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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的现状浅析

邹节明，王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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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的中药用药习惯由传统汤剂向现代中成药转变，以及中药由行业垄断环境进入与西药激烈竞争

的市场环境，中药炮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药炮制在规范工艺、提高饮片的安全性、改善贮藏环境以及加强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均有大量的工作值得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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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是一门传统的制药技术。从古人将天然药物洗

除泥沙，发展到40多种炮制方法和系统的炮制理论，集结了

数代医药学家的聪明智慧。从《黄帝内经》到《雷公炮炙论》，

再到《本草纲目》，中华民族在中医药领域取得的成就一直位

居世界医药先进水平之列，中药炮制技术也就成为体现该历

史时期中药制药技术先进性的代名词。宋代沈括在《苏沈良

方》一书中记载了用皂角自小便中提炼秋石的方法，被认为

是我国提炼激素的开始。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五倍

子”项下介绍的没食子酸的制法，比瑞典药学家舍勒制备没

食子酸的工作早2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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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品种和技术在清代以来得到了扩大应用，尤其建国

以后，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对文献和炮制经验进行整

理，出现了一系列专著，使中药炮制理论和方法趋于统一和

完善。并且，国家还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了中医药院

校，《中药炮制学》被列为中药专业的专业课，培养了一大批

人才，建立诸多研究机构，在一些药材的炮制原理和工艺改

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尽管如此，如今，相对于现代制药

技术，甚至中药制药技术，不得不承认，祖国医药传承下来的

瑰宝——中药炮制技术已落后于时代。本文就中药炮制技术

落后的原因作一简单探讨。

1中药炮制的现状

i．i 国家资助方面：国家“七五”和“八五”期间资助过一系

列炮制研究课题，但“九五”期间，据悉，中药炮制的研究项目

没有获得国家资助。

1．2人才方面：目前，中青年炮制工作者流失严重，中药专

业的学生对炮制学缺乏兴趣，炮制专业部分研究生导师的生

源不太理想，全国现有从事炮制研究的专家屈指可数。

1．3饮片生产企业的现状：解放以来建立了1 500余家饮

片厂，“七五”期间，国家曾对其中的44家中药饮片厂重点投

资进行了技术改造。但目前只剩下700余家，其中只有24家

通过了GMP认证，能够赢利的较少，多数仍然是作坊式生

产，仍难摆脱被迫“关、停、并、转”的命运。

1．4炮制技术水平现状：中药前处理(炮制)因沿用了挑选、

蒸、炒、炙、煅等传统工艺，受设备、制备工艺水平落后等客观

条件的制约，与现代药品GMP要求差距较大，成为通过药

品GMP认证的一大难点[1]。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2年颁布的“关于《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

明”中提到：“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实行注册管理，是从源头保

证药品质量的关键。就目前而言，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生产批

准文号申请人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目前的状况还不能保证

生产经营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质量的同一性。”中药炮制已成

为中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容易被人忽视但却难以逾越的坎。

2中药炮制技术的发展屏障

2．1 用药习惯的变化：中药虽然有“丸、散、膏、丹、酒、露、

胶、茶”等传统剂型，但汤剂历代都是主流剂型。中药炮制技

术主要是针对中药汤剂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2000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药典)的凡例中，依然规定：“药

材的用法，除另有规定外，均指水煎内服。”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服用中药的方式和习惯发生了很

大的改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调查发现，20世纪50

年代，中药汤剂的使用量约占70％，中成药约占30％。进入

20世纪90年代，中成药占了绝大部分份额，而汤剂的使用

量只占15％左右。从目前来看，60岁以上的老人，大都有过

在家煎中药服用的经历，但对年轻的夫妇来说，在其新房备

一个煎药锅已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药汤剂所占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中药汤剂的萎缩，导致了针对汤剂的饮片产量出现大幅

