药

精神，培养良好职业道德，严守中药炮制相关法律法规，提升职业素养。通过学习常用的

固体辅料和液体辅料，为掌握加固体辅料炒制技术和加液体辅料炒制技术奠定基础。

中药炮制是按照中医药理论，根据药物自身性质，以及调剂、制剂和临床应

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中药炮制是一项传统的制药技术，是

中药有别于天然药物的重要标志，是中药三大支柱产业的主体部分，已经成为国

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科学研究的重点。

炮制在历史上有“炮炙”“炮制”“修制”“修治”“修事”“治削”之称，但

多用“炮炙”和“炮制”二词。但是，“炮炙”二字仅代表中药整个加工处理技

术中的两种火处理方法，不能概括其他中药炮制方法。为了保留古代“炮炙”原

意，而又能反映整个中药处理加工技术，现代多用“炮制”一词，“炮”代表各

种与火有关的加工处理方法，“制”代表各种更广泛的加工处理方法。

中药炮制技术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其主要任务就是遵循中医药理论

体系，在继承传统中药炮制技术和理论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有关中药炮制法规，

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整理、研究，探讨炮制原理，改进炮制工艺，制定中药饮

片质量标准，提高中药饮片质量，实现炮制工艺规范化、饮片质量标准化、中药

炮制现代化，以保证医疗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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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中药炮制的起源与发展

一、中药炮制的起源

中药炮制是随中药的发现和应用而产生的。其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与火

的发现和应用以及熟食的制备方法直接相关，故有“药食同源”之说。在原始社

会，人们常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或动物，以致发生呕吐、泄泻、昏迷等中毒反

应，甚至死亡，有时也会在食用动物或植物之后原有的病痛减轻或消失。在长期

的生活实践中，这种感性认识逐渐积累而形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药源于食，在

反复的尝试和体验过程中，人类不但积累了中药学知识，还为了方便药物服用，

对其进行洗净、劈开、打碎、切块、锉末等简单加工处理，从而创造了药物的加

工技术，这就是中药炮制的萌芽。

火的出现及应用，为早期中药采用加热处理创造了基本条件。《礼纬 · 含文

嘉》明确指出：“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火

的利用，使人类逐步从生食时期过渡到熟食时期，火逐渐应用于药物处理，便

形成了中药炮制的雏形，古称“炮制”为“炮炙”。《说文解字》载：“炮，毛炙

肉也。”段注“毛炙肉，谓不去毛炙之也”，“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可见

“炮”“炙”均源于食物加工，早期的炮制主要是用火加工处理药物。

酒的发明与应用，丰富了药物炮制的内容。酒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在新石器

时代有所发展，奴隶制社会应用较为广泛。酒被发明后，常应用于医疗活动中，

用酒送服药物或制作药酒，并逐渐地应用于药物炮制，从而创建了加辅料炮制药

物的方法。

二、中药炮制的发展

中药炮制是我国历代医药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活动中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

的一项独特制药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从现存的文献资料分析，

中药炮制的发展大体经历四个时期。

（一）春秋战国至宋代——中药炮制技术的起始和形成时期

在古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只是个别和简单的炮制原则，后来才逐渐有了较系

统的炮制记述。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早记载炮制内容的医方书，是由 1973 年在长沙出土

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整理而成的。共记载了 52 个病名，283 个药方，247 种中药，

同时记载了很多炮制方法，如燔、削、段、炙、煏、熬、咀、蒸、酒渍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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燔用得最多，如“止血出者，燔发，以安（按）其痏”，为最早的血余炭。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书中所载“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

入肾、甘入脾”为后世炮制理论提供了依据。所载“秫米半夏汤”治疗“邪气客

人”，其中“治半夏”就是一种炮制品，可见当时已注意到通过炮制可降低药物

的毒性。治疗痹症，要求将药物“㕮咀，渍酒中”，“㕮咀”即指当时的切制饮

片。还记载了最早的炭药（血余炭）炮制为“角发”“燔治”。

汉代中药炮制技术已有较大发展，中药炮制的目的、原则已经初步确立，对

炮制方法和炮制品也有了更多的记述。《神农本草经》记载了 13 种中药的 5 种炮

制方法，如蒸 – 桑螵蛸，熬 – 露蜂房，烧 – 贝子，炼 – 矾石，酒煮 – 刺猬皮等。

还出现了阿胶、鹿角胶。大豆黄卷体现了最早的发芽法。书中对中药采收加工、

炮制、干燥等都有提及，如“药有……及有毒无毒，阴干，曝干，采造时月，生

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对炮制减毒亦有论述：“凡此七情，合和

视之……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这应该是最早的炮制

减毒理论的记载。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中提出药物“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

定”，开创了药物生熟异用学说的先河。另外，汉代在制药火候上已提出“烧、

炼、熬”三者的不同。

《本草经集注》成书于梁代，在炮制原则方面，陶弘景将零星的炮制技术作了

系统归纳，说明了部分炮制作用，如“凡汤中用完物皆劈破”“诸虫先微炙”等。

改“㕮咀”为“切制”，对药物提出“细切”要求，如“凡汤酒膏中，用诸石皆

细捣之，如粟米”等。该书记载的净制、切制、干燥等炮制方法众多，并举例说

明，内容很丰富，如黄连去须毛、石韦刮去毛等。

《雷公炮炙论》共三卷，由南北朝刘宋时期雷敩撰写，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

著，对前人炮制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书中记述了各种炮制方法，如净制操

作、切制操作、干燥方法、水火制法及苦酒浸、蜜涂炙等加辅料制等，在沿用前

人炮制方法的同时，增加了许多新方法，并广泛地应用辅料炮制药物。该书对炮

制作用也作了较多介绍，如“……半夏上有隟延，若洗不净，令人气逆，肝气怒

满”。该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影响较大，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如其指出大黄

用蒸法可缓和其泻下作用，挥发性药物茵陈忌高温处理等。

唐代《新修本草》除沿用前法外，还对炮制作用有论述，如“用枇杷叶须以

布拭去毛，毛射入肺令咳不已”。对于槟榔的产地加工，指出“槟榔生者极大，

停数日便烂，今人此来者皆先灰汁煮熟，仍火蒸使干，始堪停久”。规定了中药

炮制用酒和醋均为米酒、米醋，不愧为第一部药典。

中药的炮制在宋代发展较快，炮制方法有很大改进，炮制目的也更加多样化。

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书中每味药物之后皆附有炮制方法，为制药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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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药物炮制资料，后世一些炮制专著，多从本书炮制部分辑录而成。陈师文等编

撰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提出对药物要“依法炮制”“修制合度”，设有炮制技

术专章，收录了 185 种中药的炮制方法和要求，将炮制列为法定的制药技术，对

保证药品的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书中收载了当时通用的方剂和炮制方法，现

代应用的很多方法，尤其是成药配制方法与其相似。

中药炮制从先秦两汉到宋代不断发展，炮制的原则、方法及炮制品已初具规

模，在此期间零星的炮制方法得到初步归纳，形成较系统的炮制通则，同时增加

了一些新的炮制方法。现代使用的炮制方法宋代大都已出现，这些方法和原则至

今仍沿用。

（二）金、元、明时期——中药炮制理论的形成时期

金、元时期，名医辈出，各有专长，医家非常重视药物炮制前后的应用及炮

制辅料的作用，开始对各类炮制作用进行总结，后经明代医药学家进一步系统的

整理，逐渐形成了传统的炮制理论。

元代医家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引李东垣“用药心法”：“黄芩、黄连、黄

檗、知母，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用酒炒之，借酒力以上腾也。咽之下、脐

之上，须酒洗之，再下生用。大凡生升熟降，大黄须煨，恐寒则损胃气。至于川

乌、附子须炮以制毒也。”葛可久在《十药神书》中首次提出“大抵血热则行，

血冷则凝，见黑则止”的炭药止血理论。

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系统地总结了辅料的作用，指出：“凡药制造，

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

走肾脏，仍仗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住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

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炙甘缓难化增益元阳，陈壁土制窃真气骤补中

焦，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渍曝并解毒致令平和……”这就

是著名的陈嘉谟炮制理论，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辅料炮制的作用。

《本草纲目》将药物炮制方法列为“修治”专项，书中 330 种药物列有“修

治”方法。李时珍在综述前人炮制经验的同时，也阐述个人炮制经验和见解，如

“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等。全

书记载炮制方法近 20 类，有水制、火制、水火共制、加辅料制、制霜、制曲等，

其中多数制法，至今仍为炮制生产所沿用，如炮制半夏、天南星、胆南星等的

方法。

缪希雍编撰的《炮炙大法》，是中国第二部炮制专著，收载药物炮制方法 439

种，简要叙述各药出处、采集时间、优劣鉴别、炮制辅料、操作程序及贮藏，大

部分内容能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实际，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另外，将前人的

炮制方法归纳为 17 种，即“雷公炮炙十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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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明时期，在炮制技术方面有很大进步，更重要的是，在前人零星解

释炮制作用的基础上，归纳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炮制理论。

（三）清代——中药炮制品种和技术的扩大应用时期

这一时期多在明代的炮制理论基础上，扩大应用炮制技术，增加炮制品种。

张仲岩所著的《修事指南》为我国第三部炮制专著，收录药物达 232 种，较

系统地叙述了各种炮制方法，并进一步整理和归纳。他很重视炮制在中医药学中的

重要性，指出：“炮制不明，药性不确，则汤方无准而病症无验也。”在炮制理论

上的认识也有所增进，如“吴茱萸汁制抑苦寒而扶胃气，猪胆汁制泻胆火而达木

郁，牛胆汁制去燥烈而清润……炙者取中和之性，炒者取芳香之性……”，等等。

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唐容川的《血证论》除记载有许多炮制方法外，

还记载了相当数量的炭药，明确地提出了“炒炭存性”的要求。把炭药的炮制与

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对某些炮制作用有所发挥，炮制品种增多，是炮制品种和技术的扩大应

用时期。

（四）现代——中药炮制振兴、发展时期

现代的炮制基本沿用明清时期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中药炮制方法

进行改进，对炮制原理深入研究，炮制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全国各地相继将散于各地的炮制经验整理总结，制定出版了各省市的中药炮

制规范，1988 年制定《全国中药炮制规范》，1994 年制定《中药饮片质量通则》。

将炮制内容收入国家药典，制定“中药炮制通则”。相继出版《中药炮制经验集

成》《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等炮制专著，丰富了炮制内容，提供了法规依据。

在高等教育方面，全国各高等医药院校和部分职业院校的中药类专业都设有中药

炮制课，出版高校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为继承和发扬中药炮制奠定人才基础。

在科学研究方面，国家投入了比较多的科研经费，取得了较大突破和显著的科研

成果，使中药炮制研究工作进入崭新阶段。在生产方面，各地陆续建立不同规模

的饮片加工厂，生产规模和条件不断扩大和提高，从手工操作逐步向机械化、自

动化发展。

任务二  中药炮制在行业中的地位及依据

一、中药炮制在行业中的地位

中药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三种商品形式，中药饮片是中药三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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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主体部分。能够直接用于临床调剂和制剂的是中药饮片，中药材只有加工炮

制成中药饮片才能发挥作用。随着国家政策的颁布、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药饮片行业目前处在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行业。

中药饮片是行业中心，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中医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

们在不断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不断研究、改进、提高炮制水平，

逐步建立完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确保中药饮片的质量和临床疗效。

二、中药炮制在行业中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章《药品生产企业管理》第十条明确规

定：“中药饮片必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炮制；国家药品标准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炮制规范炮制。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炮制规范应当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这是中药炮制所必须遵守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2015 年版））规定了饮片的

炮制方法、成品性状、用法、用量等，设有炮制通则专篇。同时规定了各种炮制

方法的含义、具有共性的操作方法及质量要求等内容，是国家级质量标准。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为部级中药饮片炮制（暂行）标准。该书主要精选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现行实用的炮制品及其最合适的炮制工艺以及相适应的质量

要求，尽力做到理论上有根据，实践上行得通，每一炮制品力求统一工艺。

《中药饮片质量标准通则（试行）》为局颁标准，规定了饮片的外观、净度、

片型、粉碎粒度、水分标准、色泽等要求，属于部级质量标准（行业标准）。

省级标准是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写的体现本地区特色的中药炮制

规范。对于部（局）标准没有包括的内容，可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药

炮制规范。

任务三  中药炮制常用辅料

中药炮制应用辅料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中药炮制

辅料是指除主药以外具有辅助作用的附加物料，有增强疗效、降低毒性、减轻副

作用，甚或影响主药理化性质等作用。中药炮制辅料对临床用药的灵活性起着重

要作用，辅料与主药之间关系密切。辅料的种类不同，性能和作用不同，在炮制

中药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目前常用的辅料较多，可分为固体辅料和液体辅料两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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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体辅料

