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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鲜药的应用与现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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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鲜药是中医治病的特色之一，其临床应用贯穿于中医药学起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其中，在温病治疗中使用鲜

药较多，一部分鲜药比干药的作用效果更佳、起效更迅速，在温病治疗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对鲜药的物质基础研究

较少，制约了鲜药制剂的合理设计，剂型改革缺乏依据和指导。通过对中药鲜药应用历史的考证，综述了近年来鲜药在国内

外研究与开发的现状，为今后合理开发利用中药鲜药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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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modern research on fresh herb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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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sh herbs, whose clinical application has been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eatment by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Fresh herbs are mainly used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febrile disease. Compared with dry herbs, some fresh herbs have better and quicker effect on curing diseas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more meaningful in the treatment of febrile disease. However, the fact that current study on the material basis of 
fresh herbs is insufficient makes the failure about reasonably designing fresh herbs preparations, so that people can not provide the 
bases and guidances for the reform of dosage form.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fresh herb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bout fresh herb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ational 
exploitation of fresh herbs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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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药材是指在采收药用部位后，经净制即行使

用的“原生药材”，药材成分未发生改变或损失。《中

国药典》2010 年版中在基原及饮片项中明确提及

“鲜”或“生”字的中药有鲜地黄、鲜芦根、鲜石斛、

牡荆叶、鲜鱼腥草、鲜益母草及生姜 7 种[1]。中医

运用鲜药治疗疾病的历史悠久，众多古代中医书籍

记载了历代医家鲜药治病的宝贵经验，《神农本草

经》中记述地黄、生姜使用“生者尤良”，生者即指

鲜药[2]。中药鲜药得到众多古代医家的青睐与其特

点是分不开的，历代医家在临床上善用鲜药，后世

通过临床实践丰富了鲜药的临床应用，使其种类更

多，应用更为广泛，加深了对鲜药功效的认识。 
1  中药鲜药的应用历史 

在《五十二病方》中最早记载治疗牝痔“取薯

蓣茎干治二升，取薯苽汁二斗以渍之，以为浆，饮

之。”薯苽（山药）汁的应用是用新鲜植物药治疗的

第 1 个案例[3]。汉代张仲景《伤寒论》在泻心汤、

半夏厚朴汤中都用到了鲜姜[4]。晋代葛洪在《肘后

备急方》里记载鲜青蒿治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

渍绞，取汁尽服之。”使用时必用鲜品绞汁，干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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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差，此已为现代实验研究所证明[5]。 
至唐宋时期，孙思邈利用鲜药治疗的病种之多、