度滑坡。另外，由于炮制设备简单，加工标准缺乏，许多中药

制药企业和医疗单位自创饮片加工条件，使得饮片加工规模

小而分散，饮片生产逐渐变得无利可图，切断了中药炮制技

术研究的源动力。

2．2中药汤剂的用药特点：中药汤剂的安全和有效，在某种

程度上取决于患者如何使用。在临床中，中医通过望、闻、问、

切，辩证施治，拟定处方，虽然完成了理法方药完整统一的疾

病诊疗全过程，但常常是由患者携处方到药店购买饮片，然

后带回家煎煮。在缺乏药学知识的情况下，患者或其家人凭

经验或他人口授的知识，自行控制加水量、煎者时间、先下后

下、包煎烊化等，对质量有重要影响的煎药条件，即使是高明

中医的处方，其疗效也存在很大的变数。另外，患者在服用药

物的时候，中医常常不能在现场监护。中药饮片是中医药专

业人员控制中药安全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对于炮制

技术的改变，中医药人士慎之又慎，结果是，炮制方法的稍微

改动都非常不容易。

比如人参是否去芦的问题，历代医药学家多认为“芦”为

非药用部位，应该去掉。药典1963--1990年版对生晒参、生

晒山参、红参均有“去芦”的规定。但现代对此争论很多，在大

量化学、药理和临床研究的基础上，药典自1995年版取消了

“去芦”的规定，人参是否“去芦”的争论才告一段落。然而，药

典对2000年版新增的西洋参仍要求“去芦”，尽管西洋参和

人参都是贵重药材，其芦头中的皂苷、氨基酸含量均比主根

高[“。

2．3 中医药的文化环境：中药炮制是一个相当封闭的领域，

新的研究成果难以被吸收和应用，已有的技术成就不能向外

推广。我国科研人员在“七五”和“八五”期间对何首乌、草乌

等数10种饮片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揭示了一些药物炮制的

原理，改进了部分炮制工艺，制订了合理的质量标准，其中大

黄、半夏、棕榈、斑蝥、马钱子、芫花等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自1981年至1998年，有61项炮制研究获得国家或省部

级成果奖励o]，但这些成果的应用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

汤剂的衰退最为关键，新技术和新标准的应用是需要成本

的，但针对汤剂的饮片市场萎缩了，企业对新成果的应用也

就淡化了激情。

药典自1963年版收载了炮制方面的内容，到现在已有

6个版本，收载的药材数量有增有减，但历史上没有炮炙品

的新增药材，没有一种在陆续新版的药典中采用中药炮炙方

法进行加工。而常用的中药材的炮炙品种，总数一直有减少

的趋势，如1963年版药典收载的山楂炭、熟地黄炭、杜仲炭、

丹皮炭、银花炭、栀子炭、丝瓜络炭等7种炭药，在随后的药

典版本中再没有被收载过。尽管药典已将炮制通则由1963

年版的“中药材炮炙通则”改为1977年版的“中草药炮制通

则”再改为现在的“药材炮制通则”，但是，中药炮制的核心内

容——炮炙方法的应用范围并没有拓宽。

2．4药材炮制通则的利弊：自1963年版开始，药典的附录

中均列有“制剂通则”和“炮制通则”。从本质上说，药材炮制

和制剂都是生产概念，只是前者的产品是饮片，后者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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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中成药。但是，“制剂通则”规定的内容主要是质量标

准，是指导原则；而“炮制通则”规定的内容主要是药材的炮

制工艺，是较具体的过程。

现代的药材炮制基本沿用明、清时期的理论和方法，由

于遵循不同，经验不同，各地方法不甚统一。药典制定炮制通

则，对提高饮片的质量无疑有重要的作用，但不同的药材品

种，从中医药的观点看，其性味、归经和功能主治是不尽相同

的；从现代的观点看，其化学成分和性状不可能一致。因而，

炮制通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蜜百部在药典中要求“照

蜜炙法炒至不粘手”，药材炮制通则只有先蜜拌再文火炒的

方法，而百部质地致密，蜂蜜不易渗入，如先文火炒再拌蜜而

后干燥，效果可能更好。

虽然，根据每味药材的特性研究适宜的炮制方法，在生

产成本和质量保证方面会更有优势，但这一任务相当艰巨，

药材炮制通则的基本内容将在长时间内恐怕难以改变。

2．5炮制在降毒的成效方面仍需努力：增效、降毒和改变药

性是中药炮制的三大目的，其中，改变药性的机制仍在探索

之中；在增效方面，无论是方法的有效性还是质量控制手段，

中药炮制与现代制药技术均存在一定的差距。自古至今，中

药炮制在降低药物毒性方面一直在不断改进，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在检索1978—2004年《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后发现，有关“乌头”中毒的报道依然呈上升的趋势(表1)。