中药炮制常用的固体辅料有稻米、麦麸、土、河砂、蛤粉、滑石粉、白矾、

豆腐、朱砂等。

1. 稻米 为禾本科植物稻的种仁，主要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等成

分，并含有少量的 B 族维生素、多种有机酸及糖类。中药炮制辅料多选用大米或

糯米。

稻米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除烦止渴、止泻痢等作用。药物

经稻米炮制后，能增强药物疗效，或降低刺激性和毒性，如米炒党参能增强健脾

止泻作用，米炒斑蝥能降低药物毒性还能矫味。

常用米制的药物有斑蝥、党参、红娘子等。

2. 麦麸 为禾本科植物小麦的种皮，呈褐黄色，主要含淀粉、蛋白质及维生

素等成分。炮制辅料以片大、无细麸和面粉者为佳。

麦麸味甘淡性平，具有和中益脾的作用。药物经麦麸炮制后能缓和燥性，增

强健脾和中的作用，并能赋色、矫臭矫味、吸附油脂，也可作为煨法的辅料。

常用麦麸炮制的药物有薏苡仁、枳壳、苍术、枳实、白术、僵蚕、葛根等。

3. 土 中药炮制常用的是灶心土（伏龙肝），为灶下黄土经长时间柴草熏烧而

成，主要含硅酸盐、钙盐及多种碱性氧化物等成分。灶心土呈焦土状，黑褐色，

有烟熏气味。炮制用土也可用黄土、赤石脂等。

灶心土味辛性温，具有温中和胃、止血、止呕、涩肠止泻等作用。药物经灶

心土炮制后可降低药物的刺激性，增强补脾止泻等作用，如土炒白术、山药等均

可增强补脾止泻作用。

常用灶心土炮制的药物有白术、山药等。

4. 河砂 是筛去粗砂及杂质、洗净泥土、晒干备用的河砂，颗粒均匀，粒度

中等。中药炮制常用河砂作为中间传热体拌炒药物，主要取其温度高、传热快、

受热均匀等特点，可使质地坚硬的药物变松脆，利于粉碎和有效成分的煎出，提

高疗效。例如，穿山甲砂炒后质地酥脆易碎，便于有效成分煎出，还可矫正腥

气。砂炒还可以破坏药物毒性成分，易于除去非药用部位。

常用河砂烫炒的药物有鳖甲、龟甲、穿山甲、骨碎补、狗脊、马钱子、鸡内

金等。

5. 蛤粉 为软体动物文蛤的贝壳经洗净晒干煅制粉碎的灰白色粉末，主要含

氧化钙、碳酸钙等成分。由于其传热缓慢，颗粒细小，炒制火力较弱，故适用于

烫制动物胶类药物。

蛤粉味咸性寒，具有清热、利湿、化痰、软坚等作用。用蛤粉炮制的药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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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滋腻之性，去除腥味，增强清热化痰作用。

蛤粉烫制法主要用于阿胶的制备，其他常用蛤粉烫制法的药物还有鹿角胶等。

6. 滑石粉 为硅酸盐类矿物滑石经精选、净化、粉碎、干燥而得到的细粉，

主要含含水硅酸镁等成分。滑石粉呈白色或类白色，微细，无砂性，手摸有滑腻

感，气微，无味。

滑石粉味甘性寒，具有利尿、清热、解暑等作用。滑石粉作为中间传热体拌

炒药物，可使药物受热均匀，质地变得酥脆，利于粉碎，还可降低药物毒性。

常用滑石粉炮制的药物有刺猬皮、水蛭等。

7. 白矾 又称明矾，为硫酸盐类矿物明矾石经加工提炼而成的不规则的块状

结晶体，主要成分为含水硫酸铝钾。白矾无色或淡黄色，透明或半透明，有玻璃

样色泽，质地硬而脆，易碎，味微酸而涩，易溶于水。

白矾味酸性寒，具有解毒、杀虫、收敛燥湿、祛痰、防腐等作用。药物经白

矾炮制后，可防止腐烂，降低毒性，增强疗效，如白矾制半夏、天南星等。

用白矾炮制的药物还有白附子等。

8. 豆腐 为将大豆的种子粉碎加工制成的乳白色固体，主要含蛋白质、维生

素、淀粉等成分。

豆腐味甘性凉，具有生津润燥、清热解毒、益气和中等作用。豆腐具有较强

的沉淀与吸附作用，药物经豆腐炮制后可降低毒性，去除污物，如豆腐煮藤黄降

低毒性，豆腐煮珍珠洁净药物。

常用豆腐炮制的药物有藤黄、硫黄、珍珠等。

9. 朱砂 为硫化物类矿物辰砂，主要含硫化汞等成分。炮制中药用的朱砂是

经研磨或水飞后的朱红色洁净细粉，硫化汞（HgS）含量不得少于 98%。

朱砂味甘性微寒，有毒，具有镇惊、安神、解毒等功效。药物经朱砂炮制后

能起到协同作用，增强疗效。

常用朱砂拌制的药物有远志、麦冬、茯神、茯苓等。

二、液体辅料

中药炮制常用的液体辅料有酒、醋、蜂蜜、食盐水、生姜汁、羊脂油、甘草

汁、黑豆汁、米泔水、胆汁、麻油等。

1. 酒 是一种常用的液体辅料，多用作炙、蒸、煮等制法的辅料。酒可分黄

酒和白酒两大类。一般炙药多用黄酒，浸药多用白酒。

黄酒由米、麦、黍等用曲酿制而成，含乙醇 15% ～ 20%，并含糖类、酯类、

氨基酸、矿物质等成分。一般为棕黄色至深褐色透明液体，气味醇香浓郁。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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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米、麦、黍、薯类、高粱等用曲酿制并经蒸馏而成，含乙醇 50% ～ 70%，并含

酯类、有机酸类、醛类等成分。一般为无色清亮透明液体，气味醇香特异，具有

较强的刺激性。

酒味甘、辛，性大热，具有活血通络，祛风散寒，行药势，矫味矫臭等作用。

生物碱及盐类、苷类、鞣质、有机酸、挥发油、树脂、糖类等皆易溶于酒，药物

经酒制后，有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增强疗效。有腥膻气味的动物药酒炙后可矫

臭矫味，如乌梢蛇、紫河车等。性味苦寒的药物酒制后可缓和苦寒之性，引药上

行，如黄连、黄芩等。活血通络的药物酒制后可协同增效，如当归、川芎等。

常用酒制的药物有黄连、大黄、当归、白花蛇等。

2. 醋 古称苦酒，习称米醋，多用作炙、蒸、煮等制法的辅料，醋有米醋、

曲醋、麦醋、化学醋等多种。炮制用醋为食用醋（米醋或其他发酵醋），且存放

时间越长越好，称为“陈醋”；化学合成品（醋精）不能作为醋制辅料使用。

醋是由米、麦、高粱以及酒糟等酿制而成。主要成分为醋酸，约占 4% ～ 6%，

并含维生素、草酸、琥珀酸、山梨糖、灰分等成分。一般为淡黄棕色至棕色澄明

液体，不浑浊，无浮悬物，有特殊的醋酸气味。

醋味酸、苦，性温，具有引药入肝、散瘀止痛、止血、理气、消肿、解毒、

矫臭等作用。醋能与药物中所含的游离生物碱等成分结合成盐，提高溶解度而易

煎出有效成分，提高临床疗效，如醋制延胡索等。药物经醋炙，可引药入肝经，

增强疗效，如柴胡、香附等。有些药物醋炙后可降低毒性，如大戟、芫花等。动

物类药物醋炙可矫味矫臭，如五灵脂等。

常用醋制的药物有延胡索、香附、柴胡、三棱、莪术、乳香、没药等。

3. 蜂蜜 由蜜蜂采集花粉酿制而成，其品种复杂，枣花蜜、山白蜜、荔枝蜜

等质量较好，而荞麦蜜色深异臭质差。除非经特殊训练的蜜蜂能采得单一的蜂

蜜，一般多为混合蜜。

蜂蜜因蜂种、蜜源、环境等不同而成分亦有差异，主要成分为果糖、葡萄糖，

二者约占蜂蜜的 70%，并含少量蔗糖、麦芽糖、蜡质、矿物质、酶类、含氧化合

物、氨基酸、维生素等。一般为半透明、有光泽、黏稠的液体，色淡黄，气香，

味极甜。

蜂蜜生品性凉，熟则性温，味甘，有补中润燥，解毒止痛，矫味矫臭等作用。

中药炮制常用的蜜是炼蜜，即把生蜜加适量水煮沸、滤过、去除浮沫及杂质、

浓缩而成。炼蜜炮制中药能和药物起协同作用，增强药物疗效，或具有解毒、缓

和药性、矫味矫臭等作用。例如，百部蜜炙增强润肺止咳的作用，黄芪蜜炙增强

补脾益气的作用，麻黄蜜炙可缓和药物辛散之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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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蜂蜜炮制的药物有甘草、麻黄、百部、紫菀、款冬花、枇杷叶等。

4. 食盐水 为食盐的结晶体加适量水溶化、过滤而得，为无色无臭澄明液体，

主要含氯化钠，并含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硫酸钙等物质。

食盐味咸性寒，具有强筋健骨、软坚散结、清热凉血、解毒、防腐、矫味等

作用。食盐水炮制药物，可引药下行入肾经，增强药物疗效。例如，杜仲、巴戟

天等盐制可增强补肝肾作用，知母、黄柏等盐制可增强滋阴降火作用。

常用食盐水炮制的药物有杜仲、巴戟天、橘核、知母、黄柏、菟丝子、小茴

香等。

5. 生姜汁 是由姜科植物鲜姜的根茎，经捣碎取汁而得，或用生姜或干姜加

适量水煎煮去渣而得到的黄白色液体。姜汁主要成分为挥发油、姜辣素（姜烯

酮、姜酮、姜萜酮等混合物），并含有多种氨基酸、淀粉及树脂状物等。姜汁有

香气，具辛辣味。

生姜味辛性温，具有发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解毒等作用。药物经姜汁

炮制后能抑制寒性，增强疗效，降低毒性。例如，竹茹姜炙可增强止呕作用，黄

连姜炙可缓和苦寒之性，半夏等用生姜、白矾复制可以降低毒性等。

常用生姜汁炮制的药物有竹茹、半夏、厚朴、黄连、草果、天南星等。

6. 羊脂油 为牛科动物山羊或者绵羊的脂肪经熬制而得，以尾油为佳，主要

成分为油脂，含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羊脂油味甘性温，具有散寒、助阳、补肾、解毒等作用。经羊脂油炮制的药

物，能增强补虚助阳之力。

常用羊脂油炮制的药物有淫羊藿等。

7. 甘草汁 为甘草饮片经煎煮去渣而得的液体，黄棕色至深棕色，主要成分

为甘草酸、甘草苷、还原糖、淀粉及胶类物质等。

甘草味甘性平，具补脾益气、缓急止痛、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等作用。甘草

汁炮制药物后能缓和药性，降低毒性。

常用甘草汁炮制的药物有远志、吴茱萸、半夏、乌头等。

8. 黑豆汁 是黑大豆经水煎煮去渣而得到的黑色混浊液体，主要含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色素、淀粉等成分。

黑豆味甘性平，具有活血利水、祛风、解毒、滋补肝肾等作用。药物经黑豆汁

炮制后能增强疗效、降低毒性或副作用，如何首乌用黑豆汁炮制可增强补肝肾作用。

常用黑豆汁炮制的药物有何首乌、附子等。

9. 米泔水 又称“米二泔”，是淘米时第二次滤出的灰白色混浊液体，含有少

量淀粉和维生素等。因米泔水易酸败发酵，宜在临用时收集。目前米泔水不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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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生产时可用 2 kg 米粉加水 100 kg 充分搅拌代替。

米泔水味甘性凉，具有益气、除烦、止渴、解毒等作用。米泔水对油脂有吸

附作用，常用来浸泡含油质较多的药物，从而去除部分油质，降低药物辛燥之

性，增强补脾和中的作用，如用米泔水漂苍术。

常用米泔水炮制的药物有苍术、白术等。

10. 胆汁 是牛、猪、羊的新鲜胆汁，主要含胆酸钠、胆色素、黏蛋白、脂类

及无机盐类等。一般为绿褐色液体，微透明，略带黏性，有特异腥臭气。

胆汁味苦，性大寒，具有清肝明目、解毒消肿、利胆通肠、润燥等作用。经

胆汁炮制的药物，能降低毒性或燥性，增强疗效。

常用胆汁炮制的药物有胆南星等。

11. 麻油 为胡麻科植物脂麻的干燥成熟种子经压榨所得的油脂，主含亚油酸

甘油酯、芝麻素等。

麻油味甘性微寒，具有清热、润燥、生肌等作用。麻油沸点较高，常用以炮

制质地坚硬或有毒的药物，使之酥脆，降低毒性。

常用麻油炮制的药物有马钱子、地龙、蛤蚧等。

此外，液体辅料还有石灰水、吴茱萸汁、萝卜汁、鳖血等，可根据临床需要

选用。

知 识 延 伸

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甘草解毒的记载。甘草味甘性平，能够补脾益气、清

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甘草汁炮制药物能缓其药性、降低毒性。实验证明，

甘草对药物中毒、食物中毒、体内代谢物等中毒及细菌毒素都有一定的解毒作用，解

毒机制认为与甘草酸在体内的代谢有关。甘草酸水解后产生的葡萄糖醛酸，能和有羟

基或羧基的毒物生成在体内不易吸收的产物，分解物可从尿中排出。甘草酸具有肾上

腺皮质激素样作用，能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从实验结果来看，甘草酸解毒作用强于

单纯的葡萄糖醛酸，可能是上述几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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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训练