涉及药味品种之广都是前代医家所不及的。《备急千

金要方》治小儿丹毒用“捣马齿苋一握，取汁饮之，

以滓薄之，捣赤小豆五合，水和，取汁饮之一合良，

滓涂五心”[6]。有文献记载，唐代官府开辟药园，

专供太医署获取鲜药之用[7]。宋代有城郊药农专门

为各大药店提供鲜药[8]。《太平圣惠方》中使用鲜药

的方剂甚多，如麦门冬饮子以生麦门冬汁、生地黄

汁、生刺蓟汁调服伏龙肝末，治肺胃热盛而致吐血、

衄血。 
明清时期，随着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鲜药的

运用更为广泛和成熟。明代《本草纲目》中就有 1 100
多条应用鲜药的附方[9]，其中有新鲜植物药，如荆

芥叶等；新鲜动物药，如斑蝥等；新鲜植物药与新

鲜动物药的复方，如老鸦眼睛草和虾蟆等。到清代，

温病学大兴，鲜药也为温病学家所常用，如叶天士

善用鲜荷叶、鲜莲子、鲜生地黄、鲜石菖蒲根茎等

治暑邪，且屡验屡效。薛生白也善用鲜地黄汁、西

瓜汁、甘蔗汁等治疗各种温热疾病，并创五叶芦根

汤治疗湿热病后期余邪未清、胃气未醒之证[10]。吴

鞠通创清络饮（鲜荷叶边、鲜金银花、鲜西瓜翠衣、

鲜扁豆花、丝瓜皮、鲜竹叶心）、五汁饮（梨汁、鲜

麦冬汁、鲜芦根汁、荸荠汁、鲜藕汁或甘蔗浆），皆

用鲜品[11]。余师愚制清瘟败毒饮以鲜竹叶配生石

膏、犀牛角等，治火热之证、大热烦躁。清代中期

王旭高在治疗暑邪、伏暑、痢疾等证时，常以鲜药

组方，如鲜地黄、鲜石斛、鲜芦根、鲜荷叶、鲜薄

荷根、鲜藿香、鲜佩兰、鲜佛手、鲜藕节等，使用

玉女煎治温病热入心包、阳明火旺之证，以鲜地黄

代熟地黄，并加鲜石斛与甘蔗汁[5]。 
至近代，民国著名医家丁甘仁治疗温病时处方

中亦多应用鲜药，如常用鲜荷梗以治壮热、汗多不

解；用鲜地黄、鲜沙参、鲜石斛清肺生津；清暑之

品则多用鲜荷叶、鲜薄荷、鲜藕节之类[12]。施今墨

用鲜药“取其清新之气，清暑生津力强。”常用鲜茅

根、鲜芦根为伍，治疗温病之发热、烦渴、烦躁不

安等症，不胜枚举。 
2  中药鲜药的应用特色 
2.1  中药鲜药的特点 

新鲜植物类中药性多偏寒凉或性平，就同一药

而言，鲜品较干品寒凉之性更强[13]，如生姜性微温

而干姜性热，鲜地黄性寒而熟地黄性微温。正因鲜

品寒凉之性强于干品，对热证的治疗较干品疗效好，

才使得鲜药颇受温病学派医家所喜爱。鲜药多具有

苦、甘或辛味，苦味药能泻能燥，甘味药多具补益、

和中、缓急之功，辛味药则具发散、行气、行血的

作用，即适用于急症、表证及血症的治疗。 
鲜药的使用方式很多，主要有直接入药、取汁

入药、蒸露入药、外用等。此外，鲜药还具有不容

易碍胃、吸收好等特点。 
2.2  中药鲜药的作用机制 

根据传统中医药理论，鲜药有别于干药的作用

机制是寒凉性药，鲜品较干品偏凉偏润，如鲜芦根、

葛根；辛香气药，鲜品较干品惟味厚力峻，如鲜藿

香、佩兰；药汁鲜纯润燥之性强于干品，如百合汁；

药汁制备简便起效快，如马齿苋治疗牙龈肿痛，直

接取鲜品咀嚼即可[14]。 
鲜药在加工成干药材的过程中所含成分常发生

酶解、氧化、生物转化、化学转化、挥发散失或者

其他原因导致化学成分丧失、转化等，故部分鲜药

材比干药材气味更浓，汁液更多，化浊祛湿、清热

解毒之力更强，轻宣疏解之效更佳，凉血散血之效

更捷，滋养阴液更为迅速，因此，治疗温病时常予

选用。现代研究也证实，同一药物的鲜品和干品，

药理作用有所差异。根据历代本草和医书记载，在

清热生津和止血的功效上，鲜地黄的作用胜于干地

黄。益母草在干燥过程中其缩宫成分有所损失，与

鲜益母草的缩宫作用相比，干益母草相对减弱[15]。

薄荷叶、佩兰叶的有效成分均是挥发油类，这些挥

发性成分在鲜品中的量远高于干品，制成干品之后

其疏风清热透表、芳香化湿泄浊的功效大打折扣[16]。

在青蒿素发现之初，研究者对原药材黄花蒿做了大

量的探索研究和多次反复实验均未获得满意效果，

通过查阅古代文献，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和论证，认

识到对原药材黄花蒿的加工处理过程破坏了过氧基

团是影响青蒿素药效的主要因素[17]。由此可见，鲜

药与干药在有效成分上存在差异，主要是新鲜药材

在加工过程中化学成分发生了变化，导致中药药性

的变化。 
3  鲜药的现代研究与应用 

近年来，许多中医药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中医

学运用鲜药的经验，取得显著的临床疗效，其中不

但包括临床杂病，也有急危重症，表明鲜药确有其

独特之处。现代医学研究结果表明，有些鲜药活性

成分的量较干品高，药理活性也较干品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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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鲜药的产地加工与贮藏 
3.1.1  产地加工  贾秀梅等[19]测定鲜地黄与鲜地

