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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付生黄芪;在《黑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却规定 ,

炙黄芪付蜜黄芪 , 生黄芪付生黄芪 , 诸如此类造成全国用药

混乱的现象不为少数。作为政府部门 , 应组织全国的药品生

产企业 、科研院所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 对全国的药材名进行

统一规范 , 并以出版物的形式出版发行 , 在整个药品行业强

制执行 , 杜绝一药多名 、异药同名等带来管理上的难题。

4　有关中药材市场管理及采购环节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药材的研究开发 、生产

加工 、购销市场也十分活跃 , 基本保障了中药生产与使用。

但由于中药材品种基源复杂和生产加工规范性差 , 一些经营

者的经营道德观念及业务素质较差 , 加之部门管理部门对药

材质量认识不够或管理不得力等诸多因素 , 暴露出的问题也

十分明显 , 特别是在中药材市场上 ,问题就更加突出。诸如

个别非法经营的市场有令不止 , 造成合法药市与非法药市并

存;有些市场管理呈现多头伸手 ,支持配合不够 , 致使管理混

乱;个别地区过分重视经济效益 ,地方保护 , 监督管理不利等

情况还时有发生。基于以上出现的问题 , 提出以下建议:(1)

坚决取缔非法药市。非法药市的存在 , 严重威胁着合法中药

材市场的存在与健康发展 , 搞乱了经济秩序 , 也是伪劣中药

材的主要滋生地。(2)加强药市管理。对中药材市场管理所

涉及的有关部门 , 应加强协作 ,密切配合 , 齐抓共管。对经营

者应加强药政法规宣传 ,加强培训 , 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念和

法治观念。(3)加强中药材市场检查与抽验。对常出现质量

问题的中药材 , 增强市场监督监管力度。加大对伪劣药材的

处理力度 , 对发现的伪劣中药材品种及时进行行全国通报 ,

以杜绝伪劣药材的流通。

5　结语

企业应当承担中药材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重任 ,加大

资金 、技术的投入 ,广泛利用社会与人力资源。各级政府应

采取“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政策 , 一方面在中药材的

种植 、加工炮制及其质量控制标准方面整合各高校 、科研院

所 、药品检验机构及药品生产企业的科研实力 , 对药材的不

同种植条件 、不同炮制规范 、药效及临床应用进行系统研究。

首先 , 回顾性调查研究收集药材的种植 、炮制及其临床应用

情况。其次 ,结合经典的中医中药理论 , 建立现代医学意义

上的实验模型 ,对药材的疗效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价。第三 ,

通过对每一药材的化学成分调研 、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 建立

科学 、准确的质量控制体系 ,如 DNA 图谱 、薄层色谱指纹图

谱 、液相色谱指纹图谱-气相色谱指纹图谱 、气-质指纹图谱 、

液-质指纹图谱等。最后 , 将调查研究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和

实验数据资料进行筛选 、甄别与认定 , 通过进行系统 Meta分

析 ,总结分析药材的有效性 、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物质基础

及其质量控制手段 ,并把分析得出的结果进行多因素统计学

处理 ,根据分析的结果与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 ,建立回归方

程 ,通过数理分析 , 研究药材的有效性及其不良反应和其种

植条件 、加工炮制的因果关系 , 探讨各个因素对结果作用的

大小和方向 , 分析不良反应的发生原因及作用机制[ 10 , 11] 。

从而优选每一药材最合理的种植条件 、加工炮制方法以及最

能够科学体现该药材质量的质量控制方法。另一方面在地

区习惯用药 、中药材市场管理及采购等环节加大引导 、监管

力度 ,建立起一套“产 、学 、研”严密而完整的链条 , 从根本上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有效。

参考文献:

[ 1] 　陈世江 , 金仕勇 , 张　明.浅谈中药材的农药重金属污染与
防治 [ J].世界科学技术, 2002 , 4(4):72-74.

[ 2] 　吴廷俊 , 张克荣 , 李崇福 , 等.木瓜中微量元素的测定 [ J].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 , 1996, 13(4):35.