一、最佳选择题

1.《修事指南》收录药物（  ）种。

 A. 232 B. 300

 C. 439 D. 1 892

 E. 526

2. 书中对 330 味中药载有“修治”专项，综述前代中药炮制经验的著作是（  ）。

 A.《本草纲目拾遗》 B.《雷公炮炙论》

 C.《本草纲目》 D.《修事指南》

 E.《炮制大法》

3. 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除烦止渴作用的炮制辅料是（  ）。

 A. 酒 B. 米

 C. 蜂蜜 D. 生姜汁

 E. 麦麸

4. 具有活血通络、祛风散寒、矫味矫臭作用的炮制辅料是（  ）。

 A. 酒 B. 醋

 C. 蜂蜜 D. 生姜汁

 E. 麦麸

5. 具有发散风寒、止呕等作用的炮制辅料是（  ）。

 A. 酒 B. 醋

 C. 蜂蜜 D. 生姜汁

 E. 麦麸

二、配伍选择题

 A.《修事指南》 B.《神农本草经》

 C.《本草纲目》 D.《炮制大法》

 E.《雷公炮炙论》

1. 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是（  ）。

2. 我国第二部炮制专著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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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第三部炮制专著是（  ）。

 A. 河砂 B. 酒

 C. 蜂蜜 D. 麦麸

 E. 生姜汁

4. 具有补中润燥作用的炮制辅料是（  ）。

5. 作为中间传热体拌炒药物的炮制辅料是（  ）。

6. 具有和中益脾作用的炮制辅料是（  ）。

三、多项选择题

1. 醋的作用包括（  ）。

 A. 散瘀止痛 B. 引药入肝

 C. 疏肝健脾 D. 消肿解毒

 E. 活血通络

2. 灶心土的作用包括（  ）。

 A. 涩肠止泻 B. 温中和胃

 C. 止呕 D. 止血

 E. 清热解毒



学习目标

项 目 二

学习目标

1. 知识目标：掌握中药炮制的目的。

熟悉炮制对中药中生物碱、苷类、

挥发油等成分的影响。

2. 技能目标：通过学习炮制对中药

化学成分的影响，掌握典型中药的

炮制原理。熟悉临床上中药炮制的

应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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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案例 某饮片厂在对白芍进行切制加工，在切制过程中发现原本白色的白芍，在

切制之后颜色发生了变化，变成红色，饮片厂开始排查白芍加工工艺的细节，发现是由在

切制过程置于空气中过久所致。经改进工艺，将切好的白芍及时进行包装，完好地保持了

白芍的颜色。

讨论：1. 为什么白芍切片后露置空气中过久颜色会发生变化？

   2. 白芍的主要化学成分都有哪些？

   3. 这种变异现象的化学反应历程是什么？

岗 位 对 接

在社会药房中的中药学服务中，应该掌握各中药的炮制目的和作用，以及了解导

致该炮制作用产生的化学变化。有些炮制的过程在药房中完成，如临方炮制等，都是

为了保证患者服用药物剂量准确，用药安全。能够按照炮制目的，正确、合理地炮制

中药材，是饮片从业者必须掌握的技能。

中药来源于大自然，几乎所有的中药均需要炮制后方可临床应用。中药炮制

的目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减毒、增效，即通过炮制来降低有毒副作用中药

的毒性，没有毒副作用的中药经过炮制后可增强疗效。但除了减毒增效以外，中

药炮制还有提高中药净度、易于保存、方便制剂等目的。

中药的化学成分复杂，经过炮制如加热处理、水处理、辅料（如酒、醋、药

汁）处理等，化学成分均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个化学变化包括了量变和质变，

由此可导致中药功效的改变，或增效，或减毒，或产生新的作用，以适应中医临

床的需要。研究炮制对中药理化性质的影响，对探讨中药炮制的原理具有重要的

意义。

任务一  中药炮制的目的

中药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矿物，这些天然中药，或质地坚硬、粗大，

或含有杂质、泥沙，或含有毒性成分等，所以都要经过加工炮制后才能应用。中

药炮制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一种中药有多种炮制方法，而一种炮制方法又会有

多种炮制作用，这些炮制作用又是互相关联的。一般情况下，通过中药炮制可以

达到以下目的。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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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中药净度，确保用药质量

中药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净制。通常情况下，中药在采收和运输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会混入泥沙、杂质或非药用部位等，所以中药必须通过净制，以确保临床

应用安全有效且剂量可靠。例如，根及根茎类中药通过净制去除采收、运输和贮

存过程中带来的沙土、杂质、霉败品或虫蛀品；某些中药根据需要去芦头、去栓

皮、去头足翅、去核等。

二、降低或消除中药的毒性或副作用

有些中药存在一定的毒性和副作用，在临床上不能直接应用，需要通过炮制

来降低毒性或副作用。例如，乌头、巴豆、马钱子、斑蝥等中药生品毒性很强，

必须用各种方法处理以制其毒性。乌头可用清水煮或蒸来降毒，主要原因是乌头

碱受热水解。马钱子用油炸或砂烫的炮制方式，使其士的宁及马钱子碱开环氧

化，形成异士的宁的氮氧化物及异马钱子碱的氮氧化物。这样通过炮制，可将有

大毒的中药减为低毒乃至无毒，保证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炮制也可除去或减少副作用。例如，苍术具有苦燥之性，这与苍术所含的挥

发油有关，所以可以采取麸炒或炒焦的方法处理，使得挥发油含量降低，以达到

缓和燥性的目的，进而减少苍术的副作用。

三、改变或缓和中药的性味

四气五味是中药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之一，是在临床配伍应用中药的主要依据。

为了适应不同病情和患者体质的需要，除通过配伍以外，还可以用炮制的方法来

影响中药的性和味。

炮制对中药性味的影响有以下三个方面：① 通过炮制纠正中药的过偏之性；

② 通过炮制增强中药的不足之性；③ 通过炮制改变中药的性味，扩大药物的用途。

四、改变或增强中药的作用趋向

改变中药的作用趋向即改变中药的升、降、浮、沉。中药是可以通过炮制改

变升、降、浮、沉的特性的。例如，莱菔子就是通过炮制达到“生升熟降”的典

型例子。生莱菔子作用升浮，常用于涌吐风痰；炒莱菔子作用沉降，常用于降气

化痰，消食除胀。现代研究表明，在离体家兔肠管实验中，莱菔子的炒制品对抗

肾上腺素的作用强于生品。临床上以此推断应用莱菔子炒制品以达到消导药的

作用。

五、改变或增强中药的作用部位

中药的作用部位多以中药的归经来表示。所谓某药归某经，即这种中药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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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经络或脏腑有选择性作用。但一般情况下一种中药往往归入数经，作用分散，

通过炮制可加强对某经的作用，使其疗效更有专属性。例如，柴胡、延胡索经

过醋制有助于引药入肝经，用于更好地治疗肝经的疾病；知母、黄柏经过盐炙

有助于引药入肾经，用于治疗肾经疾病。

六、增强中药疗效，扩大用药范围

中药通过炮制以增强疗效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增效的途径也有很多。例如，

“逢子必炒、逢子必破”的种子类药材，其药材外部都有硬壳，不易于有效成分

的煎出，而经过炒制后的种子类药材如莱菔子、决明子、芥子等表皮破裂，增加

了与溶媒的接触，有利于成分的溶解，从而便于成分溶出。此外也可以通过炮制

辅料使之与中药协同增效以达到增强疗效的作用。例如，款冬花、紫菀等化痰止

咳药经蜜炙后，增强了润肺止咳作用，这是因为蜂蜜甘缓益脾，润肺止咳，作为

辅料应用后与中药有协同作用而增强中药疗效。

半夏常用的炮制品有 4 种，用途也各有不同。地黄经炮制后有 5 种炮制品，

扩大了其临床应用范围与应用价值，这即为中药炮制的奥妙之处。

七、利于调剂、制剂与服用

中药来源于自然界，采收后规格不一，不方便调剂、制剂。在临床应用之前，

应通过炮制加工成一定规格的饮片，如切成片、丝、段、块等，便于调剂时分剂

量和配方使用。质地坚硬的矿物类、贝壳类及动物骨甲类中药，如磁石、自然

铜、牡蛎、穿山甲等，难于粉碎，不便制剂和调剂，更不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

所以需要经过炮制，采用煅法或者煅淬、砂烫等形式使其质地变酥脆，易于粉

碎，这样即可使有效成分易于煎出。此外动物类或其他有特异臭味的中药（这些

异味往往为患者所不适），不利于患者口服或服后出现恶心、呕吐、心烦等不良

反应。为了利于服用，常将此类中药采用酒制、漂洗、醋制、麸炒等方法处理，

以达到矫臭矫味的作用，如酒炙地龙、酒炙乌梢蛇、醋炙乳香等。

八、利于贮藏，保存药效

中药在加工炮制过程中都经过干燥处理，这使得中药的含水量下降，防止霉

烂变质的发生，有利于贮存。有些昆虫类、动物类中药经过加热处理，如蒸、炒

等能杀死虫卵，防止孵化，便于贮存，如桑螵蛸等。植物种子类中药经过加热处

理，如蒸、炒等，能防止种子发芽，便于贮存而不变质，如苏子、莱菔子等。有

些含有苷类成分的中药经加热处理破坏酶的活性，避免有效成分被酶解造成损

失，以达到杀酶保苷的作用，便于久贮，如黄芩、苦杏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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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炮制对中药化学成分的影响

中药的化学成分是临床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由于中药来源于自然界，其化

学成分较为复杂，使用不同加工方法和辅料进行炮制，对中药的化学成分所产生

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而通过炮制之后，其化学成分的变化也必然引起临床疗效的

差异。所以，研究炮制所产生的中药化学成分差异，对解析炮制作用和原理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炮制使化学成分产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炮制对含生物碱类中药的影响

生物碱大多来自自然界的含氮有机化合物。一般的游离生物碱是不溶或难溶

于水的，可溶于乙醇、三氯甲烷溶剂，而多数生物碱成盐后，其水溶性增加，难

溶于或不溶于有机溶剂。生物碱生理活性强，多数味苦。由于一些小分子的生物

碱，如槟榔碱溶于水，所以在软化水处理时要注意少泡多润，防止生物碱在水中

大量流失，从而保证药物疗效。黄柏中所含的小檗碱也是易溶于水的，在水处理

黄柏的过程中也要注意。

炮制辅料可对生物碱成分产生多种影响。其中酒、醋、胆汁等辅料炮制可提

高中药所含生物碱类成分的溶出度。游离生物碱及其盐类都可溶于醇，所以，酒

炙可提高生物碱的溶出率，如黄连酒炙后小檗碱和生物碱总量明显高于生品。辅

料醋能与游离生物碱结合成盐，增加生物碱在水中的溶解度。延胡索主要成分为

生物碱类，而主要的止痛成分是延胡索甲素、乙素和丑素，这些生物碱都是以游

离状态存在的，难溶于水，为了提高其疗效，可利用酸碱成盐的性质，醋制延胡

索，延胡索经醋炙后就形成了延胡索生物碱盐，从而可以提高生物碱的溶出率。

现代研究表明，延胡索生品总生物碱煎出率为 25%，而醋制延胡索后其水溶液中

生物碱的煎出率为 49.06%，这就说明醋制可将总生物碱溶出率提高近一倍，从而

达到增强止痛的目的，这是通过酸碱成盐来提高疗效。

生物碱的耐热性不同。一部分生物碱类成分具有热不稳定性，在高温的环境

下，会发生分解反应。例如，由于小檗碱具有热不稳定性，黄柏炮制后小檗碱成

分发生了质变，转化生成小檗红，进而对疗效产生影响。而对于有毒的生物碱类

成分，常用蒸、煮、烫、炒、炙加热处理，以改变生物碱的结果，达到降低毒性

的作用。例如，川乌、草乌所含的生物碱是双酯型生物碱，双酯型生物碱主要有

乌头碱，具有很强的毒性，但是在高温有水的条件下，可以分解成单酯型生物碱

（乌头次碱），以及胺醇型生物碱（乌头原碱），这种生物碱类成分的转化，可使原

有药材的毒性降低，从而满足临床上安全用药的需求。再如，马钱子所含的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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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是马钱子中既有毒又有效的成分，其毒性很强，可在加热的条件下，用油炙或

