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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中草药与纺织品的结合

赵家祥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300160)

　　随着加入 W TO,中医中药要走向世界 ,必须加快其现

代化发展。 我国也是一个纺织大国 ,纺织工业是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 ,纺织品出口数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当前 ,纺织品

现代化发展正在指向功能纺织品 ,卫生服饰、保健服饰应运

而生 ,一些产品已经直接兼具了药物的功能。 本文主要综述

中草药和纺织品相结合的技术动态和开发现状 ,向中医中药

和纺织品行业传递信息 ,以期开拓思路 ,探索中草药纺织品

的发展新路。

1　把中草药袋缝缀在服装上

　　把芳香开窍的药物装入香囊 ,佩带于身上 ,是一种祛病

强身的方法 ,古书中早有记载 ,民间也广泛传用。其近代发展

演变成一系列中草药袋保健用品 ,以“ 505”神功元气袋为代

表 ,像安眠药枕、保健围巾、前列康衣、药物护膜、护心香佩、

药疗耳罩等 [1]已走进了千家万户 ,这是中草药与纺织品最早

的结合。这类用品的袋内药物凭借中医秘方配置而成。迎合

了人们不打针、不吃药、治疗方便、无副作用的心理 ,曾经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 按现代医学分析 ,这主要是通过呼吸和透

