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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多辅料共制的传承挖掘与现代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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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种辅料共制是中药炮制的特色之一，对临床疗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传承不够、创新不足、转化不力，导

致其现代研究进展缓慢。整理了常见药物的传统多辅料炮制，总结了传统多辅料共制的组合规律，根据固-液、固-固、液-液组

合等不同的辅料物态和药性助制、性味-病证与性味-控毒组合等不同的炮制目的，归纳并分析了传统炮制目的为增效、减毒

与矫味和现代研究较多的辅料（蜜酒、酒醋、姜矾与蜜麸）共制原理，以期为中药饮片多辅料共制研究在新时代高质量、高

水平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技术，促进中药炮制的传承、创新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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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processing of multi auxiliary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linical efficacy.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 is 

slow. The traditional multi auxiliary processing of common drugs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combination law of traditional 

multi auxiliary materials are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cessing purposes of auxiliary materials states in solid-liquid, 

solid-solid and liquid-liquid combinations, medicinal properties assisting processing, and nature/flavor-symptom and nature/flavor-

reducing toxicity combinations and the traditional processing aiming to increase efficiency, reduce toxicity and rectify flavor are 

concluded and the co-system of the auxiliary materials, the principle of the co-production of honey wine, wine vinegar, ginger alum 

and honey bran are also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technologies for high-level research of multi auxiliary 

co-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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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辅料应用是制药行业与食品行业的常态。与

单一辅料相比，多种辅料共用可综合不同辅料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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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现“1＋1＞2”的作用。在中药制药行业，绝

大部分中成药包含 2 种以上辅料[1]，如固体制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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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稀释剂或填充剂、润湿剂或黏合剂等，液体