[ 3] 　赵燕燕 , 孙启时.中药中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研究 [ J].药
学实践杂志 , 2000 , 18(5):272.

[ 4] 　叶国华.中药材重金属污染状况调查研究 [ J].甘肃中医 ,
2008 , 21(2):53-54.

[ 5] 　金泉源 , 于　海 , 黄泰康 , 等.解决中药安全性问题的对策
探讨 [ J].中草药 , 2005 , 36(8):1270-1271.

[ 6] 　杨小欣.浅谈附子的毒性及防犯措施 [ J].辽宁中医学院学
报 , 2003 , 2(5):162.

[ 7] 　梅金喜 , 曾聪彦.对中药安全性问题的探讨 [ J].中国药房 ,
2007 , 18(12):881-884.

[ 8] 　江苏新医学院.中药炮制学(上)[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 1997.

[ 9] 　张吉辉.从乌头类药材中毒谈其炮制和使用 [ J].中药材 ,
1992 , 15(5):27-28.

[ 10] 　邢小燕 , 马永刚 , 孙玉琦 , 等.循证药学在中药安全性和有
效性评价中的作用 [ J].中草药 , 2006 , 37(8):1269-1271.

[ 11] 　陈　钧 , 蒋学华.临床药学实践中的循证药学 [ J].中国药
房 , 2001 , 12(2):75-77.

对加强《中国药典》药材与饮片用法原理研究的思考

白晓菊＊

(国家药典委员会 ,北京　100061)

　　《中国药典》 2005 年版(以下简称药典)凡例中指出 , 药

材“除另有规定外 ,用法系指水煎内服” [ 1] 。因此 , 用法实际

上主要是指汤剂的煎煮方法。而从广义上讲 , 汤剂的煎煮法

包括煎药用具 、煎药用水 、煎药火候和煎煮方法 4 个方面。

在煎煮方法中 ,某些药物因其质地不同 , 煎法也就比较特殊 ,

临床开处方需加以注明 , 归纳起来包括有先煎 、后煎 、包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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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煎 、溶化 、泡服 、冲服 、煎汤代水等。药典用法项下标注的

实际上是饮片特殊煎煮法。因此 , 本文在综述药典中药材与

饮片用法有关化学原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 并对如何加强药

典中药材与饮片用法原理的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1　《中国药典》药材与饮片用法的研究概况