黄加工品的维生素 C 的量，结果发现存在一定的差

异，即鲜地黄粉＞鲜地黄饮片＞鲜地黄汁＞鲜地黄

颗粒。中药鲜药的传统加工方法有发汗法、低温阴

干法、润蒸闷法、硫磺熏蒸法、水飞法等，而现代

加工方法则包括微波干燥法、红外辐射加热干燥法、

冷冻干燥法、喷雾干燥法、高温湿热蒸气法等，可

保留鲜药材的有效成分，增加鲜药的临床药用价值，

并且已在食品行业中有了较多的应用。 

3.1.2  贮藏  杨桦等[20]报道应用速冻保鲜技术，对

生姜、地黄保鲜前后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测定和药效

学比较，结果生姜与地黄保鲜贮存期 6～12 个月，

表明速冻保鲜技术可用于根及根茎类中药。同时石

斛在应用速冻保鲜技术后，其保鲜贮存期也可达

6～12 个月。詹晓如等[21]报道，芦根应通风晾干，

抽真空密封，置于冷藏室内，如短期保存，将鲜芦

根放置阴凉通风处，堆放厚度大约 25 cm，上面盖

上防潮麻袋，一般可以保存 15 d 左右。传统与现代

保鲜贮藏方法比较见表 1。 

表 1  传统与现代保鲜贮藏方法 
Table 1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reservation storage methods 

保鲜贮藏方法 特点 

自然贮藏法 方便简单，但只适用于含水分较多、肉质肥厚的根及根茎类药材 

砂藏法 处理较为繁琐，只适用于根茎类药材 

砂植法 方法较为复杂繁琐，周期长，只适用于茎叶入药的药材 

冰箱贮藏法 现贮现用，不浪费鲜药，可以分门别类 

塑料薄膜保鲜法 方法比较简单，适合短期贮藏保鲜 

传统保鲜贮藏方法 

移栽法 只适用于全草类及小块根茎类药材 

限气贮藏 保鲜效果好 

气调贮藏 无毒安全，容易操作 

辐照贮藏 减少植物中的营养物质消耗 

真空冷冻干燥 基本保留了药材的外观形态和气味，有效成分不会流失 

冷冻贮藏 方便，基本保留了原药材的气味和成分 

密封冷藏 保鲜时间长 

生物保鲜 无味、无毒、安全、可降解 

现代保鲜贮藏方法 

基因工程技术保鲜 延长果实的保鲜期 
 
3.2  鲜药的有效成分分析 
3.2.1  挥发油类  林茂等[22]采用 GC-MS 研究了生

姜和干姜精油成分，共鉴定出 60 种化合物，其中有

2 种在干姜精油中特有，有 12 种是在生姜精油中特

有。韩淑萍等[16]对佩兰的挥发性成分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鲜佩兰经加工后其主要成分冰片烯由原

来的 63.65%减少到 0.13%，鲜佩兰挥发油总量高于

其干药材近 2 倍。 
3.2.2  黄酮类  王宝华等[23]对鲜泡桐花与干泡桐

花化学成分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鲜泡桐花

中总黄酮的量较高，经阴干后总黄酮的量损失了

64.6%，鲜泡桐花与阴干后干泡桐花中熊果酸的量

变化不大，但鲜泡桐花经水提取的干浸膏中熊果酸

的量损失了 98.1%，说明以鲜泡桐花直接入药较好。 
3.2.3  萜类和皂苷类  据文献报道，地黄在干燥等

处理过程中某些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脱去糖基而发

生一系列的化学变化，即鲜品在处理过程中环烯醚

萜苷类有不同程度的降解，降解程度与糖的数目有

关，三糖苷几乎不降解，二糖苷降解 2/3，而单糖

苷如梓醇等则几乎全部降解[24]。马妮等[25]对鲜三七

与干三七的皂苷量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鲜三七皂

苷量比干三七要高，而且 3 个单体皂苷降低程度依

次为人参皂苷 Rg1＞R2＞Rb1。 
3.2.4  酚酸类  孟江等[26]发现冻干鲜鱼腥草酚类

成分的量高于干药材，鲜品中有 6 种酚类成分的量

高于干品，且基本是干品的 4～6 倍。Troncoso 等[27]