制剂常用的溶剂、增溶剂、防腐剂、矫味剂等。食

品加工通常也会使用 2 种或多种复合调味料，如火

锅底料、蒸肉粉、海鲜粉等[2]。在中药炮制学中，多

辅料共制在传统饮片炮制中也很常见，尤其在川帮

的复制法、樟帮与建昌帮的麸炒法以及部分民族药

的炮制。作为中药炮制的特色之一，多辅料共制不

仅可利用多种辅料的性能组合调整药物性能，增加

药物使用的灵活性与广泛性，增利除弊，还能矫臭

矫味、利于过程控制、便于饮片的贮存和保管，具

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然而，近现代以来，多辅料共

制饮片严重萎缩，《中国药典》2020 年版仅保留了

姜半夏、法半夏、制天南星、麸炒白术等少数品种。

因此，有必要梳理传统炮制中的多辅料共制品种，

归纳总结多辅料共制的组合规律与目的，并对其现

代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中药多辅料共制的传承、

创新与转化提供参考，为临床用药提供更优质饮片。 

1  常见药物多辅料炮制 

多辅料共制在中药饮片的发展历程中普遍存

在，历代本草与炮制专著中记载有许多关于多辅料

共制的方法，部分常见中药的传统多辅料炮制辅料

与方法见表 1。

表 1  常见药物多辅料炮制 

Table 1  Preparation of common drugs with multiple excipients 

药材 辅料 著作中原文 文献 

川乌 酒、童便 慢火上炙热，好酒内蘸如此七次，无令折药力，更用童子小便内蘸七次，掘一坑子，

纳深五寸，先用热火，坑内炙干，去火，坑内酒约半升，天雄在内，用瓷碗盖定，

周围泥干，不教漏气，冷定，取出用之 

 3 

酒、醋 每十两以酒浸七日，掘土坑，用炭半称煅赤，去火，以醋二升沃之，候干，乘热入天

雄在内，小盆合一夜，取出，去脐用之 

 4 

盐、酒 川乌头一两，用青盐酒一盏，浸一宿，去皮尖焙干  5 

盐、生姜 去皮，盐水浸一月，取出切片，又以生姜汁浸一宿，炒干。如急用，只炮去皮尖，不

必浸也 

 3 

天南星 生姜、浆水 切片用浆水姜汁煮略存性  6 

生姜、酒 用酒同生姜自然汁浸四十九日切破焙干  7 

生姜、蜜 大天南星，一两剉成片，用生姜半斤取汁，文火至于，却入蜜半匙，直炒黄色取出  8 

生姜、甘草 炮裂熟片切，以姜汁小半盏同泡了，甘草叁钱剉浸二宿，焙，再焙，姜汁尽为度  8 

白矾、皂荚 白矾、皂荚同煮  9 

蜜、酒 南星三个，每个切作四段，逐个如蜈蚣法制即一蜜炙，一酒浸，一纸裹煨  3 

生姜、朱砂、乳香 南星一个，重半两以上者，研为末，生姜自然汁和成一块，入朱砂一粒豆大，乳香一

粒豆大，和南星用文武火煨令香熟，切作薄片，焙干 

 3 

生姜、川厚朴 天南星一个，割如棋子块，生姜一两切，川厚朴一两判碎，水三升同煮，令南星透，

姜朴去，只用南星，切焙 

 3 

姜汁、皂角、荆芥 南星一两，姜汁浸一夕煮干，皂角水一盏浸一夕煮干，荆芥水一盏浸一夕煮干，再焙  3 

黑豆、青盐 天南星一两半，黑豆二合，青盐半两，水煮透，取出焙称，不用盐豆  3 

姜汁、皂荚 姜汁浸透炮过或白矾、皂荚煮去其毒并晒干用 10 

生姜、白矾 有用生姜汁白矾煮至中心无白点亦好 11 

生姜、羌活 南星用羌活生姜同煮，无白心为度 12 

白术 黄耆、石斛、牡

蛎、麸 

分作四分，一分用黄耆同炒，一分用石斛同炒，一分用牡蛎炒，一分用麸皮炒，右各

微炒黄色，去余药，只用白术研细 

13 

附子、姜、醋 附子各一两，入生姜四两，用醋煮十数沸，焙干 14 

泔、土、蜜 米泔水浸半日，土燕叨片，蜜水拌匀炒令褐色 15 

土、酒 土炒微黄用之，又滋阴药中再用酒拌蒸 16 

紫苏、薄荷、黄

芩、肉桂 

枳术丸用白术须以紫苏、薄荷、黄芩、肉桂汤煮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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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药材 辅料 著作中原文 文献 

