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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其机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 � � � � � 刘 斌
介

摘 要 结合近年来研究文献
,

探讨了中药炮制过程巾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其机理
,

主要包括水解
、

异构化
、

氧化
、

置换
、

分解和缩合等反应类型
。

关钮词 中药 炮制 化学成分 机理

中药经过炮制处理以后
,

药性和临床疗

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对这种变化机理的探

讨和认识
,

过去多集中在炮制前后化学成分

含量的变化和药理活性的改变上
。

随着研究

的深入
,

许多学者逐渐认识到
,

只有在搞清楚

中药炮制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其机理的

基础上
,

才能更好地了解中药炮制的目的
,

并

进而指导改进炮制工艺和制订质量标准
。

近

年来
,

不少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取

得了可喜的进展
。

笔者仅就此进行综述
。

� 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其机理

中药在加工炮制处理过程中
,

化学成分

的变化比较复杂
。

就目前研究文献来看
,

化学

成分的变化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完成
。

�
�

� 水解
�

川乌
、

草乌
、

附子均有很强的毒

性
,

其炮制 目的主要在减毒
。

过去普遍认为
,

它们在炮制处理过程中
,

毒性较大的双酷型

生物碱先水解脱去乙酞基生成毒性较小的单

酷型生物碱
,

进而再水解脱去苯甲酞基
,

生成

毒性更小的氨基醇型生物碱
。

最近发现附子

在炮制过程中
,

首先是苯 甲酞基被水解而脱

去
,

再进一步水解脱去乙酞基而成乌头胺
,

同

时也伴随发生脱氧作用
,

生成塔拉乌头胺 �� 
。

人参中含有大量的皂贰类成分
,

但人参

不同加工炮制品中其种类和数量有很大的不

同
。

鲜人参
、

生晒参和红参均含有人参皂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鲜人参

和生晒参还含有 � 种特有的天然原形皂贰丙

二酸单酞基人参皂贰 �
� , 、

� �
� 、

�
。

和 � 。 �而红

参 中含有的特有成分有 �� �� �
一

人参皂贰

�
� � ,

� � �� � 人参皂贰 �
� , ,

� � �� �
一

人参皂贰

�
、, ,

人参皂贰 �
� , 、

�
, , 、

�
, ,

等〔� �
。

进一步的研

究发现
,

这些特有的成分多是由于人参在蒸

制加工成红参的过程中产生的
。

一方面是鲜

人参和 生晒参含有的 � 种丙二酸单酞基人参

皂试因受热水解脱去丙二酸
,

生成相应的人

参皂贰 � �� 、

� 、
� 、

�
。

和 �
� �另一方面是丙二酸

单酞基人参皂贰水解脱去丙二酸
,

同时脱掉

� �
� 一

位的全部糖链和 ��
一

位上的糖链末端糖
,

生成人参皂贰 �
�� � , 〕

。

黄蔑蜜炙前后 的高效薄层层析分析表

明
,

蜜炙过程中黄茂皂贰成分一部分产生糖

贰键的断裂和 乙酞基的脱落闭
。

日本学者研究认为
,

在地黄炮制过程中
,

贰类成分有不同程度的水解
。

其中以单糖贰

水解最多
,

其次是双糖贰
。

生地黄在蒸制过程

中
,

其中所含蜜三糖
、

蔗糖等寡糖水解
,

游离

出果糖 �� �
。

�
�

� 异构化
�

鲜人参经加热干燥或蒸制加工

成红参时
,

根中部分天然 �
一

构型的人参皂贰

在发生水解的同时产生 �
一

构型的次级贰
。

如

人参皂贰 �
。 ,

水解的同时异构化成 �� �� �
一

人

参皂贰 �
� � ,

再水解生 成 �� �� 升人参皂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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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氧化
�

马钱子主要成分为生物碱类
。

在

研究其炮制机理时认为其主要成分士的宁和

马钱子碱的损失是一个在高温条件下
,

加速

其氧化分解的物理化学过程
。

在相同条件下
,

马钱子碱相对比士的宁易于分解破坏
,

这
一

与

其 结 构 上 的 �
� 一

� ��
� 、

�
� 一

���
�

取 代 有

关�� 
。

从马钱子炮制中分离出 �� 种生物碱
,

其中有 � 种是生品中所没有的
,

即异马钱子

碱
、

异马钱子碱氮氧化物
、

异士的宁氮氧化物

和 �
一

轻基
一�

一

甲氧基士的宁
。

它们是马钱子在

炮制过程中由其它生物碱转化而来的川
。

为

了验证这种可能性
,

对士的宁和马钱子碱的

加热和氧化进行了研究
。

结果发现
,

以士的宁

和马钱子碱为母体
,

在 � �� �
作用下

,

可以合

成纯度较好
、

得率较高的士的宁和马钱子碱

氮氧化物 �� 
。

士的宁加热到 �� ℃
,

可氧化为

士的宁氮氧化物
,

后者在 � ��
‘

� 则局部开环

形成异士的宁氮氧化物
�
同时

,

士的宁加热到

�� 。℃
,

可使与 �
� � 一

连接的醚链开环而成异士

的宁
,

再加热
,

也能形成异士 的宁氮氧化

物 � �〕
。

在研究白术的炮制时发现
,

白术炒制后
,

其所含成分苍术酮的含量为
�

炒白术 � 生白

术
,

而经基苍术内醋的含量为
�

炒白术� 生白

术
,

证明白术在炒制时
,

其中的苍术酮被氧

化
,

生成了轻基苍术内酷 �� 〕
。

由于磷脂成分受热 不稳定
,

山检 ��� 〕
、

黄

蔑帅〕等中药在炮制过程中
,

其所含磷脂成分

有所改变
,

其中溶血磷脂酞胆碱和磷脂酸含

量有所增加
,

而其它磷脂组分则有所降低
。

提

示在炮制过程中
,

磷脂酞胆碱受热氧化生成

溶血磷脂酞胆碱
,

而部分其它磷脂组分分解

生成磷脂酸
。

�
�

� 置换
�

川乌
、

草乌
、

附子在炮制过程中
,

乌头碱类生物碱 � 位上的乙酞基在较缓和的

加热条件下被一些脂肪酸基置换
,

生成毒性

较小的脂生物碱 ����
� 一 � �� � �� �� �类 � ‘�」

。

�
�

� 分解
�

人参在炮制成红参的过程中
,

丙

二酸单酞基人参皂贰发生裂解脱狡反应
,

生

成乙酞基化合物
。

这样
,

丙二酸单酞基人参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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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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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分别生成 �
。,