采用改进的 HPLC 法对鲜迷迭香中具有抗氧化活性

的酚类成分迷迭香酸和鼠尾草酸进行测定，结果显

示鲜品中酚类成分量要高于干品 2%～8%，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一种多波长可见紫外光谱校正曲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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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定量抗氧化活性物质。 
3.2.5  糖类和氨基酸类  糖类具有抗肿瘤等多种药

理作用，据历代本草和医书记载，在止血、清热生

津等功效上鲜地黄胜于干地黄。李计萍等[28]发现鲜

地黄中还原糖和多糖的量比干地黄高出 33%～

50%。吴锦忠等[29]进行了鲜人参、红参的氨基酸成

分比较研究，发现人参加工后氨基酸量明显减少。 
3.2.6  其他类  Hossain 等[30]分析唇形科植物鲜

品与干品的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新鲜的薄荷

属植物表现出最强的抗氧化作用，其中柠檬香脂

和类胡萝卜素的量比干品高，说明化合物干燥时

活性成分的量会有很大的损失。Capecka 等[31]比

较了 3 种唇形科植物鲜、干药材的抗氧化活性成

分，发现维生素 C 和类胡萝卜素在 3 种鲜药中的

量明显高于干品，尤其是维生素 C 的量，鲜药比

干品高 90%以上。 
3.3  鲜药的药理活性研究 
3.3.1  降血糖  Gu 等[32]研究了新鲜和干燥马齿苋

的降糖和抗氧化活性，通过对胰岛素抵抗 HepG2
细胞和链脲霉素诱导 C57BL/6J 糖尿病小鼠实验发

现，新鲜的马齿苋汁能显著增加细胞外葡萄糖在胰

岛素抵抗 HepG2 细胞中的消耗（P＜0.05），并且鲜

药的提取物表现出更强的降糖活性（P＜0.05）；同

时 UPLC/Q-TOF-MS 分析表明，多酚和生物碱类在

新鲜马齿苋的相对量均较干马齿苋更加丰富。 
3.3.2  抗氧化  Henning 等[33]对罗勒、辣椒、芫荽、

莳萝、大蒜、生姜、芸香草、牛至、荷兰芹 9 种常

用鲜药和 1 种意大利混合草药进行了抗氧化活性研

究，测定了鲜药与其加工处理后的干品中酚类化合

物的量，其中鲜牛至和干牛至均显示了最高的抗氧

化活性；除了干大蒜和鲜芸香草，所有鲜、干草药

都具有抗氧化活性；大蒜、辣椒、莳萝、牛至、荷

兰芹干品比鲜品的抗氧化活性有所降低，其中抗氧

化活性强弱和酚类化合物的量相关。 
3.3.3  抗炎  洪佳璇等[34]对鲜鱼腥草挥发油对慢

性肺损伤大鼠趋化因子受体 CCR2 表达的影响和鲜

鱼腥草油对哮喘豚鼠气道收缩和炎症反应的影响进

行了系统研究，均表明鲜鱼腥草具有良好的疗效。

Lee 等[35]研究了由芍药、肉桂、酸枣仁、鲜姜、甘

草组成的汤剂（GJT）对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

导的大肠炎的抑制作用，结果显示，GJT 具有显著

的抗炎作用和抑制心肌收缩作用；GJT 和 5 种草药

中的主要活性成分（芍药苷、肉桂醛、酸枣仁皂苷

A、酸枣仁苷元、甘草酸二铵）均能显著抑制中性

粒细胞趋化性。 
3.3.4  抗肿瘤  动物药蟾酥中含有的蟾毒类成分多

存在于加工前的分泌物中，陈小义等[36]研究发现蟾

皮中的主要成分蟾毒灵（bufalin）对人胃癌细胞系

MGC-803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是致使

细胞核染色质凝缩、碎裂，DNA 损伤，胞浆 RNA
量下降，导致细胞死亡。 

诸多研究表明新鲜药材较之其干品具有较强的

药理活性，这也为鲜药的进一步开发研究与临床使

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3.4  鲜药制剂的研究 
3.4.1  鲜益母草胶囊  鲜益母草胶囊是浙江省中药