表1不同时期乌头中毒的报道

Table 1 Reports on toxicosis of aconitum

in different periods

乌头中毒报道的文献增多，虽然与检测和临床观察水平

提高、传媒日益发达和人们对生命更加珍重有关，但如此多

的中毒事件也与炮制降毒存在漏洞有关。比如药典虽然规定

川I乌和草乌“一般炮制后用”，且规定了炮制品中“生物碱≥

0．2％”、“酯型生物碱≤0．15 o．4”的限度，但由于药材取样的

代表性问题，使含量限度规定的操作性并不强。另外，附子尚

没有含量测定要求，其用量范围为3～15 g，上限是下限的5

倍，给其临床安全性带来很大的隐患。

2．6炮制理论与应用脱节：中医药理论认为，生地黄性寒，

以清热凉血、养阴生精为主，经蒸制后，其性由寒转温，其味

由苦转甜，其功用由清转补，以滋阴补血、益精填髓为主。经

酒炙后，主补阴血，且可借酒力行散，行药势，通血脉，更有利

于补血，并使之补而不腻。药典1963年、1985年和1990年版

将“酒熟地黄”和“蒸熟地黄”分别列在地黄的炮制项中，但在

“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和“用法与用量”中，二者又统

一为“熟地黄”；1977年版将二者合称为熟地黄，列有酒炖法

和蒸法2种制法，1995年和2000年版将“熟地黄”单列，规

定酒炖法或蒸法均可，“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和“用法

与用量”均一样。如果某位中医熟知“酒熟地黄”和“蒸熟地

黄”在临床应用上的区别，通过辨证施治，给某一患者的组方

采用“酒熟地黄”，但是，该患者在药店却只能买到“熟地黄”，

那么，中医的治法、治则就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目前，同一

药材对应的多种炮炙品，用同一名称的例子不少，比如附子、

地黄等，这些用不同炮炙方法所得的炮炙品，传统的炮制理

论认为是有区别的，但在临床应用中，区别究竟在何处?值得

认真研究。

2．7 中药炮制的模糊术语较多：《本草蒙筌》中记载：“凡药

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这

一论述在中药炮制界被奉为至高准则。遗憾的是，“适中”的

标准究竟如何，难以明确。比如，药材炮炙是以“火”为基础

的。以方法学分析，影响炮炙品质量的因素有：药材的批量、

药材的粒径、药材的水分、加热时间、加热温度、辅料用量等。

数十年来，在药材规格和辅料用量方面，药典作了一些新的

规定。但恰恰在最为关键的温度因素上，药材炮炙很难突破，

“文火”、“中火”、“武火”一直沿用至今。药典在“炒”项中，明

确规定要“掌握加热温度，炒制时间及程度要求。”如果不引

进能控温的炒药机或烘箱，这一规定就难以执行。

2．8 中药炮制的贮藏研究薄弱：饮片的贮藏条件是对饮片

的质量有重要影响，但常常又为人所忽视的因素。比如，2000

年药典将炙甘草、炙红芪和炙黄芪等3种蜜炙品单列，体现

了对三者特性的重视，但在他们“贮藏”项下的规定分别为

“同甘草”、“同红芪”、“同黄芪”，这3种未蜜炙的药材的贮藏

条件为：置通风干燥处(防潮)，防蛀。由于蜜有较强的引湿

性，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下，蜜炙品表面会发黏，也容易染

菌。因此，应在炙甘草、炙红芪和炙黄芪的“贮藏”项中增加

“密封”的规定。邱美祖对81家单位的20种饮片进行调查后

发现，合格率为2％～94％[4]，这与饮片的储藏条件有很大

的关系。

3结语

在中药炮制悠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中医药在中国的医

疗领域始终处于绝对的市场垄断地位。但在现代，尽管中医

药仍然在中华民族的医药保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中

药现代化的呼声和思路不断涌现，但是中药的市场份额被西

药不断压缩却是难以回避的事实，在竞争中，西药逐渐处于

强势和主导的地位。

不仅如此，中药炮制品之间竞争也在加剧。随着物流的

发达，人才的流动，药材种植水平的提高，化学、药理、临床和

植物分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于具体的症状，可供人们选用

的炮制品越来越多，药店也不允许不赢利的炮制品占据药柜

有限的空间，许多炮制品因此被淘汰。

在科学和技术日新月异的的时代，中药炮制技术并不能

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当代科技的成就，这其中有资金和技术方

面的原因，也可能与中药炮制没有充分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创

新有关。当前，人们的用药习惯发生了巨变，中药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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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也随之改变，中药炮制如果不随势而变，恐怕将来会更