1.1　对先煎药物的研究:药典一部用法用量项下标注先煎

的药物可分为 3 类。矿物 、介壳 、角甲类:石膏 、牡蛎 、磁石 、

赭石 、石决明 、自然铜 、蛤壳 、鳖甲 、龟甲 、瓦楞子 、紫石英 、珍

珠母 、水牛角;有毒类:制川乌 、制草乌;植物类:石斛。其中 ,

已有对石膏煅磁石 、代赭石 、蛤壳 、龟板 、珍珠母 、乌头类药

物 、石斛先煎原理进行探讨的研究报道。 对于角甲类药材 ,

文献上多要求先煎。

1.1.1　石膏:用扫描电镜和能量色散 X射线分析法对单味

和白虎汤中石膏煎煮前后的晶形结构及其 Ca/S 值的变化进

行了研究 , 认为 Ca2+主要溶解于头煎液中 , SO 4
2-主要存在

于二煎液中 , 为保证药效的充分发挥 ,最佳给药方法应是将

头煎 、二煎液混合后分次服用 , 否则会影响疗效[ 2] 。而亦有

研究表明石膏粉碎度以 60 目以上为佳 , 可不必先煎 , 40 目

以下粗粉仍需先煎[ 3] 。

1.1.2　煅磁石:药典规定磁石应煅后 , 醋淬 ,研为粗粉入药 ,

每剂 9 ～ 30 g , 入药时要求先煎。而用邻菲罗林比色法测定

了此药在各煎液中总铁和亚铁的量 , 认为煅磁石入药时不必

先煎 , 但炮制时应粉碎到一定程度[4] 。

1.1.3　代赭石:采用正交试验法和原子吸收光谱法对代赭

石入复方汤剂先煎问题进行探讨 , 均认为代赭石入汤剂无先

煎的必要(以 30 min 为宜),宜捣成细粉与群药共煎[ 5 , 6] 。

1.1.4　蛤壳:采用正交试验法以 Ca2+煎出量为指标 , 对煅

蛤壳的煎提条件进行实验研究。结果发现煎煮时间对其影

响不大 , 说明先煎没必要 ,而煎煮次数以第 3 次为最佳 ,粉碎

度以 40 目为宜[ 7] 。

1.1.5　龟板:采用正交试验法 , 以煎出物为指标 ,对砂烫醋

淬龟板入汤剂的煎提条件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砂烫醋

淬龟板入汤剂以 20～ 60 目粗粉 、先煎 1 h 最佳[8] 。

1.1.6　珍珠母:以珍珠母粉不同粉碎度(20 、40 、60、80、100

目)观察不同煎煮时间对 CaCO 3 煎出率的影响 , 结果煎煮 60

与 40 min 时CaCO3 的煎出率差别不显著。所以对珍珠母煎

煮最佳时间应为 40 min[ 9] 。

1.1.7　乌头类药物:因含有乌头碱有毒成分 , 久煎可使乌头

碱分解为乌头次碱 , 进而分解为乌头原碱 , 其毒性只是原来

的 1/2 000[ 10] 。

1.1.8　石斛:石斛中的有效成分为内酯类生物碱 , 内酯类生

物碱经过先煎或久煎发生水解 , 水解产物才具有药效。若石

斛入汤剂与其他药一起煎煮 , 对石斛势必造成尚未煎透 , 而

其他药已煎煮过时 , 还可增加某些无效成分的溶出 , 从而使

临床疗效降低 , 因此石斛应先煎 1 ～ 2 h 后 ,再与其他药一起

煎煮[ 11 , 12] 。

1.2　对后下药物的研究:药典一部用法用量项下标注后下

的药物可分为 2 类。气味芳香类:豆蔻 、沉香 、砂仁 、薄荷 、鱼

腥草等;不宜久煎类:徐长卿 、钩藤 、苦杏仁 、番泻叶 、大黄 、青

蒿等。其中 ,已有对豆蔻 、沉香 、砂仁 、鱼腥草 、钩藤 、苦杏仁 、

番泻叶 、大黄后下原理进行探讨的研究报道。

1.2.1　豆蔻:豆蔻的主要有效成分为其挥发性物质 , 经过实

验发现 ,采用常规后下方法将豆蔻入煎 , 无论煎沸时间长短 ,

煎煮完毕立即连罐冷水浴放置 15 min 后 , 再滤过取汁的方

法 ,则煎液中挥发油的量最高 , 最佳煎沸时间为 10 min[ 13] 。

1.2.2　沉香:有观点认为 , 沉香的用法不应“后下” , 应为研

末冲服 ,入丸散或磨汁。其原因有三:一为沉香主要含挥发

油和树脂 ,挥发性物质是其主要有效成分 , 它们都难溶于水 ,

而热溶于醇 ,若入煎剂后下 , 有效成分很难溶出 ,发挥不了药

效;二为沉香所含的挥发油入煎剂时会因温度高而随着水蒸

气蒸发 ,造成有效成分的损失;三为沉香多为进口品 , 药源少

而价格高 ,入煎剂用量大 , 而造成药材的浪费 ,同时也加重了

病人的经济负担[ 14] 。