砂炒的炮制方法处理马钱子，士的宁变成异型碱和氮氧化物，而这种异型结构和氮

氧化物毒性较小而仍旧有效，通过这种化学成分的改变实现降低毒性的作用。

而有些生物碱是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但对热却较敏感，加热后效应就会降低，

如石榴皮、龙胆草、山豆根中的生物碱遇热活性降低，为保证其活性就要避免加

热，宜生品入药。

二、炮制对含苷类中药的影响

苷类是糖或糖的衍生物与另一非糖物质（苷元）通过糖的半缩醛或半缩酮羟

基与苷元脱水形成的一类化合物。几乎所有的天然产物如黄酮类、蒽醌类、苯丙

素类、萜类、生物碱类等均可与糖或糖的衍生物形成苷。

苷类一般易溶于水和乙醇，酒常作为含苷类药物炮制时的辅料，以提高苷类

的溶解度，并进一步提高疗效，如酒炙黄芩。由于苷类易溶于水，在水处理的时

候要注意苷类成分在水中的流失，水处理的原则就是少泡多润，避免苷类在水中

溶解过多而丧失较多的有效成分，导致临床疗效降低，如大黄、甘草、秦皮。

另外，苷类成分也易发生酶解。含有苷类物质的中药，在其植物体内同时有

水解酶存在。这种酶，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下，活性很强，会将苷类成分酶解

掉，从而使有效成分损失，药效降低，如槐花、苦杏仁、黄芩。槐花炒黄的目的

就是杀酶保苷，其中灭活的是槐花中的鼠李糖保苷酶，留存的是芸香糖，即芦

丁。此外对于含苷类的药物，可以通过炒、蒸、 、烘的方法破坏或抑制酶的特

性，达到保证临床疗效的目的。

含苷类药物一般不用醋处理，因为在用醋处理过程中易发生酸水解，而这种

酸水解过程较复杂，可引起苷类成分的损失，降低疗效。但若含有毒性成分，则

可以用醋炮制。例如，商陆中皂苷等有致泻作用，皂苷是毒性成分，商陆醋炙、

醋煮后其皂苷及苷元含量均降低，毒性及泻下作用缓和。

某些含苷类成分的中药经加热处理后，其苷类成分会发生分解，或产生新疗

效，或降低毒性及副作用。例如，地黄蒸成熟地黄，环烯醚萜苷类成分水解，清

热凉血作用降低，滋阴补血作用增强。何首乌含有结合性蒽醌苷类成分，蒸炖炮

制后含量降低，消除制首乌滑肠的副作用。

三、炮制对含挥发油类中药的影响

挥发油，又称精油，是一类具有芳香气味的油状液体的总称。挥发油大多数

具有芳香性，在常温下可以自行挥发，不留任何痕迹，大多数比水轻，易溶于多

种有机溶剂及脂肪油，70% 乙醇能全溶，在水中的溶解度比较小，呈油状液体。

中药中所含的游离状态的挥发油是其有效成分时，水处理时应采用抢水洗或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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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法软化后及时切制和进行低温干燥处理。含游离状态挥发油的薄荷、荆芥等宜在

采收后或喷润后迅速加工切制，不宜带水堆积久放，以免发酵变质，影响质量。

人们早期用药实践中，就发现很多植物中含有挥发性的香气物质，并指出这

些植物要尽量少加热或不加热，也不适合在日光下暴晒，如《雷公炮炙论》即有

关于茵陈“勿令犯火”的记载。《本草纲目》在木香条下云：“凡入理气药，不见

火。若实大肠，宜面煨熟用。”芳香类药材如薄荷、防风、白芷、藿香、川芎等

均不宜进行加热处理，干燥时温度一般控制在 40 ～ 60℃，或阴干，以免挥发油

损失，加热处理时尤须注意。

也有些中药需要通过炮制以减少或除去挥发油，以缓和毒副作用或改变药性，

如丁香中的挥发油具有明显的毒性和刺激性，可以通过炮制如醋制、炒制来除去

大部分的挥发油类物质，缓和刺激性。

炮制不仅可使挥发油含量发生变化，也能使其组分改变或者产生新的成分。

例如，荆芥经过炒炭后，挥发油中产生了 9 种生品挥发油所没有的成分，这些新

的成分使荆芥具有了止血的作用。

四、炮制对含鞣质类中药的影响

鞣质又称单宁或鞣酸，是一类结构比较复杂的酚酸类化合物。鞣质易溶于水，

尤其易溶于热水，具有收敛、止血、止泻、抑菌、抗病毒等作用，还可用作生物

碱及某些重金属中毒时的解毒剂。目前认为鞣质具有强还原性，可清除生物体内

的超氧自由基，延缓衰老。

鞣质在水处理过程中要注意成分的流失。例如，地榆、虎杖、大黄、丁香、

石榴皮等，用水软化处理时要格外注意，少泡多润，减少损失。

鞣质具有一定热稳定性，经过高温处理变化不大，炒炭的时候很多药物的鞣

质含量会有所增加，从而增强止血疗效，如槐米经过炒炭后，鞣质含量增加，其

收敛止血的作用增强。

此外，含鞣质类药物在炮制处理的时候不能用铁制容器，如蒸制的时候不能

用铁锅，主要是由于鞣质遇铁能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黑绿色的鞣酸铁盐沉淀，影

响中药原有的色泽，对药效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这类中药，煎药时应使用

砂锅。

鞣质本身为强还原剂，暴露于日光和空气中易被氧化，颜色加深。例如，槟

榔、白芍等切片时，长时间置于空气中会导致药材表面泛红，这是由中药所含的

鞣质被氧化所致。

五、炮制对含有机酸类中药的影响

有机酸是指一类具有羧基的化合物，包括脂肪族、芳香族和萜类有机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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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氨基酸）。低分子的有机酸大多数是能溶于水的，在水处理的时候需要注意

少泡多润，防止成分流失，如地龙中的丁二酸是其平喘的有效成分，清洗时要特

别注意“抢水洗”。但植物如含有较多可溶性的草酸盐，往往有毒，如酢浆草，

动物食用后可致虚弱，甚至死亡，可通过水处理将草酸盐除去。

一些有机酸具有强烈刺激性，即过强的酸性对口腔、胃是有刺激性的，可以通

过加热处理来破坏一部分的有机酸以缓和刺激性，适应临床需要。比如，山楂经炒

黄炒炭后，有机酸含量会依次降低，可以达到缓和酸性、酸味、刺激性的目的。

有机酸对金属有一定的腐蚀性，易使金属容器生锈，使药材变色变味，炮制

含有机酸的中药时应避免和金属容器直接接触，应选择惰性材料。

六、炮制对含油脂类中药的影响

油脂常常指脂肪油，主要存在于种子类药材中。脂肪油通常具有润肠通便的

作用，但是有的油脂是有毒的，为了防止毒性对人体产生影响、药物作用过于猛

烈、药物引起呕吐等副作用，常常可以采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处理，以降低毒性、

刺激性，缓和或消除副作用。例如，柏子仁可以通过去油制霜的方法来消除其令

人泄泻的作用，使其专于养心安神。而中药千金子具有行水消肿、破血散瘀的功

效，可以用于水肿痰饮、积滞胀满，通过去油制霜可以降低其毒性，缓和泻下作

用。瓜蒌仁具有清热化痰、润肺宽胸的功效，临床可用于痰热咳嗽，伤寒病痰热

结在胸部，按之作痛等症。以上中药可以通过制霜达到消除其使人呕吐恶心的弊

病，适用于脾胃虚弱患者。

再如蓖麻仁所含的脂肪油具有消肿拔毒、泻下通滞的作用，而其种子又含有

毒性蛋白，此时可以通过加热使其毒性蛋白失性，然后又除去部分脂肪油而达到

缓和泻下、降低毒性的作用。另外巴豆油是泻下的有效成分，又是毒性成分，量

大有毒，量适中则有效，为了保证临床应用的安全有效，巴豆经去油制霜后，脂

肪油的含量从生品的 40% ～ 60%，降到巴豆霜中的 18% ～ 20%，这样就可以通

过炮制达到安全有效的剂量。

七、炮制对含树脂类中药的影响

树脂是一类复杂的化合物，大多是由萜类化合物在植物体内经氧化、聚合作用

而成的，通常存在于植物组织的树脂道中。树脂可分为油树脂、胶树脂、油胶树

脂等。树脂多有一定的生理活性，一般不溶于水，而易溶于乙醇等有机溶媒。

对于含树脂类中药，常用酒或者醋作为辅料，从而增加树脂的溶解度，并增

强疗效，如乳香、没药等经醋制，能增强活血、消肿、止痛的疗效。

加热炮制可增强某些含树脂类中药的疗效，如藤黄经高温处理后，其抑菌作

用增强。但有的树脂如果加热温度过高，会变性，反而会影响疗效，如乳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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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中的树脂如炒制时温度过高，可变性，疗效降低。

有些中药的树脂类成分还有副作用，如牵牛子，其树脂类成分有泻下去积的

作用，经过炒制之后，牵牛子的部分树脂被破坏，以达到缓和泻下的作用。

八、炮制对含蛋白质、氨基酸类中药的影响

蛋白质是一类由 20 个以上氨基酸通过肽键结合而成的大分子化合物，是生物

体内所有化合物中最复杂的物质。蛋白质水解产生多种氨基酸，很多氨基酸是人

体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很多酶也是蛋白质。

蛋白质是一类大分子的胶体物质，多数可溶于水，生成胶体溶液，一般煮沸

后由于蛋白质凝固变性，不再溶于水。氨基酸大多是无色的结晶体，易溶于水。

故以蛋白质、氨基酸为药效成分的中药在水处理时应避免其成分的损失，以免影

响疗效。

蛋白质能与许多蛋白质沉淀剂，如鞣酸、重金属盐等产生沉淀，故一般不宜

和含鞣质类中药一起加工炮制。酸碱度对蛋白质和氨基酸的稳定性、活性影响较

大，加工炮制时应注意蛋白质沉淀剂和酸碱度对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影响。

蛋白质加热会凝固变性，同时大多数氨基酸也有热不稳定性。所以一些富含

蛋白质、氨基酸类成分的中药应以生品入药，如天花粉、雷丸、蜂王浆等。一些

含有毒性蛋白质的中药可通过加热处理，使毒性蛋白变性而消除毒性，如巴豆、

白扁豆，加热炮制后可达到降低毒性的目的。

某些蛋白质经过加热处理，产生一系列变化生成新物质，而具有治疗作用。

如对鸡蛋黄、黑大豆等进行干馏，能得到含氮的吡啶类、卟啉类衍生物而产生解

毒、镇痉、止痒、抗菌、抗过敏的作用。

氨基酸也能在少量水的环境下与单糖发生反应，可以生成具有特异香味的环

状化合物，如缬氨酸和糖生成的褐色类黑素，其味香甜；亮氨酸和糖类也可产生

强烈的面包香味。所以麦芽、稻芽等经发芽炒制后变香而具健脾消食作用。

九、炮制对含糖类中药的影响

糖类成分又称碳水化合物，是多羟基醛或多羟基酮及其衍生物、聚合物的总

称。糖类成分在植物体内存在的种类有很多，分为单糖、寡糖和多糖，如茯苓、

猪苓等，可以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和抗癌活性。

单糖及小分子寡糖易溶于水，并随水的温度增高溶解度增大。多糖不易溶于

水，但易被水解为单糖或者寡糖。因此，在水处理软化含糖类成分的中药时，一

般应尽量少与水接触，要做到少泡多润，尤其应尽可能避免与水共热的处理。

炮制对中药多糖类成分的含量存在不同的影响，故应根据中药中所含多糖成

分的作用，选择适当的炮制方法，如黄芪和山茱萸经过酒炙之后，其多糖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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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从而增强其相应的疗效。

根据中药的化学性质，糖与苷元可结合成苷，某些含有糖苷类的中药在加热

后，可分解出糖。例如，何首乌蒸制后其水溶性总糖含量升高，其中单糖、低聚

糖、多糖都有所增加，以多糖含量增加为主，糖类成分的增加与制何首乌补益作

用具有相关性。生地黄经酒蒸制成熟地黄后，其甜度有所增加，这与糖类成分的

变化有关。

十、炮制对含无机化合物类中药的影响

无机成分大量存在于矿物、动植物化石和甲壳类中药中，在植物药中也含有

较多的无机盐类，如钠、钾、钙、镁等无机元素多与组织细胞中的有机酸结合成

盐而存在。

矿物类中药通常采用高温煅烧或煅淬的方式来炮制，可以改变其物理性状，

使其更易于粉碎，有效成分在胃肠道更利于吸收，以达到增效的作用，如自然

铜、磁石等，其内部主要含有 FeS2、Fe3O4 等成分，这些成分在水中的溶解性非

常小，而经过煅淬之后可生成易于吸收的 Fe2+ 而发挥作用。通过加热炮制过程还

可产生使某些矿物类中药的化学成分改变的作用，从而产生新的治疗作用，扩

大药物用途。例如，炉甘石原来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锌（ZnCO3），煅后变为氧

化锌（ZnO），具有解毒、明目退翳、收湿止痒、敛疮的疗效。除增强疗效外，

有些含无机成分的中药在加热后可生成有毒物质，如雄黄（主要成分为 As2S2）

经加热煅烧后可生成剧毒 As2O3，因此有“雄黄见火毒如砒”之说，故在对雄黄

进行炮制时应该严格避免对雄黄进行加热。

综上，中药的炮制加工对化学成分的影响可以通过氧化、分解、置换、缩合

等途径发生。有些中药在炮制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已被人们发现，但大多数中药

炮制过程中的化学成分转化还需进一步地深入挖掘，以最终达到清晰解析炮制

原理的目的。

知 识 延 伸

中药炮制致中药化学成分变化是中药炮制的研究热点。在研究中，将现代化学与

传统中药炮制学相结合，探讨中药炮制过程中化学成分量变和质变的规律与生物效应。

同时结合前沿的各种谱学、组学手段，促进传统炮制原理的解析与工艺改进和创新，

全面揭示中药炮制的科学内涵。该研究还可以提出中药化学炮制学的研究线路及其制

法，即根据已知化学成分的分类和性质进行炮制的定向炮制；根据中药药性进行炮制，

改变或增强药性，降低毒性的定性炮制；为获得更多的目的产物，将传统发酵技术和

现代发酵技术结合的发酵炮制等。



·026·

中药炮制技术

考 点 提 示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中关于中药炮制的目的及其对中药化学成分的影响