半夏 白芥子、醋 若修事半夏四两，用捣了白芥子末二两、头醋六两，二味搅令浊，将半夏投于中，洗

三遍用之 

18 

酒、姜 用酒同生姜自然汁浸四十九日，切破焙干  3 

浆水、粟米 浆水浸一占山汤洗七遍入粟米一合同炒黄去米  7 

浆水、姜、甘

草、桑白皮 

六两去皮脐，浆水五升，生姜半斤切，甘草并桑根白皮各一两判，银石锅内慢火煮

干，再添热浆水二升煮干去余药只闲半夏 

 7 

酒、麸 洒浸三日汤洗麸炒  7 

明矾、生姜 用水浸透，内无白星为度，入明矾生姜水煮透，略干切片 19 

生姜、萝卜 汤洗七遍同生姜杵作饼子。切作四破先以汤洗七遍，却用萝卜切作大片拌匀，用水慢

火煮，直候尝其味不袭人方止，焙干去萝卜不用 

20 

生姜、甘草 汤洗十次，炒沙令热，炮片切，用生姜汁半盏泡了，甘草三钱浸二、三宿焙，再浸再焙  8 

姜、矾、牙皂 姜矾牙皂煎水炒 21 

盐、猪苓 一两，盐水冼十次，每个分作两个，以猪苓去皮二两为粗末，同半夏浸，火炒黄，放

地去火毒一宿，不用猪苓 

 3 

浆水、姜 三钱，姜汁半盏、浆水一升，煮耗半  3 

姜、矾、皂荚 皂荚、白矾、姜汁同煮 22 

矾、皂角、巴豆 六两分作三处，一分矾水浸，一分肥皂角为术水浸，一分用巴豆百粒同水煎。右余药

在下，半夏在—上，浸至十日、半月，时时动水，令二药相透，次相合一处，拣去

巴豆、皂角，慢火煮干，取半夏切碎晒干入 

 5 

姜、竹沥 姜汁竹沥或荆沥和之  4 

米泔水、白矾、

铅、浆水 

用大半夏，汤洗七次，焙干再洗，如此七转，以浓米泔浸一日夜，每一两用白矾一两

半，温水化浸五日，焙干，以铅白霜一钱，温水化，又浸；亡日，以浆水慢火内煮

沸，焙干收之 

 4 

姜、油 姜汁浸香油炒 23 

硝、姜 用滚水入明矾或皮硝同泡，泡之时勿得动，一时汤冷又易滚汤泡之，泡五七次者为

佳，切片，仍以生姜捣汁拌微炒过用 

24 

白矾、牙皂 二两，用白矾五钱、牙皂五钱，同煅一夜，不见白星 25 

生姜、桑叶、盐 用半夏一片斤，生姜片四两，先煮数沸取起，晒干，用桑叶一百片，水十碗，煎汁二

碗，将半夏泡透，又晒干，复用兰盐一两，滚水一碗又泡透切片，用之 

26 

皂荚、矾 汤浸同皂荚白矾煮熟 27 

皂荚、矾、姜、

竹沥 

皂美白矾姜汁竹沥四制 27 

羌活、姜 用羌活、生姜同长十三白心为度 12 

姜、盐 制法系姜汁青盐 28 

地黄 砂仁、酒 酒、砂仁九蒸九曝  4 

砂仁、酒、茯苓 用酒拌炒；蒸熟，用砂仁、茯苓、酒浸后慢火煮干，去砂、茯二味不用 29 

砂仁、茯苓 地黄与茯苓砂仁同煮，去茯，砂不用 30 

砂仁、酒、姜 砂仁酒姜三味拌蒸，九晒收再以瓦焙为末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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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药材 辅料 著作中原文 文献 

