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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鲜药应用是中医用药的特色及特殊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鲜药具有活性成分丰富、质量好、疗效快等特点。介绍

了常用鲜药、鲜药的保鲜新技术及加工方法，中药鲜干品的比较研究及临床应用，为鲜药的应用和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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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ssage introduced the un-dried crude drugs for clinical use, processing methods, and new technology, and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fresh medicine and dried medicine, then finally summarize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which has some 
significance in un-dried crude drugs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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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人类医药的起源，可以肯定人类最早用于

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药物是自然界生长着的鲜活

植物，就是人们所说的“鲜药”。鲜药一般是指未经

任何可能导致药材成分改变或损失的处理的“原生

药材”，即在药材采收后即行使用的中药原料，在国

内外均有悠久的应用历史[1]。鲜药具有活性成分丰

富、质量好、疗效快等特点。 
鲜药应用是中医用药的特色及特殊形式，其特

点有：寒凉性药鲜品较干品偏凉偏润；辛香气药鲜

品较干品味厚力峻；鲜药药汁润燥力强于干品，药

汁起效快。鲜药主要用于外感风寒、瘟病及伤食、

咳血、吐血诸血证、急性菌痢腹泻、肺炎、肺痈、

肺结核、慢性气管炎、百日咳、白喉、腮腺炎、乳

腺炎、扁桃体炎、伤科、外科病症的治疗，还可用

于恶性肿瘤及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危重病的急救及解

毒等[2]。我国有着长期临床应用鲜品中药的经验和

丰富的鲜药资源，在 2 000 多种常用中草药中有 486
种（占 22.7%）在传统用法中是以鲜用为主的，它

们分属 118 科，326 属[3]。《神农本草经》有“地黄

生者尤良，此生者实为鲜品”；《伤寒论》的生姜泻

心汤用生姜；《金匮要略》百合地黄汤用生地黄汁；

《肘后方》用鲜青蒿治疗疟疾，生天冬治疗肺萎咳嗽，

生葛根治疗心中苦烦，生小蓟治心烦吐血，生香薷

治舌上生血；《本草逢原》用鲜蒲公英捣汁与酒兑服

治疗乳痛，新加香薷饮用鲜扁豆花，五汁饮用梨汁、

荸荠汁、鲜芦根汁、麦冬汁、藕汁，清络饮用鲜荷

叶、鲜银花、西瓜翠衣、麦冬汁、丝瓜络、鲜竹叶

心等。 
1  常用鲜药 

地黄、生姜、石斛、荷叶、藕、藕节、莲子、

艾叶、侧柏叶、扁豆花、葛根、大蓟、小蓟、百部、

白薇、枇杷叶、沙参、麦冬、天冬、藿香、佩兰、

白茅根、山药、葱白、马齿苋、瓜蒌、金银花、蒲

公英、薄荷、石菖蒲、芦根、何首乌、淡竹叶、竹

茹、地骨皮、香薷、西瓜翠衣、浮萍、佛手、莱菔、

紫花地丁、天葵子、鹅不食草、辣蓼、芦荟、仙人

掌、车前草、半枝莲、七叶一枝花、猕猴桃根、野

菊花、木贼、紫苏、鱼腥草、千里光、半夏、鬼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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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和金樱子等。 
明代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中就有 1 100 多