的考核要点为：

1. 中药炮制的作用：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改变或缓和药物的性能，

增强药物疗效，便于调剂和制剂，改变或增强药物作用的部位和趋向；

2. 炮制对中药化学成分的影响：炮制对含生物碱类药物成分的影响，炮制对含苷

类药物成分的影响，炮制对含挥发油类药物成分的影响。

同步训练

一、最佳选择题

1. 能使中药所含游离生物碱类成分发生变化，易于溶出的辅料是（  ）。

 A. 蜂蜜 B. 酒

 C. 醋 D. 羊脂油

2. 含有小分子的生物碱，软化时小分子的生物碱易随水流失的中药是（  ）。

 A. 槟榔 B. 延胡索

 C. 黄柏 D. 大黄

3. 当中药所含的苷类成分为毒性成分时应（  ）。

 A. 酒炙 B. 醋炙

 C. 盐制 D. 蜜炙

4. 中药炮制的主要作用是（  ）。

 A. 杀酶保苷 B. 缓和药性

 C. 利于服用 D. 减毒增效

5. 通过炮制能改变作用部位的中药是（  ）。

 A. 麻黄 B. 柴胡

 C. 黄连 D. 大黄

二、配伍选择题

 A. 延胡索 B. 苦参

 C. 槐米 D. 白芍

 E. 茵陈

1. 药材炮制时要少泡多润的是（  ）。

2. 药材炮制时要少加热或不加热的是（  ）。

中药炮制过程

中的化学变化

与其质量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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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材炮制时忌铁器的是（  ）。

4. 药材炮制时可杀酶保苷的是（  ）。

5. 药材炮制后可增加有效成分溶出度的是（  ）。

三、综合分析选择题

某女，58 岁，患痰气凝滞所致的瘰疬、瘿瘤、乳岩、乳癖，症见肌肤或肌肤下肿块

一处或数处，推之能动，骨及骨关节肿大、皮色不变、肿硬作痛。处以小金丸，其组成为

人工麝香、木鳖子（去壳去油）、制草乌、枫香脂、乳香（制）、没药（制）、五灵脂（醋

炒）、当归（酒炒）、地龙、香墨。该方剂中有多种药材需要炮制之后才能使用。

1. 关于该方剂中草乌的炮制目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降低毒性 B. 引药归经

 C. 降低燥性 D. 增强疗效

 E. 改变药性

2. 关于该方剂中乳香的炮制目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降低毒性 B. 引药归经

 C. 降低副作用 D. 增强疗效

 E. 改变药性

3. 关于该方剂中当归的炮制目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降低毒性 B. 引药归经

 C. 降低燥性 D. 增强疗效

 E. 改变药性

四、多项选择题

1. 下列（  ）可起到杀酶保苷的作用。

 A. 炒法 B. 蒸法

 C. 烘法 D. 法

 E. 水飞

2. 通过炮制可改变或增强中药作用部位的有（  ）。

 A. 柴胡 B. 黄柏

 C. 知母 D. 延胡索

 E. 巴豆



学习目标

项 目 三

1. 知识目标：掌握中药炮制品质量

的具体要求。熟悉中药炮制品质量

的影响因素。

2. 技能目标：熟悉中药炮制品的贮

藏保管方法。了解新技术在中药炮

制贮藏保管中的应用。

中
药
炮
制
品
的
质
量
要
求

与
贮
藏
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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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案例 夏季，某饮片厂的厂房存放了大量的红花、菊花、蒲黄等中药。质量检查

人员检查时，将双手伸进中药饮片的垛内和包装内，发现潮热烫手，质检人员当时并没有

对此现象进行快速的排查。过了几天，发现这些饮片垛内底部产生了霉腐气味。质检人员

立即通风晾晒，但发霉中药很难再维持原样。这样，质检人员的疏忽给饮片厂带来了巨大

的损失。

讨论：1. 什么样的环境容易使中药发霉？

   2. 中药发霉时一般会出现怎样的现象？

   3. 如果中药发霉还有挽救的措施吗？

岗 位 对 接

本项目内容与中药验收、中药购销、中药保管、中药检验等职业岗位密切相关，

要求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从饮片的内在和外在确定饮片质量的优劣。同时也要求结合

多种传统和现代贮藏保管方式，保证中药饮片的质优效确。

中药炮制品的质量主要受到中药炮制加工和炮制品贮藏保管的影响。即使炮

制工艺合理，如果操作方法掌握不当，也达不到相应的炮制标准或质量要求；即

使炮制工艺掌握得好，质量要求也达到了，如果贮藏保管不当，同样也会使饮片

质量降低。对于中药炮制，从产地采收到临床使用，各个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

每个步骤都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如此才能确保中药炮制品的质量。

任务一  中药炮制品的质量要求

控制中药炮制品的质量是保障中药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环节。除了重

视炮制品加工生产的各环节外，药材的基原、产地、贮藏保管等环节也应引起高

度重视。

中药炮制品的质量检测包括外观和内在质量检测两方面。外观质量检测包括

检测饮片的净度、外形、颜色、气味和包装等；内在质量检测包括检测饮片的水

分、灰分、浸出物、有效成分、有毒成分、有害物质及进行卫生学检查等。无论

是外观质量检测还是内在质量检测，都要把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结合起来，饮片

质量的标准应逐渐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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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净度
净度是指中药炮制品的纯净程度，即中药炮制品中杂质和非药用部位的限度。

中药炮制品不应夹带灰屑、泥沙、杂物、霉烂品、虫蛀品及非药用部位等，以保

证调配剂量的准确。其中非药用部位主要是果实种子类药材的皮壳及核，根茎

类药材的芦头，皮类药材的栓皮，动物类药材的头、足、翅，矿物类药材的夹

杂物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药饮片质量标准通则（试行）》的通知规

定：果实种子类、全草类、树脂类含药屑、杂质不得超过 3% ；根类、根茎类、

叶类、花类、藤木类、皮类、动物类、矿物类及菌藻类等含药屑、杂质不得超

过 2% ；炒制品中的炒黄品、米炒品等含药屑、杂质不得超过 1% ；炒焦品、麸

炒品等含药屑、杂质不得超过 2% ；炒炭品、土炒品等含药屑、杂质不得超过

3% ；炙品中酒炙品、醋炙品、盐炙品、姜炙品、米泔炙品等含药屑、杂质不得

超过 1% ；药汁煮品、豆腐煮品、煅制品等含药屑、杂质不得超过 2% ；发酵制品、

发芽制品等含药屑、杂质不得超过 1% ；煨制品含药屑、杂质不得超过 3%。

检查方法：取定量样品，拣出杂质，草类、细小种子类过三号筛，其他类过

二号筛。药屑、杂质合并称量计算。

二、片型及破碎度
1. 片型 片型是饮片的外观形状，临床上可以根据相应的需要将中药切成对

应的片型，如顶头片、顺片、斜片等。切制的规格可分为极薄片、薄片、厚片、

丝、块和段。切制后的饮片应均匀、整齐，色泽鲜明，表面光洁，无污染，无泛

油，无整体，无枝梗，无连刀、掉边、翘边等，且要符合《中国药典》（2015 年

版）一部及《全国中药炮制规范》的规定。《中药饮片质量标准通则（试行）》规

定：异形片不得超过 10% ；极薄片不得超过该片标准厚度 0.5 mm ；薄片、厚片、

丝、块不得超过标准厚度 1 mm ；段不得超过标准厚度 2 mm。

2. 破碎度 有的中药不宜切成饮片，或临床上有特殊需要，或为了更好地保

留有效成分，经净制处理后，可以通过手工或机器将中药直接破碎成不同规格的

颗粒和粉末，要求粉粒均匀，无杂质。其中颗粒的大小就是破碎度。

三、色泽
中药饮片对炮制品的色泽有特殊的要求。生品饮片有其固有的色泽，如花类、

叶类饮片，如果颜色褪去是因为日晒或暴露太久或贮存太久，药效自然降低；熟

饮片炮制后改变原色，如地黄酒蒸后颜色变为乌黑色，甘草生品为黄白色，蜜炙

之后则变为老黄色。炭药则制炭后原有的色泽变为黑褐色。所以在炮制操作中，

常以饮片表面或断面的色泽变化作为判断炮制程度的标准。炮制品的色泽是其内

在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炮制品应显其固有的色泽，不应有明显的变异。但如果

在炮制过程中选择不当的炮制方法，就会出现饮片颜色发生改变的变异现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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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变红、黄芩变绿，说明药物内在成分发生了变化，这是炮制或贮藏不当引起

的。其中白芍变红是因为在切制时暴晒会使鞣质氧化聚合而变为红色，黄芩变绿

则可能是因为采用冷水浸的软化方式进行处理的。所以饮片色泽的改变不只影响

外观，亦是内在质量变化的标志。《中药饮片质量标准通则（试行）》除要求各炮

制品的色泽应符合该品种的标准外，还规定：炒黄品、麸炒品、土炒品、蜜炙品、

酒炙品、醋炙品、盐炙品、油炙品、姜汁炙品、米泔水炙品、烫制品等含生片、

煳片不得超过 2% ；炒焦品含生片、煳片不得超过 3% ；炒炭品含生片和完全炭

化者不得超过 5% ；蒸制品应色泽黑润，内无生心，含未蒸透者不得超过 3% ；

煮制品含未煮透者不得超过 2% ；有毒药材应煮透；煨制品含未煨透者及煳片不

得超过 5% ；煅制品含未煅透及灰化者不得超过 3%。

四、气味

中药及其炮制品均具有固有的气味。气味和颜色一样也是中药外观质量的一

个重要因素。一些芳香类中药有浓烈的香气，如含有挥发油成分的藿香、薄荷、

当归等，所以含挥发油类成分的气味芳香的中药多数生用，即使在干燥环境下或

在贮藏过程中也要密切观察挥发油的存逸情况。

炮制品除应具有固有的气味外，还应带有所用辅料的气和味，如醋炙品有醋

香味，炒焦品具有焦香气。炮制品的气味散失与贮存期限有关，不应有变异现象

或明显的散失。故炮制品不宜久贮，以确保质量。

五、水分

水分是控制中药及其炮制品质量的一个基本指标。饮片中的水分主要是炮制

过程中残存的和贮藏过程中吸收的。

按炮制方法及各中药的具体性状，一般炮制品的水分含量宜控制在

7% ～ 13%。中药炮制品的含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会使饮片发生变异。例如，

含水过多则会容易造成发霉变质、虫蛀等现象，严重的可使活性成分发生分解，

从而降低疗效。同时含水量过多也减少了配方中该药的实际用药量；含水量过少

也会影响饮片的质量，如胶类饮片含水量少时可干裂而成碎块。所以，控制炮制

品中的水分，对保证炮制品的质量和加强炮制品的贮藏保管都有重要意义。《中

药饮片质量标准通则（试行）》规定了各类炮制品的含水量：蜜炙品不得超过

15% ；酒炙品、醋炙品、盐炙品、姜汁炙品、米泔水炙品、蒸制品、煮制品、发

芽制品、发酵制品均不得超过 13% ；烫制后醋淬制品不得超过 10%。

六、灰分

灰分是将中药炮制品在高温下灼烧、灰化后所剩残留物的重量。其中将干净

而又无任何杂质的合格炮制品高温灼烧所得之灰分称为“生理灰分”。而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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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灰分中加入稀盐酸滤过，将残渣再灼烧，所得之灰分为“酸不溶性灰分”。两

者都是控制饮片质量的基本指标。因为饮片质量稳定时这两者都在一定范围之

内，所以对中药炮制品的灰分进行检测，是控制纯净度的重要措施。

一般情况下中药炮制品的灰分是合格的，而灰分不合格多数是因为混入了泥

沙等杂质。例如，炮制时处理不当，砂烫、滑石粉烫、蛤粉烫和土炒等制法中辅

料去除不净，灰分自然超标。另外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有泥沙等混入，也会造成

灰分超标。因此，灰分的测定是控制炮制品纯净度的有效方法。

七、浸出物

浸出物是中药炮制品用不同溶媒浸提所得的干膏重量。炮制品加入溶剂，经

过浸润、渗透 – 解吸、溶解 – 扩散、置换等作用，中药炮制品的大部分物质都被

提取出来。以此也可以衡量炮制品的质量，尤其是那些有效成分尚不完全清楚或

没有准确定量方法的炮制品，浸出物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根据炮制品中主要成分的性质和特点，可选用不同的溶媒。一般最常用的溶

媒是水和乙醇，所以浸出物也称水溶性浸出物或醇溶性浸出物。

八、有效成分

中药在临床能够起到治疗作用，主要是因为中药内部有相应的有效成分。例

如，黄连中有抗菌消炎作用的小檗碱；大黄中具有泻下作用的结合型蒽醌类衍生

物；苦杏仁中有止咳平喘作用的苦杏仁苷；淫羊藿中具有雄性激素样作用的淫羊

藿苷；丹参中具有抗凝血作用的丹参酮；槐花中有止血作用的鼠李素、槲皮素、

鞣质等。这些都是中药发挥疗效的有效成分。此外，大多数中药经炮制加工后其

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变化，如肉豆蔻煨制后具止泻作用的甲基丁香酚和异甲基丁香

酚含量增加；延胡索中具止痛作用的延胡索生物碱延胡索甲素、延胡索乙素等难

溶于水，用米醋炮制后酸碱中和生成盐易溶出从而使疗效增强；荆芥炒炭后产生

新的成分而具止血作用。目前测定中药炮制品的有效成分是评价炮制品质量的最

可靠、最准确的方法。凡是一味中药有多种有效成分的也应建立多个指标，并建

立相应的检测方法。

有效成分的变化是炮制增效的依据，探索中药炮制品有效成分发生的量变和

质变，可以科学地评价炮制工艺和中药炮制品的质量。这对保证中医临床用药的

安全有效，使中医药与国际接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九、有毒成分

有一部分中药既含有效成分，又含有毒成分。对于这些中药，可以通过炮

制使其毒性成分含量降低，或者将毒性成分转化为无毒或者低毒成分，以便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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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安全应用。例如，马钱子中的士的宁和马钱子碱即为毒性很强的成分，通