何首乌 米泔、麸 米泔浸透去黑皮，麸炒干  7 

米泔、黑豆 用何首乌……竹刀刮孝粗皮，米泔浸一夜切片，用黑豆三斗，每次用三升三合三勺，

以水泡过，砂锅内铺豆一层，首乌—层，重重铺尽蒸之，豆熟取出去豆，将何首乌

晒干，再以豆蒸，如此九蒸九晒乃用 

 4 

姜、甘草 剉，用生姜汁同泡了，甘草……浸两宿，焙，再浸焙  8 

米泔、黑豆、枣 二斤，米泔水浸软，竹刀子刮去皮，切作片子，用瓦甑蒸，先铺黑豆三升，干枣二升

上放何首乌，上更铺枣二升，黑豆三升，用炊单复著上，用盆合定，候豆枣香熟，

取出不用枣豆 

32 

米泔、豆、牛膝 将何首乌先用米泔水浸一日，以竹刀刮去粗皮，切作大片，用黑豆铺甑中一层，却铺

何首乌一层，再铺豆一层，却铺牛膝一层，又豆一层重重相间，面上铺豆盖之，蒸

以豆熟为度取起晒干，次日如前换豆再蒸，如此七次，去豆用 

30 

豆、牛膝 黑豆拌、蒸一次，牛膝拌，蒸一次 25 

豆、牛膝、人乳 乌豆同牛膝蒸制如常法，最后用人乳浸晒三四十次 33 

附子 生姜、米泔 慢火炮制去皮，切作拾片，同生姜米泔淹一宿，去姜，薄片切焙干  8 

童便、甘草 童便浸一日，去皮切作四片，童便及浓甘草汤同煮汁尽为度，烘干 15 

黄连、甘草、童便 湿纸包火炮裂，去皮脐切，有同黄连、甘草、童便煮 34 

防风、盐、黑豆 用防风一两，判如黑豆大，盐四两，黑豆一合炒附子裂，去诸药只用附子去皮脐  3 

姜汁、盐、甘草、

童便 

每一个用甘草二钱，盐水，姜汁、童尿各半盏同煮熟，出火毒一夜用之，则毒去也  4 

甘草、防风、童便 切六片，先用甘草、防风同煮三、四滚，去皮脐甘防，再用童便煮一日晒干，方无毒也 16 

盐、姜 有盐姜汁煮者 34 

甘草、甘遂、酒 切薄片用夏布包定，甘草二两，甘遂二两，二味捶碎，以烧酒二斤共浸半日，文武火

煮，酒干为度 

35 

 

古代文献中传统多辅料炮制常见药物多为有毒

药物如何首乌、川乌、附子、天南星与半夏以及具

有补益作用的地黄、白术等。多辅料共制使用较多

的辅料有酒、醋、姜、甘草、米泔、白矾等，且不

同辅料在炮制过程中多分开加入。 

2  传统多辅料共制的组合规律 

根据辅料物态的不同，多辅料共制组合规律包

括固-液组合、固-固组合、液-液组合等多种形式。

常见的固-液组合包括蜜麸共制、酒盐共制等，常见

的固-固组合包括甘草黑豆共制、巴豆和麦麸同制

等，常见的液-液组合包括酒醋共制、蜜酒共制等。

此外，遵循中药制药“药辅合一”[36]与“药汁制”[37]

理论，还有部分常见的药物组合，也作为多辅料共

制特例，如生姜甘草共制、砂仁陈皮共制等。 

根据炮制目的的不同，多辅料共制组合规律包

括药性助制、性味-病证与性味-控毒组合。传统多辅

料共制主要运用“中药药性相制”理论和“七情和

合”的配伍理论，选择适合的炮制辅料，用以制约

药物的偏性，增强药物疗效，达到临床用药的要求。

古代文献中的大部分多辅料炮制药物都遵循该制药

论原则[38]，药性助制可分为同性辅料组合、异性辅

料组合、单行辅料组合。同性辅料组合是指炮制辅

料性味相同，所起的作用也相似。如《医宗必读》

中酒与砂仁共制地黄，“酒、砂仁砂锅柳甑九蒸九曝

至透熟纯黑”[15]。砂仁和酒性味都是辛热之性，酒

炒制其寒，佐以砂仁沉香纳气归肾，疏地黄之滞[39]。

异性辅料组合指炮制辅料性味不同，炮制过程中的

作用也不相同。《医方集解》中使用童便与酒制香附，

“童便酒炒”[40]。童便性凉，制香附可引药入血并增

强止痛作用，酒性辛温，浸润后炒制可行药势、通

经络而止痛[41]。各辅料针对不同的环节和目的称为

单行辅料组合，《本草述》载：“蒸女贞实，先将上

好老酒浸一宿，次日用黑豆蒸，如此者九，以其性

寒故也”[42]。女贞子酒浸后加黑豆蒸可缓和其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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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认为，女贞子经酒制后可缓和其寒滑之性，加