皮吸收吸入药效成分 ,起到治疗的作用。 但是 ,其制作简单 ,

技术落后 ,多是用棉布或是无纺布包裹中草药 ,谈不上中草

药与纺织品实质上的结合 ,加上个别宣传夸大了其使用效

果 ,因而留给人们以落后简陋的感觉。不过 ,这种形式也不断

改变 ,日益提高 ,具体技术是把中草药制成粉剂粘附在双层

织物的夹层中 [2, 3 ] ,或者把含药的敷料缝制在服装的特定位

置上 [4]。

2　用中草药液浸煮织物和制品

　　这种方法是用水煮或溶剂溶出中草药的有效成分 ,用这

种药液浸泡织物 ,使其附着在纱线的纤维之间。 浸煮需要反

复操作 ,使其冷热变化 ,增加药效成分的附着量。这种方法可

以简单地实现中药与纺织品的结合 ,用其制成内衣 ,不仅有

中药气味环绕人体 ,而且可以溶入汗液 ,透入皮下。如气管炎

药疗背心 [5]、神功药枕枕巾 [6 ]等 ,都是采用配好的中草药液 ,

浸煮棉布背心和枕巾 ,使药效成分附着其上 ,用于慢性病的

治疗 ,洗涤后可以再用药液浸煮。又如头发再生帽 [7] ,是用中

草药的乙醇浸出液涂于帽衬 ,产生药物蒸气 ,可以促进头皮

血液循环。还有新生儿保健服 [8] ,采用红花、蒲公英、地丁、苦

参、板蓝根等制成药液 ,喷洒在纯棉婴儿服上 ,可以防止感

染 ,保护皮肤 ,保持卫生。

日本也采用浸煮的方法制取保健织物 ,稻叶久一郎 [9]以

芦荟、大蒜、茭白、木贼、马尾藻等中药为原料 ,在热水中浸

煮 ,制取浓缩药液 ,将袜子、内衣或布料浸入其中 ,反复加热 ,

使药效成分充分固着。所用材料 ,棉毛丝麻皆可 ,也可以使用

合成纤维或混纺织物。 穿着这样的衣物可促进新陈代谢 ,能

防止皮肤老化和治疗老年皮肤疾患。这一专利还加入了刺激

剂和促效剂。 为促进纤维材料对药效成分的吸附 ,依材料不

同 ,可以分别使用鞣质、硫酸钠、碳酸钠等助剂。 用浸煮的方

法实现中草药与纺织品的结合 ,其主要缺点是缺乏耐洗涤

性 ,有待于技术进步使其得到改善。

3　用中草药液进行染色

　　纺织品染色始自天然染料 ,许多植物染料含有药效 ,用

其染色也同样能保持这些草药的疗效。 当今 ,尽管化学染色

技术已高度发达 ,但崇尚天然染料、回归自然的心理 ,使植物

染色的价值仍然很高。 我国古代已有使用植物染色的技术。

近年来 ,日本的“草木染”迎合环保意识 ,颇有发展之势。这些

植物染料在显示出丰富色相的同时 ,也有良好的药效作用。

日本东京都纤维工业实验厂曾做过一次植物染色布的抗菌

医疗性验证 [10] ,其结果示于表 1。

　　这一研究说明 ,许多染色植物具有不同程度的抗菌性。

紫草和当归是制作中药紫草膏的主要成分 ,两者共用 ,取其

萃取物进行染色 ,可以得到能治疗皮肤疾患 、有美容效果、还

有自然独特色泽的染色制品 ,不仅抗菌消淡 ,还有很高的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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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线遮蔽率、制成内衣和衬衣的疗效已得到确认 [11 ]。药草染