过砂烫等炮制方式可使得这两种有毒成分均发生异构化、生成氮氧化物，从而

使炮制后的马钱子毒性大大降低，而疗效不减；又如，川乌、草乌、附子等均含

双酯型乌头碱，毒性很强，通过炮制，可使其有毒成分的酯键断裂，从而使毒

性大幅度下降。由于剧毒中药的特殊性，有毒的中药必须经过炮制才能用于临

床。为保证饮片的质量和安全，国家也实行中药饮片批准文号管理制度，规定中

药饮片不能随意生产，且要标明有效成分、有毒成分的含量及其他常数。《中国

药典》（2015 年版）规定：制川乌含双酯型生物碱以乌头碱（C34H47NO11）、次乌

头碱（C33H45NO10）及新乌头碱（C33H45NO11）的总量计，不得过 0.040%，含苯

甲酰乌头原碱（C32H45NO10）、苯甲酰次乌头原碱（C31H43NO9）、苯甲酰新乌头

原碱（C31H43NO10）的总量应为 0.07% ～ 0.15% ；巴豆的炮制品巴豆霜含脂肪

油应为 18.0% ～ 20.0%，含巴豆苷（C10H13N5O5）不得少于 0.80% 等；马钱子含

士的宁（C21H22N2O2）应为 1.20% ～ 2.20%，马钱子碱（C23H26N2O4）不得少于

0.80%，其炮制品马钱子粉含士的宁（C21H22N2O2）应为 0.78% ～ 0.82%，马钱子

碱（C23H26N2O4）不得少于 0.50%。

十、有害物质

中药炮制品中的有害物质主要是指重金属、砷盐及残留的农药。这些有害

物质是影响中药材、饮片及中成药质量的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中药的出口。

通过炮制使饮片中的重金属、砷盐含量及农药残留量降低，显然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中国药典》（2015 年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

布的《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对药用植物原料、饮片、提取物

及其制剂等规定了重金属及砷盐的限量：重金属总量≤ 20.0 mg/kg ；铅（Pb）

≤ 5.0 mg/kg ； 镉（Cd） ≤ 0.3 mg/kg ； 汞（Hg） ≤ 0.2 mg/kg ； 铜（Cu） ≤ 

20.0 mg/kg ；砷（As）≤ 2.0 mg/kg ；六六六（BHC）≤ 0.1 mg/kg ；滴滴涕

（DDT）≤ 0.1 mg/kg ；五氯硝基苯（PCNB）≤ 0.1 mg/kg ；艾氏剂（Aldrin）≤ 

0.02 mg/kg。《中国药典》（2015 年版）规定对丹参、水蛭、甘草、白芍等 15 个

品种进行铅镉砷汞铜重金属检查。

十一、微生物

中药材、中药饮片及其制剂在生产和贮存过程中均会受到杂菌的污染，因此

为了保证其质量要检查细菌、霉菌及活螨等。例如，《中国药典》（2015 年版）即

规定对柏子仁、莲子、使君子、槟榔、麦芽等 19 个品种进行黄曲霉毒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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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包装

对中药饮片进行包装的目的是保护饮片不受污染，便于运输和贮藏，并保持

美观。因此，中药饮片应选用在贮藏和运输期间能保证其质量的包装材料和容

器。目前发展迅速的无菌包装、真空包装等都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并且能防止微

生物的侵害，又可避免环境温度、湿度的影响。包装必须印有或者贴有标签，注

明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如果是实施批准文号管

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批准文号。所以，检查中药饮片的包装也是保证其质量

的关键环节。

任务二  中药炮制品的贮藏保管

贮藏保管是保证中药炮制品质量的重要环节。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

对中药的贮藏保管有这样的论述：“凡药贮藏，宜常提防，阴干，曝干，烘干，未

尽去湿，则蛀蚀霉垢朽烂不免为殃，……见雨久者火频烘，遇晴明向日旋曝。粗

糙旋架上，细腻贮坛中。”中药的贮藏保管与其质量关系密切，应高度重视。

一、中药炮制品贮藏的发展

中药炮制品的贮藏历史悠久，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战国到

清代以前，贮藏方法主要有通风、晾晒、烘烤、吸湿防潮、密封、对抗同贮等方

法。近代出现了化学熏蒸法，所用的药剂有如硫黄、氯化苦、磷化

铝等，但随着人们认知的提高，发现部分化学熏蒸药剂对人体和

环境能够产生危害，所以有些化学熏蒸方式已经被淘汰。到了现

代，开始使用气调养护、机械吸湿、冷藏、无菌包装、真空、辐

射等方法。

二、中药炮制品贮藏中的变异现象

1. 发霉 是指饮片受潮后，在适宜的温度下霉菌滋生和繁殖，从而使饮片布

满菌丝的现象。通常情况下，霉菌的分泌物会侵蚀饮片的内部组织，使饮片内部

腐烂变质。一旦患者服用了发霉的中药，霉菌毒素的作用很有可能引起肾脏、肝

脏等组织的损坏，甚至导致癌症发生。俗云：“霉药不治病。”这也说明了发霉现

象对中药的危害。

中药饮片贮存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易发生霉变现象。中药富含的蛋白质、

脂肪、糖类、纤维素等营养物质是利于霉菌生长繁殖的营养物质，是导致某些中

药易发生霉变的重要因素。

中药炮制品的

贮藏保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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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虫蛀 是指饮片被仓虫啮蚀的现象，是中药贮藏过程中危害最严重的变异

现象。害虫将饮片蛀蚀成洞孔，严重时饮片可被蛀空而成粉末，使中药的重量减

少，使有效成分损失殆尽，导致中药降低或失去治疗作用。除此以外，害虫也是

带菌的媒介，其分泌物、排泄物以及腐败残体和死亡体均可污染饮片。被害虫蛀

蚀的中药饮片对疾病的治疗是不利的，并会给患者带来危害。

3. 变色 是指饮片失去固有颜色或变为其他颜色的现象。饮片颜色的变化虽

然是饮片外在质量情况的变化，实际上也暗示中药饮片内在质量的下降。一般情

况下，饮片保管不当，会使某些饮片的颜色由浅变深，如泽泻、白芷、山药、天

花粉等；或由深变浅，如黄芪、黄柏等；或由鲜艳变黯淡，如花类的金银花、菊花、

红花、款冬花等，叶类的荷叶、大青叶等。

4. 变味 中药炮制品的味，分为内在之味和外在之味。内在之味通过品尝由

味觉感知；外在之味则是挥发性气味，由嗅觉感知，都与中药本身性质和有效成

分相关。

对于内在的味，常有变浓、变淡或失去，或变苦、变涩、变酸、哈喇等现象，

多是由泛油、泛糖、发霉、虫蛀等造成的。

外在之味主要是指中药中含有的挥发性成分的散失，贮藏不当，或风吹日晒，

或贮藏温度过高，贮存时间较长，使挥发性成分逸出而造成气味变淡，进而失

去，如荆芥、薄荷、川芎、木香、冰片、当归等。

5. 风化 是指某些含有结晶水的矿物类中药炮制品，经风吹日晒或过分干燥

而逐渐失去结晶水成为粉末的现象。这种变异现象会影响饮片的质量，如芒硝极

易风化失水，成为风化硝。

6. 潮解 是指某些盐类固体中药炮制品容易吸收潮湿空气中的水分，其表面

慢慢溶化成液体状态的现象，如硇砂、大青盐、芒硝等。

7. 粘连 是指某些熔点比较低的固体树脂类或动物胶类中药炮制品，受潮、

受热后容易黏结成块的现象，如乳香、没药、阿魏、蜂蜡、儿茶、阿胶、鹿角

胶、甘草膏等。

8. 挥发 是指某些含挥发油的中药炮制品，因受空气和温度的影响，或贮藏

日久，其所含挥发油散失从而使其失去油润，干枯或破裂的现象，如肉桂、沉

香、厚朴等。

9. 腐烂 是指某些鲜活中药因受温度、空气及微生物的影响发热，使微生物

的繁殖活动增加，导致其酸败、臭腐的现象，如鲜地黄、鲜生姜、鲜芦根、鲜石

斛、鲜茅根、鲜菖蒲等。

10. 自燃 又称冲烧，是指由于质地轻薄松散或种子类饮片，如红花、艾叶、

甘松、柏子仁等，本身干燥不适度，或在包装码垛前吸潮，在紧实状态中细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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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产生的热量不能散发，当温度积聚到 67℃以上时，热量便能从中心一下子冲出

垛外，轻者起烟，重者起火。

11. 泛油 又称走油，是指含有挥发油、脂肪油的中药饮片，在一定温度、湿

度的情况下，油脂外溢，质地返软，发黏，颜色变深，并发出油败气味的现象，

如苦杏仁、桃仁、柏子仁、郁李仁、炒莱菔子、炒酸枣仁等。泛油说明中药饮片

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一般不宜再作药用。

含糖类饮片也同样可出现类似泛油的现象，称为“泛糖”，如天冬、麦冬、玉

竹、牛膝、黄精、白术等。

三、中药炮制品变异的原因

中药饮片在贮藏过程中发生变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分别

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为中药饮片固有的性质，如中药

自身的化学成分和含水量等。某些中药自身含有淀粉、糖类、蛋白

质等营养物质较多，易于发生虫蛀、发霉等情况。外部因素即为中药

饮片贮藏保管的条件。炮制品自身的性质是固有的，所以造成饮片变

异的因素主要是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环境因素、生物因素、时间因素等。

（一）环境因素

1. 日光 日光蕴含大量的能量。但不合理的日光直射饮片，会使部分饮片发

生氧化、分解等反应。这些反应会使中药饮片发生颜色渐褪或变色的变异反应，

含有挥发性成分的饮片的芳香味会降低或散失，从而影响饮片的质量。此外，富

含油脂类饮片发生酸败等变异现象，均与光照有关。

2. 空气 饮片除非是真空包装，否则都会与空气接触。空气中以氮气为主，

其次是氧气，其他气体比例很小。空气中的氧和臭氧对饮片的变质起着主要影

响。含有挥发油、脂肪油、糖类成分的饮片会与空气中的氧气等发生氧化、分解

反应，进而出现酸败、泛油、泛糖、变味、变色等异常现象。

3. 温度 温度是中药饮片发生变异的关键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中药饮片

对温度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在 15 ～ 20℃下，饮片的成分相对稳定。当温度升高

时，饮片内部分子运动加快，水分蒸发，进而出现失去润泽、表面干裂的情况。

同时，温度的过高也会导致饮片发生氧化和水解反应，饮片易发生泛油、变味等

变异现象。树脂类和动物胶类药材也容易发生粘连现象。因此，控制好饮片所在

仓库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

4. 湿度 湿度是指空气中水蒸气含量的多少，也即空气的潮湿程度。湿度会

随季节和晴雨、冷暖而改变，进而引起中药的潮解、风化、发霉等现象，从而影

响饮片的质量。一般饮片的绝对含水量应控制在 7% ～ 13%，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中药炮制品的

贮藏保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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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70%。湿度过高，如相对湿度高于 80%，有利于微生物和仓虫的繁殖，可

使饮片出现发霉、虫蛀、泛油、泛糖、变味、潮解、冲烧等质变现象。所以湿度

过高，除导致饮片发生物理、化学变化外，还会引起微生物的滋生及仓虫的繁

殖，影响中药炮制品的质量。而相对湿度低于 60% 时，饮片的含水量会下降，从

而致使饮片风化、干裂、发脆等。

以上环境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应该全面顾及，严加注意。

（二）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主要指微生物、仓虫、仓鼠以及鸟类、蛇类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微

生物和仓虫。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下，微生物易于繁殖，可造成饮片发霉、

腐烂、发酵、酸败、泛油、泛糖等变异现象。仓虫是造成虫蛀的根本原因，如果

没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仓虫是不能滋生的。仓鼠的危害就更为严重，它可以破

坏建筑结构和包装，可盗走中药饮片，可传染病毒和致病菌，其排泄物还可对中

药饮片进行二次污染。

（三）时间因素

时间因素是指中药贮藏时间的长短，它对中药饮片质量也有影响。尽管有的

饮片强调长期贮藏，陈久者良，但这类中药毕竟占少数。绝大多数中药都会因长

期贮藏而出现化学或物理上的陈化变异现象，造成有效成分的氧化分解而使有效

成分含量降低，从而降低饮片疗效。为了保证中药质量，在贮藏中药饮片时必须

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四、贮藏保管方法
中药饮片的贮藏保管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很多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当掌

握了中药及其饮片的变异现象和原因后，贮藏保管方法也就更明确了。在不同的

贮藏保管时期，有不同的贮藏方法。

（一）传统贮藏保管方法

传统贮藏保管方法主要有通风、晾晒、吸湿、密封、对抗等。传统方法有简

单实用，成本低的特点，因此，到目前仍是广泛应用的最基本的贮藏保管方法。

1. 通风法 首先在保证库房及其周围环境的清洁卫生，避免污染的情况下要

经常通风，通风的目的是把库房的潮湿空气置换到仓库外，使得库房保持适宜的

空气环境。

2. 晾晒法 是指利用太阳的热能使饮片散发水分而干燥，同时也可利用紫外

线杀死霉菌和虫卵，达到贮藏养护的作用。应用过程中，应随时观察库房的潮湿

程度，如有受潮现象，及时晾晒中药饮片，所谓“遇晴明向日旋曝”，但也要根

据饮片性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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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湿法 传统的吸湿方法主要利用干燥剂，在库房内撒一层生石灰、木炭