黑豆蒸可增强补肝肾作用[43]。在简单的药性相制基

础上，进一步考虑机体病证的特殊性进行多辅料共

制的组合为性味-病证组合，《医家四要》中有蜜酒

合制五味子，“蜜酒拌蒸，晒干焙，临用再研碎”[44]。

蜂蜜可增强五味子的润肺止咳作用，酒的加入可制

约蜜五味子易恋邪的缺点。性味-控毒组合指在简单

的药性相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辅料对狭义毒性或

副作用的控制，《普济方》中使用姜汁与牛胆炮制天

南星，“姜汁浸一夕牛胆拌炒”[3]。天南星性温热，

胆汁本身性寒可制约了天南星的温燥之性，姜汁则

可消除天南星对黏膜的刺激性。 

3  传统多辅料共制目的 

3.1  多辅料协同减毒 

对于天南星、半夏与何首乌等有毒中药，多辅

料共制可降低药物毒性，提高临床用药安全性，最

大化地发挥临床治疗效果。《炮炙大法》中使用白矾

与生姜炮制半夏，“用白矾汤入姜汁浸透洗净用无白

星为度造曲法用半夏不拘多少将滚汤泡过宿捣烂每

一斗入生姜一斤同捣之作”[45]。此炮制方法至今仍

应用于半夏解毒。《医学入门》中采用姜矾制天南星，

“或用姜汁、白矾煮至中心无白点亦好”[11]。白矾能

减少天南星刺激性成分草酸钙针晶、凝集素，生姜

对天南星刺激性成分没有破坏作用，但其中的姜辣

素成分可减轻机体的炎症反应[46]。《景岳全书》中

有：“酒浸软，竹刀刮去皮同牛膝蒸”和“将何首乌

先用米泔水浸一日，以竹刀刮去粗皮，切作大片，

用黑豆铺甑中一层，却铺何首乌一层……如此七次，

去豆”[47]。使用牛膝与酒、米泔水与黑豆等辅料炮

制何首乌。牛膝制何首乌增强其补肝肾、强筋骨之

功效，黄酒相助矫味，黑豆入肾经，现代研究表明，

黑豆不仅能增强何首乌滋补肝肾疗效，更能显著降

低其半数致死量（median lethal dose，LD50），炮制

过程中蒽醌类成分、二苯乙烯苷的降低可能是肝毒

性减少的原因[48-51]。 

3.2  多辅料协同增效 

“相资为制”是指用药性相似的辅料或中药来炮

制，以增强药效。《本草纲目》中吴茱萸与土制高良

姜，“……亦有同吴茱萸东壁土拌炒用过者”[4]，吴

茱萸性热，可增强高良姜散寒作用，土炒可增强其

和中安胃、止呕止泻的功效。蜜酒共制豨莶草在《图

经本草》中“……入甄中层层洒酒与蜜蒸之，又曝，

如此九过则已，气味极香美”[52]，《本草正》言：“用

蜜酒层层和洒，九蒸九曝、蜜丸空心酒吞，多寡随

宜，善治中风”[53]。现代研究发现豨莶草蜜酒制品

在抗特异性炎症和抗免疫性炎症方面抑制作用较生

品高，这可能与豨莶草蜜酒制后产生了新的化学成

分 3,4-二羟基苯乙酮、洋川芎内酯 H 与 5′′-甲氧基

表松脂素有关[54-55]。 

3.3  多辅料协同矫味 

动物药常因其具有特殊不良气味而导致患者接

受度低，所以许多中药多辅料共制都带有矫臭、矫

味的作用。《嵩崖尊生全书》中使用花椒与酒共制紫

河车，“一个，洗去紫血，入瓶内，酒一杯花椒一钱，

封口煮，去椒”[56]。紫河车经与花椒和酒同煮后，

除去了其大量的血污和脂肪，矫正了其特异的血腥

气，可提高患者的服药顺应性[57]。蜜麸炒对腥臭类

动物药有矫正不良气味与改善外观颜色的作用，《贵

州中药饮片炮制规范》1975 年版中使用蜜麸炮制僵

蚕矫味赋色，“取僵蚕，拣选干净，加入蜜炙麦麸（每

斤僵蚕约用蜜炙麦麸二两），按麸炒法炮制”[58]。 

4  多辅料共制现代研究 

4.1  多辅料共制的炮制作用与机制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传统多辅料炮制的科学