研究所通过大量对鲜品、干品的药理药效比较研究，

借助现代科技进行工艺革新后研制出来的 “鲜草入

药”的中药新药。鲜益母草胶囊与原益母草胶囊、

益母草流浸膏、益母草膏比较具有指标成分量高、

药理作用强、临床疗效好的优点，并且制剂工艺更

先进、服用量较少、外形美观、便于携带。 
3.4.2  金龙胶囊  临床试验及实践表明，金龙胶囊

（以鲜守宫、鲜金钱白花蛇等为原料）对多种血瘀郁

结型的恶性肿瘤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37]，并且贯

穿在肿瘤治疗的各个阶段，如提高免疫功能、配合

介入及放化疗、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 
3.4.3  金水鲜胶囊  金水鲜胶囊由鲜守宫、鲜活蛤

蚧、鲜金钱白花蛇、鲜西洋参、冬虫夏草 5 味中药

组成，益气养阴，补肺益肾[38]。这种现代鲜药制剂

表现出对肿瘤的良好治疗作用。金水鲜胶囊有效成

分主要是小分子肽类物质，其相对分子质量小、易

于人体吸收[39]。其中，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矿

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提供人们充足和必要的营养，

核苷酸及小肽、蛋白、活性酶有助于改善机体的物

质代谢和能量代谢，加速受损组织的修复和促使病

态细胞恢复正常生理功能。 
3.4.4  国外制剂研究  国外对鲜药研究也十分重

视，并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发了一系列疗效较好的鲜

药制品。1985 年德国低古萨有限公司向中国申请了

用鲜春菊提取有效成分的专利[9]。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法国、美国、日本等就有不少关于鲜药制剂

的专利[40]，并且开发出了很多制剂，如法国的 SIPF
制剂，德国的 Immunopret Echinacea制剂、Espa-Imun
滴剂、Phytodolor N 制剂、香天葵汁，日本的妥胃-U
片以及 Resplant 榨汁剂、Aescorin N 软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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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鲜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客观上看，首先，部分中药鲜药的药效优于或

有别于其干品，必然有其物质基础，但是对中药有效

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大多是用干药材进行的，无法

阐明鲜药的物质基础；其次，药材在干制过程中，对

其化学成分的变化以及成分的变化过程研究较少，不

能完整地解释该变化对药性、药效活性的影响；再之，

目前缺乏鲜药的各项标准规范，较少有公司生产并供

应新鲜药材。此外，中药鲜药难以贮藏，目前多数中

药房大都无此贮藏保管的条件。 
从主观上看，各大中医药教材对鲜药的传授极

少，导致中医药专业人士缺乏对鲜药的认识与了解，

也不能掌握鲜药的使用。在临床上，医生也很少运

用鲜药，所以鲜药材缺乏市场，也是药材公司不供

应鲜药的原因。 
5  结语与展望 

中药药效作用是多种成分作用于多个靶点所起

的综合效应，对于干品、鲜品在疗效上确有差异的

中药，只有从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上对其进行研究，

找出鲜药具有独特疗效的物质基础以及使之保持稳

定的方法，才能科学地使用鲜药，保证其使用的可

靠性。 
重视和支持中药鲜药的研究、开发、推广和应

用：第一，建立中药鲜药生产基地；第二，建立产

地加工、保鲜、供销一体的鲜药生产体系，不断推

进鲜药产地加工与炮制[41]一体化的研究与发展；第

三，制定鲜药质量标准，建立重金属农残快速检测

方法；第四，挖掘温病学中的名医验方，开发适于

临床的鲜药制剂，使用现代工艺生产鲜药制剂；第

五，广泛宣传鲜药知识，推广认识、了解和使用鲜

中药。 
开展现代鲜药多层次、多维度的探索研究，从

古籍文献查阅鲜药治疗验案和临床实践应用，到鲜

药有效成分及鲜药药理作用研究，到现代鲜药制剂

研究。开发中药鲜药新资源、新产品，不断满足中

医临床防病、治病的需要。另外新鲜中药保鲜技术

方法的研究也需不断创新，除了一些传统保鲜技术

方法之外，应开发出适应不同产品类型、规模的现

代鲜药保鲜技术与方法。 
鲜药的临床应用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经验。鲜药保持了药物的天然活性，具有

活性成分量丰富、质量好、疗效快的特点，一些对

温病具有特效的鲜药实为历代中医药学家临床用药

的经验结晶，应该认真地继承并加以挖掘、发扬。

作为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鲜药在基础理

论和应用上的现代研究必将推动鲜药的产业化有

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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