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扰,结果准确。

5. 2　NaNO 2和 Al( NO 3) 3显色丹参水溶性总酚,为

粉红色,测定吸光值稳定, 显色液放置 24 h 无沉淀

析出,扫描发现在 500 nm 处空白显色无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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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中药材的浸泡、润软化处理提高中药饮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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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材在饮片切制前, 用水进行浸泡、润软化处

理,是中药传统加工炮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的

软化处理操作,存在着许多弊端,特别是药材有效成

分流失太多。现结合我们在实践中的体会, 就改进方

法介绍如下:

1　冷压浸渍法

将药物放入特制的密闭容器内,放入药物量约

为容器的 2/ 3, 注满冷水,严密封口,将管口接入冷

压泵,加冷压 490～2 900 kPa,保持一定时间,降压,

取出药物切片。这种方法能使水迅速进入组织细胞

内,使药物软化, 不致使有效成分水解,提高了饮片

质量,但有效成分仍有一定流失。

2　减压冷浸法

( 1)先减压后加水法: 将药材放进钢减压浸泡

罐,先抽气减压至 266 Pa 时,抽气加水,然后恢复常

压。此法适用于质地坚硬、粗大的药材,经上述减压

浸泡约 5 min 即可达到吃水标准。

( 2)先加水后减压法: 药材放入钢减压浸罐,加

水后抽气减压至所需压力, 立即恢复常压并放掉水。

此法适用于质地疏松、细小的药材,约 1 min 即可达

到所需的吃水量。此法与传统浸泡、润方法比较,效

果好,质量高,有一定的适应范围。

3　产地趁鲜切制饮片

趁鲜切制: 避免或减少了有效成分的水解、酶

解,避免了在软化处理中药材的发霉变质。但产地加

工对富含糖分、粘液质类药材不适宜。

4　“火润法”

适用于淮牛膝、续断、党参等药材,在切制前作

软化处理。方法是将药材均匀地摊置于炭火上或电

热箱、烘房内的网架中,用 70℃(±5℃)温度烘烤 3

～5 min,立即进行切制。在南方湿度较大的梅雨季

节尤其适合。

5　减压蒸气润药法

将药材放入密闭容器内, 先减压抽真空, 在负压

情况下,导入饱和蒸气。这样可以减少药汁流失, 避

免霉变现象,加之饱和蒸气作用, 杀酶效果较好, 还

能杀死药材中虫卵、螨虫和其他一些微生物, 并为饮

片加工实现生产流水线提供了条件。

6　粗颗粒代替饮片

延胡索、槟榔、黄连、香附、浙贝母、三叶青等药

材, 采取经干燥直接打碎成粗颗粒入汤剂(制剂)方

式。由于粗颗粒增加了以水为溶媒的汤剂接触面, 有

利药物有效成分溶出。

7　讨论

浸泡、润水处理的工艺是比较单纯的,其作用原

理也是清楚的, 就是软化药材,便于切制。通过对软

化方法不断摸索和创新, 实现机械化生产,从而建立

统一的加工炮制工艺和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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