性逐渐被证明。部分药材的炮制作用与机制见表 2。 

4.2  多辅料共制的原理研究 

4.2.1  蜜酒共制  蜂蜜有滋养、润燥、解毒的特性，

炮制药材时能发挥润肺止咳或纠正药物偏性的作

用，有“蜜炙甘缓而润肺”之说[88]。蜂蜜与其他辅

料共制由古代的 27 种组合发展至今蜜酒共制法使

用较多[89]。药物酒炙后可借酒之辛热之性，缓和药

物的寒性，引药上行，并增强活血通络的作用。蜜

酒共制常用于大黄、甘草、桑白皮等[90]，可改变药

物性质、增加有效成分含量，延长储存期。李燕芳

等[91]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测定生大黄与蜜酒制大黄

番泻苷类、蒽醌类和没食子酸等 17 种成分进行定

量分析。结果显示，有 13 种成分含量发生了变化，

蜜酒炮制大黄后泻下成分番泻苷类与蒽醌类成分的

含量比生大黄低，而具有抗菌、抗肿瘤、抗糖尿病等

药理作用的没食子酸含量明显比生大黄高，原因可

能为大黄中相应的结合蒽醌类和鞣质类成分受热分

解并转化成没食子酸，使没食子酸含量升高（图 1）。

但该研究只将蜜酒制大黄与生大黄的含量进行了对

比，未与蜜、酒单一制大黄的成分比较，还需完善。

文华玲等[92]探索酒蜜炙法对甘草的影响，发现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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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辅料共制中药现代研究 

Table 2  Modern research on proces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multiple excipients 