或草木灰等吸收水分，但目前在贮藏养护方法中已很少使用吸湿法了。小包装中

常用氯化钙或硅胶等作为吸湿剂。

4. 密封法 是指隔绝空气、湿气的一种贮藏保管方法。利用密闭的库房和缸、

瓶、塑料袋或其他包装器材，将中药饮片密封，使之与外界空气隔离而减少湿气

侵入，有时还可以加入干燥剂，防霉、防蛀效果更好。贮存保管细贵药人参、鹿

茸、冰片、熊胆、牛黄、猴枣等可用适当容器单独密封，量大的可建密封库、密

封室。

密闭贮藏只是不让尘土和异物进入，并不能隔绝空气，只适用于不易发霉和

泛油的一般炮制品。

密封技术到现代已经发展为真空密封，即将中药饮片放入合适的容器，抽真

空后密封。

5. 对抗法 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中药饮片放在一起保存，以防止虫蛀或霉

变的一种贮藏保管方法。例如，牡丹皮与粉性的泽泻、山药、白术、天花粉等同

贮；花椒与动物类中药蕲蛇、白花蛇、蛤蚧、全蝎、海马等同贮；人参与细辛同贮；

明矾与柏子仁同贮；冰片与灯心草同贮；土鳖虫与大蒜同贮；吴茱萸与荜澄茄同贮；

胶类（鹿角胶，阿胶等）与滑石粉或米糠同贮可防止粘连；荜澄茄、丁香等与人

参、党参、三七等同贮。

另外，乙醇或白酒是良好的杀菌剂，将易生虫、发霉的中药饮片与乙醇或白

酒一起密封保存，也是一种很好的贮藏保管方法。该法的关键是密封不透气。多

数中药饮片都适用此法，如动物类的蕲蛇、乌梢蛇、地龙、蛤蚧等，种子类的柏

子仁、郁李仁、酸枣仁等，含糖多的中药、贵重中药均可用此法贮藏保管。

（二）现代贮藏保管方法

1. 气调养护法 气调养护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一种新技术。这种养护技

术可影响空气中的含氧量，即人为造成低氧状态，或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状态。此

环境中，新的害虫不能产生和侵入，原有的害虫窒息或中毒死亡，微生物的繁殖

及中药自身的呼吸都受到抑制，延缓饮片的新陈代谢，并能隔离空气，防止吸

潮、霉变、变色、挥发、潮解风化等作用，从而保证饮片质量的稳定，防止中药

质变。目前应用的方法主要是降氧充氮，或降氧充二氧化碳。该法的特点是费用

低、不污染环境和炮制品、劳动强度小、质量好、易管理，同时对保持中药饮片

的色泽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2. 气幕防潮法 气幕又称气帘或气闸，是装在库房门上，配合自动门以防止

库内冷空气排出库外、库外潮热空气侵入库内的装置，可以达到防潮的目的。因

仓库内外空气不能对流，所以这种方法可以减少湿热空气在库内较冷的墙、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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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等处形成的结露现象，从而保持仓库中饮片的干燥，防止霉变发生。

3. 低温冷藏法 利用机械制冷设备降温，抑制微生物和仓虫的滋生和繁殖，

从而达到防蛀、防霉的目的。

4. 机械吸湿法 利用空气除湿机吸收空气中的水分，降低库房的相对湿度，

也可达到防蛀、防霉的效果。该法费用较低，不污染中药饮片，是一种较好的除

湿方法。

5. 无菌包装法 先将中药饮片灭菌，然后将其放入一个霉菌、杂菌无法生长

的环境，避免饮片再次受到污染。在常温下，不需添加任何防腐剂或采用冷冻设

施，在规定时间内不会发生霉变。一般中药饮片经灭菌后均有受到二次污染的可

能，起不到预期的防霉效果。而将灭菌与无菌包装结合起来就可以防止二次污

染。进行无菌包装要具备 3 个基本条件：一是包装环境无菌；二是贮藏的饮片无菌；

三是包装容器无菌。无菌包装过程中，产品及容器的灭菌很重要，目前的无菌包

装材料多采用聚乙烯。聚乙烯不适用于蒸气灭菌，最适用于环氧乙烷混合气体灭

菌法。无菌包装法是中药饮片较宜采用的贮藏保管方法。

6. 环氧乙烷防霉法 环氧乙烷是一种气体灭菌杀虫剂。其机制是与细菌蛋白

分子中氨基、羟基、酚羟基或巯基中的活泼氢原子起加成反应生成羟乙基衍生

物，使细菌代谢受阻而产生不可逆的杀灭作用。其特点是有较强的扩散性和穿透

力，对各种细菌、霉菌及昆虫、虫卵均有十分理想的杀灭作用。缺点是残留量

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国家规定生产 A 级绿色食

品禁止使用环氧乙烷作为杀虫剂，此法应废止使用。选择对人体无害的杀虫剂是

目前值得研究的最大议题。

7. 埃 – 京氏杀虫法 是一种杀灭中药饮片害虫的新方法。应用 CO2 加压一

定时间，接着迅速降压，利用动物器官对加压后迅速降压罕能耐受的特性，有效

地把害虫杀死。实验结果表明，害虫的死亡率与压力、作用时间成正比。不同种

害虫其耐受性也不同，一般应用 40 ～ 50 bar（1 bar=1.02 kg/cm3）的压力，加压

10 ～ 20 分钟，接着迅速降压，就可有效地把害虫杀死。

8. 60Co–γ 射线辐射法 60Co 放射出的 γ 射线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杀菌能力，因

此 60Co–γ 射线辐射法是目前较理想的灭菌方法。但需专门设施，成本高。该法已

成为中药材、饮片和中成药灭菌最实用的方法。

五、贮藏保管的注意事项
中药饮片的贮藏保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其次，要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贮藏与管理。

贮藏保管中药饮片时要注意季节和贮藏时间的变化，遵守先进先出原则。做

到勤检查、勤通风、勤倒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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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延 伸

21 世纪初中药养护学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已成为单独设立的一门学科，重点对中

药贮藏与保管进行研究。中药商品在贮存过程中，因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必

然会发生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变化，如发生霉变、虫蛀、泛油、变味等变质现象。

其中霉变和虫蛀对中药的危害最大，不但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同时还会使疗效降低，

影响用药安全。此外在中药贮藏和保管中，为了防止饮片发生变色和虫蛀的现象，曾

经有一段时期大量使用硫熏蒸和化学药剂除虫的方法。现代研究发现，硫熏蒸会使部

分饮片产生不可逆的化学转化，损失有效成分。而化学药剂中的磷化铝、氯化苦等在

一定程度上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对人体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危害。故现在对化学试剂熏

蒸技术进行严格限制。研发对饮片的影响不大，且对环境和人体无害的贮藏保管技术

是中药养护学重要的课题。

考 点 提 示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中关于中药饮片质量要求与贮藏保管的考核要点为：

1. 净度、片型、色泽、气味的要求；

2. 检查；

3. 含量测定；

4. 限量标准。

同步训练

一、最佳选择题

1.《中国药典》（2015 年版）规定，马钱子含士的宁的量为（  ）。

 A. 0.12% ～ 0.22% B. 1.2% ～ 2.2%

 C. 1.2% ～ 1.3% D. 2% ～ 4%

2. 除（  ）外均可对抗同贮。

 A. 泽泻与牡丹皮 B. 甘遂与甘草

 C. 花椒与蕲蛇 D. 吴茱萸与蛤蚧

3. 容易泛糖的药物是（  ）。

 A. 柏子仁 B. 荷叶

 C. 桃仁 D. 熟地黄

中药养护技术

是确保饮片质

量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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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有效成分不清楚的炮制品，常用何法判定质量？（  ）

 A. 测定浸出物的含量 B. 测定含水量

 C. 测定灰分 D. 观察色泽

5.  药物因受热或受潮而在其表面出现油状物质，而且药物返软、发黏、颜色变深、发出油

败气味的现象称为（  ）。

 A. 变色 B. 粘连

 C. 挥发 D. 泛油

6. 水分含量对保证炮制品的质量有重要意义，一般炮制品的含水量宜控制在（  ）。

 A. 2% ～ 5% B. 3% ～ 7%

 C. 7% ～ 13% D. 15%

二、配伍选择题

 A. 细辛 B. 牡丹皮

 C. 花椒 D. 明矾

 E. 酒

1. 可与柏子仁对抗同贮的药物是（  ）。

2. 可与泽泻对抗同贮的药物是（  ）。

3. 可与白花蛇对抗同贮的药物是（  ）。

 A. 虫蛀 B. 泛油

 C. 变色 D. 粘连

 E. 腐烂

4. 一般花类、叶类药最易（  ）。

5. 一般含油质多、含糖量多的药物最易（  ）。

6. 一般树脂类胶类药物最易（  ）。

三、综合分析选择题

某男，51 岁，患有营血虚滞证。心悸失眠，头晕目眩，面色无华，处以四物汤，组成：

熟地黄 12 g、当归 10 g、白芍 12 g、川芎 8 g。

1. 熟地黄贮存不当时易发生（  ）。

 A. 泛糖 B. 泛油

 C. 变味 D. 变色

 E. 风化

2. 当归贮存不当时易发生（  ）。

 A. 泛糖 B. 泛油

 C. 变味 D. 变色

 E. 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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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项选择题

1. 造成炮制品变异的外部因素有（  ）。

 A. 生物因素 B. 环境因素

 C. 饮片因素 D. 时间因素

 E. 季节因素

2. 炮制品贮藏保管过程中常见的变异现象有（  ）。

 A. 霉变 B. 挥发

 C. 粘连 D. 拖胡须

 E. 走油

3. 炮制品的质量要求包括（  ）。

 A. 净度 B. 色泽

 C. 气味 D. 水分

 E. 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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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项 目 一

1. 知识目标：掌握中药净制作用及

分类。了解净制含义及研究进展。

2. 技能目标：熟悉常用中药的净制

方法。熟悉常用中药质量要求。

净
制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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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案例 王某从药材市场买了一些中药乌梅，用于缓解自己的肺虚久咳之证，买来

后，按照剂量服用，但发现症状没有明显的好转。他后来找到了药房的值班药师，询问情

况。药师看后，发现王某购买的乌梅并没有进行去核处理。他告诉王某，将乌梅的核去掉，

再按剂量重新服用，过了几天病情有所好转。

讨论：1. 中药乌梅为何需要去核后使用？

    2. 还有哪些中药需要去除相应的非药用部位？

岗 位 对 接

本项目内容与中药饮片的加工和验收等职业岗位密切相关。中药的净选加工是中药

饮片炮制的首道工序，并为中药饮片后期的加工炮制奠定基础。中药饮片净选加工除了

可以达到洁净药物的目的之外，还可以达到去除非药用部位和去除毒副作用的目的。

净制是中药炮制的第一道工序。通过净制，药材可以做到大小分档，除去杂

质、除去非药用部位与分离药用部位。此外净制还可以降低或消除中药的毒副

作用。

净制是指去除杂质和非药用部位以及分离药用部位的操作过程，又称净选、

治削。净制后的中药材不能直接用于临床的称为“净药材”，能直接用于临床的

则为“饮片”。几乎所有的药材都需要净制，而凡是用于切制的中药材，均应使

用净药材。早在汉代，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中就明确指出：“或须皮去肉，或

去皮须肉，或须根去茎，又须花须实，依方拣采、治削，极令净洁。”陈嘉谟在

《本草蒙筌》中提到“有剜去瓤免胀，有抽去心除烦”；张仲岩在《修事指南》中

提出“去芦者免吐，去核者免滑，去皮者免损气，去丝者免昏目，去筋脉者免毒

性，去鳞甲者免毒存也”。可见，历代药学家对中药的净制是非常重视的，并指

出通过净制以去除药材非药用部位以及消除毒副作用。

中药净制具有以下作用。

1. 大小分档，便于切制和炮炙 对同一种药材来说，存在着大小、粗细和长

短方面的差别。所以为了进一步的加工炮制，需要通过净制将外形悬殊的中药分

开，使其均匀一致。一方面，利于控制软化的程度，便于切制；另一方面，在炮

炙时利于控制火候，以保证饮片的质量，防止太过与不及。

2. 除去杂质，便于临床调配和制剂 清除采集、加工、运输、贮存过程中混

入的泥沙、异物及出现虫蛀、霉变等变异现象的药物，以达到洁净卫生的程度。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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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木香、川芎等根和根茎类药材，采收时常带有泥沙，净制时须用清水洗