和 �
� � � ��

。

日本学者从加工炮制后的黄连中分离出

一种红色小巢碱型生物碱
,

鉴定为小巢红碱

�� � � � � � � � �� �
,

对数种肿瘤细胞系的生长具

有剂量依赖性的抑制作用
。

小聚红碱在生黄

连中几乎不存在
,

它是在加热过程中生成的
,

其含量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或加热时间的延

长而增加 � 与此同时
,

黄连中的小巢碱相应减

少
。

据此推测
,

小璧碱在加热过程中可脱去一

个甲基转变为小璧红碱
。

此外
,

加热使黄连中

其它的小璧碱型生物碱
,

如掌叶防己碱
、

黄连

碱
、

药根碱等也发生结构变化
。

其中掌叶防己

碱大部分转变成 � � � � � � � ��� � �“〕
。

�� � 缩合
�

研究发 现
,

红参 中存在的麦芽

酚 �� 〕和糖贰 �� �� 均为红参加工过程中所产

生的特有成分
。

其生成首先是鲜人参中的麦

芽糖和氨基酸经 �
� ���� � � 反应生成 � � � � � � �

化合物
,

经分子重排和脱水缩合及环化
,

生成

糖贰 �
,

进一步水解脱去葡萄糖后进行分子

重排生成麦芽酚
。

生地黄在炮制过程中
,

其所

含氨基酸量迅速减少
,

主要也是由于生地黄

炮制过程中生成的果糖与氨基酸反应生成了

蛋 白黑素 ��
� �� � � �� �� �

,

从而使熟地黄外观

表现为黑色
。

� 结语

中药通过水浸
、

加热和各种辅料的处理
,

其某些单体化学成分发生了结构的变化
,

产

生了生品中所不具有的新成分
。

这些变化
,

有

的可以用来解释药物炮制后药性的改变和临

床疗效的差异
。

而大部分还缺乏必要的药理

实验结果的支持
,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

中药炮制后
,

其单体化学成分结构的改

变和炮制品中特有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机制
,

有的比较清楚
,

并已通过实验证实
�
有

的则仅仅是一种推测
,

更有相当多的炮制品

中特有成分尚未在生品中找到其前体物质
。

这其中不能排除有些成分在生品中也存在
,

只是现在尚未被人们发现和分离
。

因此
,

对这

些特有成分的研究
,

应着重从生品入手
,

找到

其可能的前体物质并进而研究其在炮制过程
。

� � �
·



中的变化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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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及其制剂药理与临床应用研究新进展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药系 (济南 250014) 张 萍
带

祝希娴

摘 要 概述了国内外对甘草药理药效及医疗作用研究的最新成果
,

重点介绍了近年来甘草及其

制剂在解痉镇痛
、

预防糖尿病并发症
、

治疗皮肤病
、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

抗利什曼原虫
、

抗癌
、

抗病

毒等方面的作用及其机理
,

并介绍了对甘草毒副作用的研究情况
。

关锐词 甘草 药理药效 临床应用 毒副作用

祖国医学认为甘草具有补脾益气
、

清热

解毒
、

祛痰止咳
、

缓急止痛及调和 药性等功

效
。

西方国家传统把甘草作为矫味剂和祛痰

剂
。

随着科技发展
,

各国对甘草的研究逐步深

入
,

发现 了许多新的药理药效作用
。

我们就甘

草及其制剂的最新研究情况加以概述
。

1 解痉镇痛作用

甘草具有解痉镇痛作用
,

尤其在痉挛状

态下更明显
。

甘草与芍药可相互协同
,

故甘草

配芍药疗效更好
。

甘草 中解体的主要化学成

分为黄酮类化合物
,

其中的异甘草素(i so h
-

quitigenin )镇痉作用最强
〔, ’ ,

l店床 已有许多

新应用
。

1

.

1 用于 胃 X 线及大肠内窥镜检查
:
日本

报道芍药甘草汤可作 为 胃 X 线及大肠 内窥

镜检查的解痉剂
。

在造影或内窥镜检查前需

肌注解痉剂以减轻患者的痛苦
,

但传统的解

痉剂可引起排尿功能障碍等副作用
。

现已证

明高浓度的芍药甘草汤对人工诱导的异常兴

奋状态的抑制作用比对正常运动更明显 ;芍

药甘草汤有松弛骨骼肌和镇痛作用
;
大肠内

窥镜检查时投与芍药甘草汤确可减轻患者的

痛苦
。

作为胃 X 线检查前处理剂所具有的抑

制胃液分泌的作用
,

芍药甘草汤仅比解痉剂

略弱
。

因此
,

对慎用或禁用传统解痉剂的患者

可应用芍药甘草汤达到解痉镇痛之 目的
‘幻

。

1

.

2 治疗小儿腹痛
:
用甘草汤或芍药甘草汤

治疗小儿腹痛显效迅速
。

口服与 口含疗效对

比:前者约 1
.
5 tn in 半数患儿腹痛消失

;
后者

2 m in 内半数见效
,

在 4 m in 左右 80 % 以上

的患儿腹痛消失
。

在 口腔内涂布苯佐卡因使

神经知觉暂时麻痹
,

在此情况下上述试验仍

有 3 例腹痛消失
。

另外甘草汤对持续 3 个月

的腹部绞痛也有显著疗效
〔3〕。

1

.

3 对肌痉挛的作用
:
给予芍药甘草汤同时

并用当归芍药散或桂枝获荃丸等活血祛癖剂

,
A d d

, e , , :
Z h

a n g
P i

n g
,

D
e

p t
,

o
f C h i

n
e , e

M
a t e r

i
a

M
e

d i
c a ,

S h

a n
d

o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
n e s e

M

e
d i

e
i n e ,

J
i n a n

.

5 6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