药材 辅料 炮制作用与机制 文献 

天南星 生姜、白矾、甘草 生姜中的姜辣素可拮抗天南星刺激性、毒性；白矾可通过溶蚀天南星中由无机草

酸钙和有机蛋白类物质组成的毒针晶而解毒；甘草的甘草酸具有吸附作用，水

解后生成葡萄糖醛酸，能与含羟基等有毒物质混合，生成难于吸收的结合型葡

萄糖醛酸而达到解毒目的；小鼠腹膜刺激实验发现姜矾制品组小鼠发生扭体

反应只数和次数均较生品组明显减少 

59-62 

半夏 生姜、白矾；甘草、

石灰 

生姜中姜辣素可拮抗掌叶半夏毒针晶刺激性、毒性，其机制可能是抑制了包括

巨噬细胞激活、炎症因子释放、中性粒细胞迁移聚集的致炎毒性；甘草中的

甘草酸类物质具有抗炎活性，可以减轻半夏毒针晶所致的炎症反应；白矾水

可溶解半夏中的有毒成分草酸钙针晶，破坏针晶的晶形结构，使其刺激性减

弱甚至消失。镇咳作用实验中发现姜矾制半夏与生半夏均可以显著延长氨水

引咳小鼠的潜伏期和减少咳嗽次数，但姜矾制半夏镇咳作用更优；协同戊巴

比妥钠作用实验发现生半夏和甘草石灰共制法半夏水提物对小鼠有一定的镇

静催眠作用，但法半夏的作用效果强于生半夏 

63-67 

何首乌 黑豆汁、酒；黑豆汁、

生姜汁；黑豆汁、米

泔水；黑豆汁、甘草

汁；黑豆汁、熟地汁 

复合辅料制备的制何首乌中游离蒽醌含量：黑豆汁生姜汁何首乌＞黑豆汁米泔

水制何首乌≈黑豆汁甘草汁制何首乌＞黑豆汁熟地汁制何首乌＞黑豆汁制何

首乌（对照） 

68-70 

延胡索 米汤、白帆、醋 借助米汤中的淀粉和白帆的涩性来增加延胡索的涩性，使切出的饮片薄而不破

碎，切面光亮；醋与延胡索生物碱结合成盐，增加水溶性而提高疗效；醋制

也可引药入肝而增效 

71-72 

香附 盐、酒、醋、生姜 小鼠热板镇痛实验中痛阈值的作用强弱依次为四制香附＞醋香附＞生香＞酒香附 73-75 

女贞子 酒醋、酒盐、酒醋盐 白酒醋拌蒸后有利于齐墩果酸的提取；醋制能促使一部分齐墩果酸及其异构物

转化为齐墩果酸，减少酒炙品的灰白色粉样物质；盐制可能有助于潜在功能

成分的转化，红景天苷的峰强度均增强 

76-77 

小茴香 盐、酒、醋、童便 四制小茴香可降低血瘀模型大鼠的血液全血黏度和血浆度；小茴香四制后挥发

油含量降低，可缓和药物刺激性 

78-79 

益母草 姜、酒、醋、童便；

姜、酒、醋、盐 

姜酒醋童便制益母草中盐酸益母草碱的含量比姜制、酒制、盐制及姜酒醋盐制

益母草高 

80 

三棱 蜜、醋、麸 三棱采用蜜麸和醋一起进行炮制，能缓和三棱的峻猛之性、增强疗效 81-82 

白附子 姜、矾 以镇静、抗惊厥、抗炎、镇痛药理作用为比较对象时，白附子不同炮制品药效

从强到弱依次为姜矾共制品＞矾制品＞生品＞姜制品；白矾水浸泡及加热煮

制均可促进白附子毒性成分凝集素蛋白形成沉淀；附子经过姜制后对心衰大

鼠的复苏具有治疗作用，其机制为通过提升心舒张功能，心收缩功能，心率

或其联合作用等不同途径加强心脏功能 

83-85 

附子 甘草、黑豆 甘草黑豆共制的淡附片毒性成分双酯型生物碱较炮制前降低了约 97%，单酯型

生物碱较盐附子增加了约 1.26 倍；而甘草与黑豆单独制饮片的双酯型生物碱

降低了约 98%，单酯型生物碱均增加了约 0.6 倍；淡附片对二甲苯致小鼠耳

肿胀和蛋清致大鼠足肿胀具有抑制作用，也可显著延长冰醋酸致小鼠扭体反

应潜伏期，短时间内提高环磷酰胺致免疫低下小鼠模型的外周血红细胞、血

红蛋白和血小板数量，具有提高免疫功能作用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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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黄番泻苷类与蒽醌类成分转化为没食子酸 

Fig. 1  Transformation of sennosides and anthraquinones from rhubarb to gallic acid