加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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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褐孔菌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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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桦褐孔菌是一种具有很高药用价值、应用前景广泛的药用真菌。尤其对各种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艾滋病

有很好的疗效，引起各国科研工作者的关注。桦褐孔菌生长环境特殊，自然资源十分有限，人工栽培困难，应加大对

桦褐孔菌的研究力度。综述了桦褐孑L菌的分类地位、生物学特性、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民间利用情况，并展望了桦

褐孑L菌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以期更加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桦褐孔菌资源，满足人们对桦褐孔菌的需求。

关键词：桦褐孔菌；生物学特性；药用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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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Inonotus obliquus

LIANG Qing—le，WANG Qiu-ying，FAN Jin—yan，XUE Mei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ijing 100094，China)

Key words：Inonotus obliquus(Fr．)Pilat；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medicinal fungi

桦褐孔菌Inonotus obliquus(Fr．)Pilat在俄罗斯、波兰、

芬兰等地是一种应用很广泛的药用真菌，在俄罗斯通常被称

为chaga。1955年，chaga被俄罗斯医学研究院用来治疗肿

瘤，特别是胃部和肺部的肿瘤[1]。16世纪至今，东欧一些国

家的民间就用这种菌的菌核来防治癌症。西伯利亚的khanty

人用这种菌来预防和治疗心脏病、肝病、胃病和食道病等。近

期研究结果表明，桦褐孑L菌能抑制艾滋病病毒(HIV一1)[z]、

抗辐射，并通过抑制蛋白质生物合成、抗有丝分裂及消除自

由基活性等作用机制来抑制或延缓肿瘤细胞的生长和防治

O一157大肠杆菌中毒。据报道俄罗斯的komsomlski制药公

司生产的桦褐孔菌精粉对糖尿病的治愈率达93％。现将桦

褐孔菌的研究概况综述如下。

1．桦褐孔菌的分类地位

桦褐孔菌属担子菌亚门、层菌纲、非褐菌目、锈革孔菌

科、褐卧孑L菌属，学名Phaeoporus obliquus(pers：Fr．)J．

Schroet．，在外文资料中，其学名常以Inonotus obliquus或

Fuscoporia obliqua出现。其俗名有black birch tuchwood、

malalon mushroom等。

2桦褐孔菌的形态特征及分布

桦褐孔菌是一种寄生在落时树上的菌，主要寄生于白桦

树银桦、赤杨等的树干或树皮下，形成不育的木腐菌。子实体

呈现瘤状，直径可达20 em，黑色，深裂，表面不规则，像砖

块；菌肉红褐色，木栓质；菌管3～10 mm，质脆，常前端开裂，

菌孔6～8个／mm2，圆形，浅白色，后变暗褐色；孢子阔椭圆

状至卵状，光滑，9～10肛mX 5．5～6．5／tm，有刚毛[13；菌丝为

二系菌丝系统，具有生殖菌丝和骨架菌丝。气生菌丝多为骨

架菌丝，黄褐色，宽2．o～5．5弘m，具有刚毛状菌丝和稀少刚

毛；基内菌丝多为生殖菌丝，淡黄褐色，宽1．5～7．0肛m，有

隔，无锁状联合[3]。

该菌主要分布在北纬45。～50。地区的北美，芬兰，波兰，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Olynets、Baltics，中国的黑龙江和吉林，

日本的北海道和Hokkaidoc“。

3桦褐孔菌的生物学特性

3．1菌丝人工培养的特征：据韩国国立农业学院张弦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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