色不仅具有染色的装饰功能 ,还有医疗效果 ,也不会造成环

境的污染 ,这种产品对于现代人而言 ,具有不可抵御的魅力。

下一步的工作是研究药效成分的提取和染着的过程 ,或许这

种方法可以创造出中草药和纺织品结合的奇迹。

4　开发中草药后整理织物

表 1　棉布草木染的药性研究

Table 1　 Properties of cotton cloth dyed with medicinal herbs

草药 药　　　性　　 染色过程　　 抗菌性 色牢度 /级

蓝 外用治毒虫叮咬 ,内用清热解毒 发酵制成染浴 ,一次浸 10 min,染 10次 一般 4～ 5

郁金 作为止血剂用于尿血、胆囊炎等疾患 85℃染 40 min,染 2次 ,并用明矾水作后媒染处理 一般 3

黄柏 健胃止泻 用蒸馏水煮沸 ,染 2次 ,并用明矾水作后媒染处理 强 1

石榴 杀虫、治痢疾和出血 同上 强 3～ 4

红花 治妇科病和皮肤病 在 30℃染液中浸 40 min ,染 2次 弱 1

杨梅 杀虫 ,解毒 染色方法同郁金 一般 2～ 3

紫草 治烧伤、痔疮以及皮肤病 用甲醇萃取 ,用蒸馏水调配染液 ,染色方法同郁金 弱 2～ 3

　　后整理是纺织品加工的重要技术 ,是把功能整理剂通过

喷淋、浸轧、涂层等方法附着在织物上。借助这一技术寻求中

草药与纺织品的结合 ,已经做出了很多尝试。 以萃取中草药

的药效成分为基础 ,加入粘合剂、柔软剂、吸附剂、成膜剂等 ,

则可以制成含中草药整理剂。 从目前开发现状看 ,中草药后

整理的方法有粘合剂法、溶胶法、微胶囊法、环糊精法、微粉

吸附法等 ,特别是采用了芳香后整理的技术 ,使此技术有了

很好的基础。

我国开发的中草药后整理织物具有许多品种 ,正在走向

实用化。 比如药物树脂布衬 [12] ,是用酒泡中草药制取药液 ,

加入磁石粉末和粘合剂 ,均匀地涂在织物上 ,再附一层布压

平。 这种织物裁剪后用作在衣服衬里 ,能发挥原有中草药的

保健功能。又如治疗神经衰弱布料 [13] ,是将中药朱砂、磁石、

紫石英、赫石、合欢皮、首鸟藤、珍珠等研为细末 ,加粘合剂涂

在织物上制成衣服 ,有消肿止痛和治疗神经衰弱的作用。

日本人早在 20世纪 70年代 ,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

索 ,诸如芳香织物、护肤织物 ,都属于这一类中草药整理织

物。比如 ,芦荟织物、艾蒿织物、罗汉柏织物 ,用做床上用品和

睡衣 ,有抗菌、防虫、镇静、止痒的作用 ;辣椒织物、薄荷织物 ,

用做内衣、衬衣 ,分别具有温感和凉感 ;甘草护肤织物 ,临床

证明 ,有明显的止痒抗炎效果 ;灵芝织物 、蘑菇织物、茜草织

物 ,有保温抗炎、抗过敏和促进脂肪分解的功效。日本钟纺公

司开发的“花之精”芳香织物最负盛名 [14]。 它采用具有香气

的天然中草药为原料 ,取其精油 ,制成 10～ 30μm的微胶囊 ,

加入到整理剂中 ,可在后整理过程中浸入纤维内部 ,从而使

织物缓释香气 ,可耐 3～ 5次家庭洗涤和干洗。这类产品已有

15种类型 ,其中薄荷、柠檬、丁香、茉莉等香味有醒脑提神的

作用 ,檀香木、熏衣草有镇静安神的作用 ;豆蔻、桂皮、葱、姜

气味可刺激食欲 ;樟脑、佛手气味可治偏头痛 ;麝香、土香根

气有催淫效果。这类产品以芳香为特色 ,侧重于气味疗法 ,开

拓了一条中草药与纺织品相结合的技术途径。

5　把中草药有效成分加入到纤维内部

　　在 20世纪 ,随着纤维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粘胶纤维和各

种合成纤维 ,迄今这一技术已从模仿天然纤维发展到赶上并

超越天然纤维的地步。这也为把中草药有效成分纺入纤维提

供了技术手段和方法 ,这种方法主要包括 3个方面: 其一是

开发共混纤维。这是把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均匀地混入纺丝液

中纺出纤维。纤维基材多为涤纶或尼龙。共混时需要添加增

粘剂 ,也需要添加分散剂。所纺纤维能发散中药香气 ,也比较

持久 ,但有一缺点 ,因为熔融纺丝时温度超过 200℃ ,作为中

药有效成分的芳香物质如果沸点较低 ,则会在纺丝时挥发一

空。其二是开发芯鞘纤维。这种纤维分芯层和鞘层 ,鞘层为一

般化纤材料 ,芯部分是熔点特别低的聚合物 ,作为药效成分

的芳香物质容易加入其中。日本帝人公司的产品“森林浴”纤

维就是采用了这种芯鞘结构 [14] ,香味沿纤维纵向由端面逸

出 ,因而留香长久 ,其柏木香气可保持 8个月 ,森林浴效果可

以持续 3年以上。反复洗涤 5次 ,仍能保持 80%的香气。这

类芯鞘纤维有很多改进的形式 ,如日本可乐丽公司的芳香纤

维“托普莱托” ,就是把芯部也制成中空型 ,有利于香味的释

放 ,使药气香浓。前述两种类型多考虑气味疗法 ,透皮吸收的

作用很弱。因此出现第 3种类型 ,即改性浸药型 [1 ]。这是选用

吸油型聚合物 (如乙烯 - 醋酸乙烯共聚物 )和涤纶或尼龙纺

成共混纤维 ,然后浸入油溶性的药液之中 ,在加压或常压下

保持一定时间 ,可使吸油聚合物吸足药剂。 这种方法不仅可

以浸入扁柏、薄荷等中药单剂药液 ,也可以浸入复方药液 ,还

可以浸入用于抗炎镇痛、抗溃疡、供给激素、促进血液循环和

扩张冠状动脉的西药。所纺纤维用于制作贴身内衣、袜子、短

裤、紧身衣等 ,不仅气味可人 ,还构成一个经皮缓释用药系

统。还有一种中空充药型纤维 ,即纺出中空纤维 ,采用充填法

把中药液或中药粉充填到纤维的中空部位。由于药物的缓释

作用 ,故其纺织品有较长的药效。 日本帝三制药公司曾经研

究这种产品 ,并获得了成功。

6　结语

　　寻求中草药与纺织品的结合不是一种幻想。它不仅是一

种社会消费的需求 ,也是中医药和纺织品行业发展的需要。

这已从国内外大量开发实践和发展动向上看到了辉煌的前

景。 药物呼吸疗法和透皮吸收技术正在发展 ,不谋而合地将

为中草药纺织品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使用技术。 当前 ,它

正在从简单走向完善 ,从幼稚走向成熟 ,国内外大量的专利

申请显示了这种活跃的发展势态。特别是日本 ,它一方面开发

汉方制剂深化中医药学的研究 ,一方面从功能纺织品入手 ,着

眼于芳香、护肤、抗菌、舒适和医疗保健 ,促进着中草药和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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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结合 ,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发挥我国的优势 ,寻求我国

的发展。 这是中医药和纺织品两个行业携手合作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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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鞭的生药学研究进展