1.2.3　砂仁:砂仁在沸水中最佳时间为 15 min 左右 , 时间

过短 ,挥发油不能充分煎出;长于 15 min 则溶液中挥发性成

分减少 ,故砂仁宜后下 , 以煎煮 15 min 为宜[ 13] 。

1.2.4　鱼腥草:其有效成分为鱼腥草素和挥发油(甲基正壬

酮 、辛酸 、癸酸 、月桂醛 、月桂烯), 久煎会破坏鱼腥草素 , 使挥

发油挥发 ,有效成分损失 , 故入煎剂宜后下[15] 。

1.2.5　钩藤:其降压的有效成分为钩藤碱 ,久煎会使钩藤碱

遭到破坏 ,降压作用减弱 , 以煎 10 ～ 20 min为宜[ 16] 。采用滴

定分析法测定钩藤碱煎出率 , 结果表明钩藤不需浸泡 , 钩藤

入煎剂在第 1 剂煎好前 15 min 投入为宜[ 16] 。

1.2.6　苦杏仁:其有效成分苦杏仁苷遇酶或在酸性条件下

可水解生成苯甲醛 、葡萄糖 、氢氰酸。氢氰酸易挥发 , 煎煮时

挥散 ,所以苦杏仁煎前不宜浸泡 , 需后下或沸水煎煮 , 以防苦

杏仁苷酶解[ 15] 。

1.2.7　番泻叶:番泻叶主要功能为泻下导滞 ,有效成分为结

合性蒽醌苷 ,这些苷类成分热不稳定 , 因此久煎使番泻叶泻

下功能降低 ,故单味沸水泡服好 ,入煎剂宜后下[ 17] 。另有研

究以总番泻苷为指标 , 采用热水泡(80 ℃)和直火煎法 , 分别

在 5、10 、20、25、30 min 测定总番泻苷的浸出率 , 结果热水泡

25 min 浸出量最高 ,直火煎 15 min 最高。 说明番泻叶传统

服用法是有科学依据的[ 18] 。

1.2.8　大黄:大黄泻下的有效成分为蒽醌类衍生物(结合蒽

醌)[ 19] 。大黄在煎煮 15 min后总蒽醌的量接近最大 ,结合蒽

醌占总蒽醌的比率最大 ,结合蒽醌与游离蒽醌质量分数之比

也达到最大 ,可以作为大黄用于泻下时煎煮的最佳时间[ 20] 。

1.3　对另煎药物的研究:药典一部用法用量项下标注另煎

药物有人参 、羚羊角等。人参主要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 , 有

研究表明用紫砂蒸气锅隔水蒸煮 45 min , 人参皂苷的量最

高 ,说明人参亦需要蒸煮较长时间才能使有效成分更多溶

出。由于人参比较贵重 ,一般不与他药合煎[ 21] 。

1.4　对需包煎药物的研究:药典一部用法用量项下标注需

包煎的药物有车前子 、葶苈子 、儿茶 、旋覆花 、蒲黄 、海金沙

等。车前子含大量黏多糖 ,加热易溶于水 , 如不包煎 , 黏多糖



　·附 4·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0 卷第 8 期 2009年 8 月　　　　　　　　

溶出太多 , 会使药液成糊状 ,影响其他药物有效成分溶出 , 且

难以滤过[ 22] 。但也有研究显示 , 车前子包煎会影响有效成

分煎出 , 影响药效 ,浪费药材 , 故临床用药车前子用量可少不

用包煎[ 23] 。儿茶含大量缩合鞣质 , 如不包煎 , 在药液中产生

大量絮状沉淀 , 影响药液滤过 ,吸附其他药物成分[ 22] 。

1.5　对不宜煎煮的药物研究:药典一部用法用量项下标注不

宜入煎剂或多研末服的药物有雷丸 、朱砂 、芒硝 、花蕊石等;标

注宜入丸散剂的有阿魏 、青黛 、安息香、苏合香 、枫香脂 、朱砂、

珍珠 、冰片 、蟾酥 、蛤蚧、硫磺 、雄黄 、斑蝥 、甘遂等。雷丸有效

成分为蛋白酶(雷丸素), 受热(60%左右)后酶的作用易被破

坏失效 ,而在其碱性溶液中作用较强 ,因此 ,不宜入煎剂 , 宜研

末吞服[ 24 , 25] 。朱砂主要成分为 HgS , 不溶于水 , 质重 ,入水沉

底 ,高温加热生成 Hg ,毒性极大 ,不宜入煎剂 , 宜研末充服或

入丸散[ 24] 。芒硝主要是 Na2 SO 4 · 10H2O ,易溶于水 ,加热易

溶化 ,与其他药同煎 ,由于盐析作用会影响其他药煎出 , 故不

必煎煮 ,宜冲入药汁内或开水溶化服即可[ 24] 。

2　对《中国药典》用法原理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加强中药用法相关化学原理的研究工作:从对目前有