条应用鲜药的附方，从古代大量本草及方书文献中

可以发现，历代医家对鲜药有别于干药的特殊作用

都有着中肯的认识，对鲜药的临床应用有着宝贵和

丰富的经验，如三鲜汤（鲜石斛、鲜地黄、鲜沙参

或鲜大青叶、鲜薄荷、鲜青蒿）和四生丸（生荷叶、

生艾叶、生柏叶、生地黄）等。《全国中草药资源汇

编》收载中草药 2 万余种，其中大量品种可供鲜用。

由此可见，在我国中医药学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

新鲜中草药的使用始终贯穿其中[4]。 
2  鲜药保鲜新技术与加工方法 

传统的鲜药保鲜方法有自然贮藏法、沙藏法、

沙植法、冰箱贮藏法、塑料薄膜保鲜法、移栽法等。

利用农业及食品加工业保鲜的方法，目前已经成功

开发了限气贮藏、气调贮藏、辐照贮藏、冷冻干燥、

冷冻或冷藏、密封冷藏、真空包装、用保鲜剂保鲜

等不同贮藏方法[5]。如人参、生姜、地黄、石斛的

速冻保鲜；鲜三七的冷冻真空保鲜；鲜茅根、鲜芦

根的真空低温保鲜等保鲜贮藏方法[6]。充氮贮藏、

低温贮藏、低温脱水干贮都是鲜药保鲜贮藏研究的

新方向[7]。 
2.1  传统加工方法 
2.1.1  发汗法  鲜药材采收后应趁鲜刮去外层的栓

皮，再将其进行干燥，得到如丹皮、椿根皮、黄柏

等。有些树皮类药材采后应先用沸水略烫后，加码

叠放，使其“发汗”，待内皮层变为紫褐色时，再蒸

软刮去树皮，然后切成丝片或卷成筒，再进行干燥，

如肉桂、厚朴、杜仲等[8]。 
2.1.2  低温阴干处理法  为了保持花类药材颜色鲜

艳，花朵完整，采后应放置在通风处摊开阴干，或

在低温下迅速烘干，以避免有效成分的散失，保持

浓郁的香气，如红花、芫花、金银花、玫瑰花、月

季花等[9]。 
2.1.3  润、蒸、焖法  润、蒸、焖是常用的鲜中药

加工方法[10]。如黄精，经淋水、蒸、熄火，焖一夜，

取出切片，80 ℃干燥 10 h 即得。 
2.1.4  水飞处理  有研究报道，夏、秋采收青黛茎

叶，置缸内，用清水浸 2～3 昼夜，至叶烂枝脱时捞

出枝条，加入石灰充分搅拌，至浸液呈紫红色时，

捞取液面泡沫，晒干，即得青黛粉[11]。 
2.2  中药鲜药的现代加工方法 
2.2.1  微波干燥  微波干燥具有干燥速度快、干燥

时间短、产品质量高、反应灵敏、易控制、热能利

用率高、节省能源、没有公害、设备占地小等优点。

目前国内使用微波干燥的鲜药材主要有百合、天麻、

菊花等[12]。 
2.2.2  红外干燥法  红外干燥具有干燥速率快、热

效率较高、成品质量好的特点。 
2.2.3  红外辐射加热干燥法  红外辐射可把热量

通过辐射直接传给物料，不需要中间介质，热损失

小。红外辐射加热符合环保的要求，对被加热物没

有污染。 
2.2.4  冷冻干燥法  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法加工天

麻，以化学成分和外观指标考核，真空冷冻干燥法

加工天麻的优越性高于传统的水煮烘干法[13]。 
2.2.5  喷雾干燥法  对于中药制药行业，喷雾干燥

技术的应用简化并缩短了中药提取液到制剂半成品

的工艺和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3  干鲜药的比较研究 

每一味中药是一个由多成分组成的复合体，其

药效作用是多种成分作用于一个或多个作用靶点所

起的综合效应。鲜药有别于干药的特殊药效成分是

它能够对某些疾病产生特殊而有显著疗效的原因。

长期以来，国内对中药材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

究大多是用干药材进行的，为了解所得的结果是否

适用于鲜药，还必须将干、鲜药的活性成分进行比

较，找出鲜药具有独特疗效的物质基础（活性成分）

以及使之保持稳定的方法，筛选出分离纯化该成分

的方法，并研究该成分在干燥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原

因和机制，如酶解、氧化、生物转化、挥发散失或

者因其他原因的流失等，以便科学有效地使用鲜药。

现代各种分析方法都能应用到鲜药的相关药学   
研究中[14]。 
3.1  干、鲜药成分的比较研究 

一般鲜药在干制过程中，化学成分的种类和量

会发生明显变化[14-15]。实验表明，许多药材在干制

过程中其有效成分（尤其是挥发性成分和易氧化或

易分解的成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干姜和鲜姜

比较，干姜总挥发油的量低于生姜，生姜中有 2 个

成分在干姜中未检出；干、生姜的醇提物、水提物

的 TLC 比较，二者都有不同的斑点[16]。边宝林等[17]

采用 HPLC 法对地黄鲜品及其在不同干燥条件下的

样品中的麦角甾苷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鲜地黄

中麦角甾苷的量在 0.1%以上；而干燥后的生地黄中

其量明显降低。王宏洁等[18]报道了地黄经干燥、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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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后经 HPLC 测定，梓醇的量与鲜品比较明显降低。 
3.2  干、鲜药药理活性的比较研究  