胡雅妮 ,李　峰 ,康廷国

 

(辽宁中医学院 中药系 ,辽宁 沈阳　 110032)

　　鹿鞭 ( Testis et Penis Cerv i)系鹿科动物梅花鹿 Cervus

nippon Temminck、马鹿 C. elaphus L.或其他鹿的干燥带睾

丸的阴茎。其味甘 、咸 ,性温 ,具有补肾、壮阳、益精的功能 ,临

床可用于治疗劳损、腰膝酸痛、肾虚耳聋、耳鸣、阳痿、宫冷不

孕等症。 自古以来以其组方甚多 ,如温肭脐丸、温肭脐散、金

锁丹、鹿肾粥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中成药及滋补系列中的三鞭

丸、三肾丸等。因其用药历史悠久 ,疗效确切 ,货源稀少 ,价格

昂贵 ,为常用珍贵中药之一 ,故在商品市场上各种充伪品屡

见不鲜 ,但对鹿鞭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就鹿鞭的本草

考证、基源与加工、成分以及生药鉴定方面的研究进展综述

如下。

1　本草考证、基源与加工

1. 1　本草考证: 鹿鞭又名鹿肾、鹿茎筋、阴茎、鹿冲和鹿冲

肾。 经本草学考证认为 ,其首载于《备急千金要方》 ,称“鹿茎

筋” ,指鹿的阴茎。“鹿鞭”一词首见于《医林纂要探源》。而“鹿

肾”始载于《名医别录》 ,系指鹿的肾脏。至于何时将睾丸归鹿

鞭药用部位 ,尚不清楚。

1. 2　基源: 鹿鞭的来源除梅花鹿、马鹿外 ,尚有个别地区应

用白臀鹿 C. macneilli Lydekker、白唇鹿 C. albirostris Pr ze-

wa lski、水鹿 C . unicolir Ker r等的阴茎和睾丸作鹿鞭入

药 [1]。 究竟哪种鹿鞭药效更好 ,到目前尚无科学结论。 据统

计 ,全世界有 48种鹿类动物 ,生活在中国的就有 20种 ,占世

界种数的 41. 7%。现国家已把黑麂、白唇鹿、野生梅花鹿、坡

鹿、豚鹿、麋鹿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野生马鹿 、驼鹿、水鹿列为

二级保护动物。 目前已较大规模驯养的仅有梅花鹿和马鹿 ;

白唇鹿、水鹿、坡鹿只是少量饲养 ;另一些种类正在积极开展

饲养和驯化。

1. 3　加工: 鹿鞭一般在秋冬季 ( 10～ 12月 )割取加工 ,其炮

制方法各省不一 ,但多用烫法 ,即将鹿鞭洗净 ,切段 ( 15～ 20

cm ) ,置炒热的滑石粉锅内烫至深黄色鼓起时取出 ,筛去滑

石粉 ,晾凉 [1, 2] ;或将鹿鞭洗净 ,去皮、毛和脂膜 ,切片后干燥 ,

用油砂炒至发泡 ,取出 ,筛去油砂 ;亦可将净药材置已预热至

195℃～ 210℃的烘箱内 ,迅速烘烤 ,使其达到“深黄色并鼓

起”的标准。另有将其在 200℃左右的干燥箱内烘烤 15～ 20

min的方法 ,药材制品纯净 ,受热均匀 ,色泽一致且无糊化现

象 ,从而可保证药品质量。

2　化学成分

　　对鹿鞭中化学成分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 ,大多为鹿鞭与

其他鞭类药材所含成分的分析比较方面的研究。 迄今 ,从鹿

鞭中可检出的成分主要有 5类。

2. 1　脂肪酸类: 用气相色谱法从梅花鹿鞭的醚溶性物质中

测得 9种脂肪酸 ,分别为: 月桂酸、豆蔻酸、棕榈酸、棕榈油

酸、硬酯酸、油酸、亚油酸、亚麻酸、花生酸 ,同时发现其中棕

榈酸和油酸含量较高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30. 35% ,且月

桂酸含量比鹿茸多。

2. 2　氨基酸类: 从鹿鞭中检出的氨基酸类成分约有 20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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