净，提高中药净度标准，以便临床使用。

3. 分离药用部位，保证用药剂量准确 中药的原植物并不是所有的部位都能

药用的，在采收之后，应将非药用部位除去，有的也要对同一原植物具有不同疗

效的不同药用部位进行分离。例如，厚朴、诃子等须将质次效差的粗皮、核等

除去；黄连、荆芥等药材须将残根等非药用部位除去；莲子心、莲子肉和麻黄

根、麻黄茎等药材须将不同的药用部位分离，然后分别入药，以保证临床用药

的准确。

4. 降低或消除中药的毒性或副作用 有些药材的净制可以达到去除毒副作用

的目的，如巴戟天去心。研究表明巴戟天的木心含有有毒元素 Pb，故在传统和

现代加工方法中都做到了巴戟天去心的净制操作。又如，枇杷叶的茸毛具有刺激

性，会引起咳嗽等副作用，戟人咽喉，在净制时需刷去毛等，以保证临床上的用

药安全。

净制的方法主要有挑选、筛选、风选、水选，此外传统方法还有摘、揉、擦、

撞、燎、砻、拭、刷、刮、碾、捣、研、颠簸、剪切、敲、挖、剥、轧、水飞等。

根据其目的，可将净制分为去除杂质、除去非药用部位与分离药用部位等。

任务一  杂质清除技术

一、去除杂质

依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附录 2301“杂质检查法”项下的规定，

杂质包括下列各类物质：来源与规定相同，但其性状或部位与规定不符的物质；

来源与规定不同的有机质；无机杂质，如砂石、泥块、尘土等。在实际操作中，

去除杂质的同时也常进行大小分档、去除非药用部位和分离药用部位等操作。根

据操作方法的不同，去除杂质分为挑选、筛选、风选和水选等。

（一）挑选

挑选是指用手工方法去除混在药材中的杂质、霉变品和非药用部位，或将药

材按大小、粗细等分档，以便使其洁净和利于进一步加工处理。操作时可将药材

摊于长竹匾内或桌面上，除去肉眼可见的、手工可以去除的杂质。挑选主要包括

以下几点：①挑出非药用部位；②拣出用其他方法不宜除去的肉眼可见的杂质，

如木屑、砂石、杂草、枝梗、虫卵、鼠粪等；③挑出霉烂虫蛀等变质的药材；

④大小分档：按大小粗细，手工挑拣分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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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筛选

根据药物与杂质的体积大小不同，选用不同规格的筛和箩，用过筛的方法清

除杂质。筛选的对象：①与药物的体积大小相差悬殊的杂质；②药渣和残留的辅料；

③进行大小分档的药物。传统的筛选方法有手工筛和机器筛，手工筛多用竹筛、

铁丝筛、龟板筛、箩筛、套筛等；机器筛目前常用振荡式筛药机、滚筒式草叶筛、

旋转式筛药机等。

（三）风选

根据药材和杂质比重的不同，利用风力，将药材中的杂质和叶、果柄、花梗、

干瘪之物等非药用部位除去。该方法主要用于种子类药材如紫苏子、吴茱萸、车

前子、葶苈子、五味子等去除杂质。一般用簸箕或风车通过扬簸或鼓风，使药材

与杂质分离。目前饮片场中多采用风选机进行该操作。

（四）水选

采用水洗或浸漂的方法，将药材中的杂质和非药用部位除去。水选可分为洗

净、淘洗、浸漂三种方法。

1. 洗净 系用清水将药材表面的泥土、灰尘、霉斑或其他不洁之物洗去。先

将洗药池注入清水七成满，倒入挑拣整理过的药材，搓揉干净，捞起，装入竹筐

中，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沥干水，干燥，或进一步加工。

2. 淘洗 用大量清水荡洗附在药材表面的泥沙或杂质。把药材置于小盛器内，

手持边倾斜潜入水中，轻轻搅动药材，来回抖动小盛器，使杂质与药材分离，除去

上浮的皮、壳杂质和下沉在小盛器的泥沙，取出药物，干燥。如蝉蜕、蛇蜕等。

3. 浸漂 将药物置于大量清水中浸较长时间，适当翻动，每次换水；或将药

材用竹筐盛好，置清洁的长流水中漂较长的时间，至药材毒质、盐分或腥臭异味

得以减除为度，取出，干燥，或进一步加工。例如乌梅、山菜英、海菜、昆布

等。但要注意的是水选洗漂时应尽量缩短药材在水中的浸泡时间，以防止成分流

失，并做到及时干燥，防止霉变。但某些动物类药材，如龟甲、鳖甲等为了去除

残肉筋膜；一些有毒的药材，如川乌、草乌、半夏、天南星等为了减毒，所浸漂

的时间会长。饮片厂中常用的水洗机械有 XY（T）系列循环水洗药机。

洗法是最常用的净制方法，适用范围广。通过挑选、筛选、风选均不能除去

的杂质可采用此法。实际应用中，以上方法多配合使用，以针对不同性质的杂

质。例如，挑去大的杂质，筛去浮土，水洗去除内部的泥土，风吹去杂草等。

二、去除非药用部位

非药用部位是指中药材中有效成分含量较低、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较弱，或

者含有一定刺激性、毒性成分的部位。通过净选加工处理，去除非药用部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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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药材中有效成分的相对含量，增强生物活性，降低毒副作用。

（一）去残根、去残茎、去地上部分

1. 去残根 以茎、地上部分或根茎入药的药材须除去非药用部位的残根，一

般指除去主根、支根、须根等非药用部位。以茎入药的，如麻黄、石斛等；以地

上部分入药的，如淫羊藿、鱼腥草、广金钱草、广藿香、荆芥、益母草、薄荷、

穿心莲、茵陈、青蒿等；以根茎入药的，如黄连、升麻、北豆根、川芎、胡黄连、

白术、苍术等。

一般采用剪切、挑选、火燎、撞、砻等方法。

2. 去残茎、去地上部分 以根、根茎入药的药材须除去非药用部位的残茎、

地上部分，如细辛、大黄、虎杖、威灵仙、山豆根、甘草、人参、三七、羌活、

藁本、龙胆草、丹参、茜草等均须除去残茎、地上部分及须根等。此外，有些以

草质茎、地上部分、全草入药的药材，应将其中的木质茎、老茎、粗茎除去，如

麻黄、薄荷、茵陈、颠茄草等。

一般采用剪切、搓揉、风选、挑选等方法。

现代研究认为，柴胡的根具有解热、镇痛、镇静、抗炎等作用，其活性成分

为皂苷；柴胡原植物中的茎、叶不含皂苷，无此作用，因此，柴胡选用以根入药

是合理的。

（二）去枝梗

指除去某些茎、果实、叶、花类药材中夹杂的非药用部位，如老茎枝、叶柄、

花蒂、果柄等，以使药材纯净，用量准确。例如，桂枝、槲寄生、钩藤、桑寄

生、桑枝中常混有老的茎枝；石韦、蓼大青叶、大青叶、枇杷叶、丁香、金银

花、辛夷、槐米、五味子、山楂、金樱子、补骨脂、巴豆、小茴香等混有叶柄、

花柄、果柄等。

一般采用挑选、筛选、风选、剪切、摘等方法去除枝梗。

（三）去皮壳

指去除皮类药材的栓皮，根、根茎、块茎或鳞茎类药材的外皮，茎木类药材

的粗皮，果实、种子类药材的果皮或种皮等非药用部位。中药净制去皮壳始于汉

代，《玉函》指出：附子、大黄用时“皆去黑皮”。梁代《本草经集注》指出：皮

类药材“皆削去上虚软甲错处，取里有味者秤之”。清代《修事指南》谓“去皮

免损气”。现代认为去皮壳的作用主要在于纯净药材，便于切片，去除有效成分

较少的原植物部分，使用量准确以及利于有效成分煎出等。

一般采用刮除、捣、敲、擦、碾、砻、剥、 、撞等方法去皮壳。根据中药

类别的不同，可分别采取适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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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树皮类 树皮类中药外表面有粗糙的栓皮，有的还附有苔藓、泥沙及其他

不洁之物。栓皮干枯且有效成分含量甚微，若不去除将会影响调配剂量；而对于

有毒的皮类药材，如雷公藤、苦楝皮，红黄色外皮还会引起中毒。因此，黄柏、

杜仲、肉桂、厚朴、苦楝皮、桑白皮、椿根皮等皮类中药，加工时应刮去栓皮。

研究发现：厚朴的粗皮占全重的 15.47%，而厚朴中内皮的有效成分厚朴酚、

β– 桉叶醇的含量远远高于粗皮。故将厚朴含有效成分较少的粗皮去掉，是科学合

理的。

2. 根或根茎类 一般多在产地趁鲜去根皮，如知母、小秦艽、白芍、南沙参、

桔梗等。若不及时趁鲜刮去，药材干燥后不易去除。三棱、大黄、山药、千年

健、黄精、川贝母、天南星、天花粉、木香、甘遂、平贝母、白及、白附子、半

夏、竹节参、防己、红景天、泽泻、穿山龙、珠子参、粉葛、浙贝母、黄芩等均

须刮净或撞去外皮。天冬、明党参、北沙参等可趁热除去外皮，将其放置沸水中

煮或蒸后去除。

3. 茎木类 一般多在产地趁鲜将粗皮边材或不含树脂的部分去除，如川木通、

降香、苏木、沉香等。

4. 果实类 如草果、益智仁、使君子、白果、巴豆等，可砸破皮壳，去壳取

仁；砂仁、豆蔻等，则采用剥除外壳取仁的方法。

5. 种子类 去皮壳的方法因中药的不同而异，如大风子、蓖麻子、木鳖子、

芡实等，需去壳取仁；薏苡仁、柏子仁等，一般采用碾、擦法去皮；苦杏仁、桃

仁等，可用 法去皮。

（四）去毛刺

毛刺是指生于药材表面或内部的茸毛、鳞片、硬刺，根类药材的须根以及动

物类药材的茸毛等，因其影响药材的净度，更重要的是在服用后能引起咽喉咳嗽

以及其他副作用，故须除去。唐代《新修本草》就记载了关于枇杷叶去毛的说

法：“枇杷叶凡用须火炙，以布拭去毛，不尔射入肺，令咳不已。”

一般采用刷除、砂烫、筛选、挑选、燎、碾、撞、挖等方法去毛刺。根据不

同的中药，可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去毛刺。

1. 根茎类 如狗脊、骨碎补、香附、知母等表面生有鳞叶或茸毛，多采用砂

烫法将毛烫焦，再撞净，筛除；也可用火燎法去除。

2. 叶类 如枇杷叶、石韦等，其下表面密被茸毛，少量者，可在产地采摘后

趁鲜用棕刷刷去茸毛；大量者，使用机器刷刷去。

3. 果实、种子类 如金樱子果实内部生有淡黄色茸毛，一般可在产地趁鲜

纵切二瓣后用工具挖去毛、核；或者将干燥后的金樱子略浸、润透，再纵切二

瓣，除去毛、核，干燥。其外表面的毛刺可用碾或撞的方式除去。苍耳子全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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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刺，可用清炒法炒去刺，在炮制过程中将表面炒至焦黄色，刺焦时，再将刺碾

去，筛净。马钱子表面密生灰棕绢状茸毛，可用砂烫法将毛烫焦，再撞净，再筛

去茸毛。

4. 动物类 如鹿茸，在其加工过程中先用火燎去茸毛，但不能将鹿茸燎焦，

再用刀具等利刃将其表面刮净。刺猬皮表面密生硬刺，且有茸毛，可用烫法，将

硬刺烫至焦黄色、卷曲易断，将茸毛烫焦后，再过筛除净。

（五）去心

心一般指根类药材的木质部或种子的胚根、胚芽及幼叶。梁代陶弘景云：麦

冬“汤浸，抽去心，不尔，令人烦”。而在《雷公炮炙论》中则有“远志若不去

心，服之令人闷”的记载。《修事指南》总结：“去心者免烦。”但从长期的临床实

践中发现，患者在服用带有木质心的中药，如天冬、麦冬等后，没有感到烦闷的

副作用。所以，现主张麦冬可以不去心。

远志的传统加工方式是进行去心处理，单独以根皮入药。但对远志的化学成

分来说，远志心含皂苷类成分为 0.482%，远志皮为 12.1%，含量相差悬殊。此外

木心的重量占全部药材总重量近四成，所以对其进行去心处理是有一定意义的。

但药理方面的研究发现，远志心的毒性和溶血作用小于远志皮，而且在镇静作用

方面远志心要优于远志皮，祛痰作用并没有差异；又因为远志去心操作有一定的

困难，所以，从 1990 年版《中国药典》开始，不再规定远志需要进行去心处理。

目前，仍有部分中药需要去心，有巴戟天、地骨皮、五加皮、牡丹皮、香加

皮、白鲜皮等。其中，巴戟天可采用蒸制法蒸透后，趁热抽去木心；其余根皮类

药材，通常在产地趁鲜用木棰敲击，使皮与木质部分离，剥取根皮，去除木心。

（六）去核

有些果实类药材，常用其果肉或假种皮，其中的核（或种子）属于非药用部

位，或者核与果肉（或假种皮）的作用不同，故须除去或分别入药。关于去核的

目的，《雷公炮炙论》指出：“使山茱萸，须去内核，核能滑精。”清代的《修事指

南》概括为“去核者免滑”。

一般采用风选、筛选、挑选、浸润、切挖等方法去核。

山茱萸、金樱子、诃子、乌梅、山楂、龙眼肉等中药，由于有效成分主要分

布在果肉（或假种皮）部分，核中含有的有效成分含量较低，而且相对于其他药

用部位核质量占据的比例很大，容易造成调剂用量的错误，故须去核（或种子）

取肉（或假种皮）。例如，诃子的核占果实总重的 50% 以上，但鞣质仅含 4.16%，

而果肉中鞣质的含量为 40.60%，含量相差 10 倍左右，表明诃子核为非药用部位，

去核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