目前国内中药鲜药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公

开报道的材料数量不多，尤其对鲜、干品所作的化

学成分和药效活性对比研究及鲜药制剂商品化的报

道极为少见。梁爱华等[19]比较了鲜地黄与干地黄的

部分药理作用，发现在止血和免疫作用方面，差异

比较明显。王金华等[20]通过动物实验研究了生姜与

干姜在药效上的差异。生姜水煎剂可明显抑制鸽子

的呕吐次数，减少呕吐只数，对致热大鼠有显著的

解热作用，并可显著降低家兔眼睑结膜的刺激作用。

干姜水煎剂在相同剂量下则作用较弱。研究还表明，

鲜动物药中活性物质、微量元素、氨基酸的量，均

明显高于干品，具有抗癌、扶正、解毒作用[21]。高进

等[22-23]通过实验证实以守宫、蕲蛇等鲜动物药组方

的鲜药制剂对小鼠宫颈癌（U14）高转移肿瘤模型

的抑瘤率和抑制转移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肺腺

癌的转移亦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据上述报道可以发

现鲜药与干药有不同的药理活性，对疾病的治疗有

重要影响。 
4  鲜药的临床应用 

于兆安[24]通过应用鲜鬼针草治疗高血压左心

室肥厚（LVH）患者 102 例，临床观察结果表明，

鲜鬼针草降压效果良好，并能显著改善心功能，逆

转 LVH，临床疗效显著。 
邵全满[25]使用生香附对尿路结石患者进行治

疗，肯定了其临床疗效。患者服药期间无不良反应，

仅有个别患者有怠倦乏力感，同时服用补中益气类

方剂 2～3 剂即能解除，不影响继续治疗。据临床试

用，香附确有排石功效，这可能与香附调理和舒畅

气机、松弛或解除输尿管平滑肌痉挛和降低输尿管

紧张有关。 
“鲜垂莲饮”中垂盆草味甘性凉，消热解毒，利

尿平肝；半枝莲微苦辛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

采摘鲜品，药汁充足，煎煮使有效成分易于溶出。

与干品相比，其抗乙肝病毒的作用更强。乙肝治疗

中 HbsAg 转阴是棘手问题。王庆云等[26]曾用干扰素

治疗 5 例乙肝患者，无 1 例转阴，而用本方法治疗

转阴率达 29%。 
耳道给药乃通过足阳明、手阳明、足少阳等经

脉之传导，继穴位吸收，并使药效放大。通过经络

传导区域导向性使药物在患处得以超能量发挥。这

种给药途径的药效作用，超过消化道给药途径和病

变部位直接给药途径，是中药鲜药十分独特的给药

途径，有利于运用中药鲜药进行内病外治的不断探

索，具有进一步深层研究、开发的意义[27]。据《中

药大辞典》、《本草纲目》记载：鲜大麦根性微寒，

味甘，具有消积化滞、宽胸下气、平补肝肾之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大麦根富有磷酸脂酶等成分，

能降低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维持血

脂代谢平衡，阻止类脂质在血脉中滞留及组织沉积，

可减少肠道对 TG 的吸收，增加类固醇的排泄。以

大麦根为主治疗高血脂症的疗效与降脂平相似，应

用中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且廉价、简便、易于

接受[28]。急性结膜炎是细菌或病毒经媒介传播所

致，传染性很强，夏秋季较多。中医认为眼病与肺、

肝相关，多为风热之邪上乘，肺肝两经火盛所致。

治宜祛风清热，解毒明目。薄荷辛、凉，入肺、肝

二经，具有疏风清热明目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

薄荷外用，能使黏膜血管收缩，感觉神经麻痹而产

生清凉、消炎、止痛、止痒作用。张秀芳等[29]通过

病例验证，采用鲜薄荷治疗急性流行性结膜炎，治

疗 1～3 d 治愈率 92.4%。夏季是该病流行季节，此

时药源丰富，方法简便，对病人无痛苦，无不良反

应，易使患者接受，便于推广。 
5  讨论 

鲜药的范围很广，除了传统的中药鲜药外，一

些中药的非药用部位（如金银花的茎叶、丝瓜的皮

和青衣）也可作为鲜药应用。现有的很多干燥方法

虽可使鲜药得到干燥，但会导致其丢失一部分药性，

如果不干燥，鲜药又无法长期保存或灵活应用。怎

样能使鲜药随意应用，既具有鲜药的基本特征，又

能长期保存药性特点，这是中药鲜药研究的重点。

现代加工技术，如喷雾干燥、微波干燥、红外干燥、

红外辐射加热干燥、冷冻干燥等，为鲜中药的加工

提供了可量化的新方法，可提高鲜药材的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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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代加工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哪

些鲜中药材适合何种干燥方法，采取何种鲜药的加

工技术参数可得到理想的结果，均需开展相应的对

比研究，才能使现代技术在鲜中药的加工中得以广

泛应用。 
6  展望 

我国存在丰富的鲜药资源，大量的古籍记载，

丰富的临床使用经验和多种多样的科学研究方法，

这些都为鲜药的研发提供了方便，并且鲜药治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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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疾病有着干药无法比拟的显著功效，这是其旺盛

生命力的基础；与此同时随着鲜药保鲜技术、鲜药

制剂新剂型以及新工艺研究的普及和推广，中药鲜

药必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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