关中药用法化学原理研究的概况来看 , 其投入的力量还比较

薄弱 , 研究的水平也较低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从评价指标

来看 , 缺乏针对性。目前研究药物的煎煮方法多是单味药的

煎煮方法 , 而中药成分复杂 , 以单味药所含主要成分的煎出

量为指标来进行评价 , 或以单味中药的结论去推论其在复方

中的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②从研究范围来看 , 缺乏广泛

性。目前此项研究多局限于少数先煎 、后下药物 ,许多特殊

煎煮法的研究报道甚少。而中药各异 , 以少数几味药做试

验 , 就得出矿石类 、贝壳类 、角甲类中药不必先煎 ,或说明所

有含挥发油的药物不必后下的结论都是依据不充分的。 ③

从研究影响的因素来看 ,缺乏系统性 ,缺乏从影响煎煮质量

的因素如浸泡时间 、加水量 、具体煎煮时间及粉碎度等多方

面系统性研究。 ④从研究的结论来看:存在着传统理论与化

学原理研究结论相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 。因此 , 应选择部

分重点品种进行严谨 、深入的化学原理的研究 , 如先煎对矿

石类 、贝壳类 、角甲类 、有毒类药物的影响 , 后下对含挥发油

的影响等 , 从而为传统煎煮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2.2　加强古代 、现代有关中药用法相关文献系统整理:中医

强调正确的服法对中药发挥药效具有重大的作用。徐大椿

云:“方虽中病 , 而服之下不得其法 ,则非特无效 , 而反有害。”

而《伤寒论》对方剂的煎煮方法论述尤为详细。如对于先煎

中药 , 本草十剂有“轻可去实 , 麻黄葛根之属” 。麻黄汤 、麻黄

附子细辛汤中的麻黄 , 葛根汤和葛根芩连汤中的葛根 , 皆注

明先煮。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曰:“葛根汤……先煮麻

黄 、葛根减二升 ,后内诸药 ,则是发营卫之汗为先 ,而固表收

阴袭于后 , 不使热邪传入阳明也。”章楠《医门棒喝· 伤寒论

本旨》则说:“先煎麻 、葛者 , 杀其轻浮升散之性 , 使与诸药融

和 , 以入肌肉营卫而疏通之 ,则邪自可外解矣。岂有一方而

发汗固表互用 , 以自相悖之理?”由此可见 , 古人对中药煎煮

法的论述 , 蕴涵着诸多科学的认识 ,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检

验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文献如《中药学》及有关书籍

收载的常用中药的特殊煎法与药典存在着许多不统一之

处[ 26] 。因此应当对古代 、现代中药用法相关文献进行系统

收集 、整理 、分析与评价 ,为中药用法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3　补充 、完善《中国药典》用法项下内容 ,并加强规范化表

述:通过古代 、现代文献的收集 、整理 、核对 、分析 、确认 、研究

与评价 ,结合现代化学原理的研究结果 ,对药典用法项下内

容进行补充 、完善 , 促进用法规范化表述。如附子与川乌 、草

乌含有相同的毒性 ,附子煎服得法与否 ,是其引起中毒的主

要因素之一。但药典对其用法却未加说明。虽然附子的煎

法目前尚未定论 ,但一致认为应先煎 、久煎至口尝无麻辣感

才同他药合煎。近年来有关附子的不良反应屡有报道 , 其原

因与其用量过大 ,炮制不当 , 煎煮失法或机体对该药敏感性

的差异有关。因此 ,建议附子用法应补充“宜先煎 1 h , 至口

尝无麻辣感为度。”

3　结语

中医认为中药正确的用法对其发挥药效是非常重要的 ,

如果用法不当 ,不但无效 , 反而会有害。中医古籍对方剂的

煎煮方法的描述更为详细。因此应当重视中药用法的研究 ,

在不断探索原理的基础上完善药典的用法项下内容表述 , 并

且规范化 ,充分发挥药典的法律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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