蜜酒炙品比蜜炙品的贮藏期延长，其原因可能是酒

中的乙醇具有强烈的挥发作用可带动甘草中水分的

挥发，对炙品有干爽的作用。第 2 次投蜜，是不经

掺水的炼蜜，且饮片又已炒至 7 成干，所加的蜜不

渗入饮片的内部而是包附于表面形成一光亮的蜜层

从而起到保护的作用，使甘草炙品的贮藏期延长，

另外酒的杀菌作用也有利于甘草的储存。甘草的蜜

酒炙品的甘草酸含量比蜜炙品下降，则去氧皮质甾

酮样作用就显著减弱，服用后出现的浮肿、血压上

升等不良反应也相应减少，和中补脾作用更能充分

显示出来。另外，甘草中的甘草苷在蜜炙品和生品

中没有差别，甘草苷能改善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

抵抗力、促进胃组织新生。 

4.2.2  酒醋共制  药物的多种有效成分，如生物碱

及其盐类、苷类、鞣质、有机酸、挥发油等皆易溶

于酒中，故酒制后易于有效成分的释出，以提高疗

效[93]。醋制对饮片的作用有引药入肝、减轻毒性、

矫臭矫味、改变质地、促进有效成分溶出等[94]。酒

醋共制可同时发挥“酒制升提”与“醋制入肝”的

作用，多用于延胡索、香附等生物碱、挥发油、黄

酮类含量较高的药物及具有腥臭气味的动物药，如

玳瑁。现代研究发现，酒醋共制可增强延胡索中生物

的溶解度。Wu 等[95]采用 HPLC 测定酒醋制延胡索

生物碱的变化，发现延胡索酒醋炮制后生物碱的溶

解度有所提高。炮制过程中，醋中的醋酸与酒中的

乙醇能与延胡索相互作用，形成水溶性盐，从而增

加其溶解度，其可能发生反应的部位见图 2。 

赖昌生[72]在延胡索炮制传统醋制法基础上叠

加酒制法，也发现酒与醋能提高延胡索乙素等生物

碱的煎出量。醋为弱酸，可与游离生物碱结合生成

盐，生物碱的醋酸盐更易被水溶出（图 3）。酒既有

极性溶媒的性质，又有非极性溶媒的性质，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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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酒醋共制延胡索后生物碱可能发生反应的化学部位 

Fig. 2  Chemical sites of alkaloids after co-production of Corydalis Rhizoma by alcohol and vinegar

 
图 3  延胡索乙素与醋酸反应 

Fig. 3  Reaction of tetrahydropalmatine with acetic acid 

良好的溶剂，游离生物碱及其盐类都易溶于酒，可

促进延胡索中的游离生物碱向药材表面迁移。此外，

酒醋制延胡索也可解决生品延胡索易生霉蛀难贮存

的问题，使其可长期保管而不变质。 

4.2.3  姜矾共制  姜汁制是药汁制中常见制法之

一，现代姜制方法多为姜汁炒、姜汁煮。其中沿用

姜制饮片有 17 种，国家药典收载 7 种。姜汁制主要

适用于祛痰止咳、降逆止呕功效的中药[96]。白矾既

是常用的矿物药之一，也是炮制中的固体辅料，与药

物共制既有减毒增效之功还可防止药物腐烂[97-98]。

姜矾在现代研究中常作为半夏、天南星与白附子的

炮制辅料。竹小全[99]根据酸性染料比色法的原理，

在 417 nm 波长下测定水煮半夏、姜半夏、矾半夏与

姜矾半夏中有效成分总生物碱含量。不同辅料制备

的半夏样品中总生物碱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姜矾制

半夏＞矾制半夏＞姜制半夏＞水煮半夏。姜矾共制

半夏总生物碱含量最高，其原因可能是姜矾的加入

使生半夏中多种形式存在的生物碱变成游离的生物

碱，使测得的总生物碱含量升高。余家奇等[100]用

HPLC 法测定不同炮白附子中桂皮酸含量，在所测定

的 9 个样品中，姜、矾煮制白附子中桂皮酸含量最

低，说明姜、矾煮制白附子毒性最小。其原因之一可

能是在白矾的催化下促进桂皮酸与姜中的主要成分

姜酚发生酯化反应，导致桂皮酸含量降低（图 4）。 

 

 

图 4  桂皮酸与姜酚的酯化反应 

 Fig. 4  Esterification of cinnamic acid with gingerol

(−)-异延胡索单酚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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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颂等[101]研究生半夏、白矾制半夏与姜矾共制

半夏对小鼠的镇咳作用，结果发现三者均可以延长

氨水引咳潜伏期和减少咳嗽次数，其中姜矾共制半

夏的镇咳作用最强。吴紫君等[102]采用 Bliss 法设计

实验研究生天南星与姜矾制南星急性毒性，小鼠分

别单次 ip 天南星及其制品水提液，连续观察 14 d，

记录小鼠的毒性反应，以急性死亡率为指标，测定

LD50。生天南星水提液的 LD50 为 21.508 g/kg，而 ip

姜矾制天南星水提液不出现死亡，说明 ip 天南星生

品有明显急性毒性，但经过姜矾共制后毒性明显降

低。现代研究认为，天南星的毒性作用机制是植物

内所含的针晶类物质具有机械刺激作用，可引发类

似炎症的症状，生品经炮制后针晶针尖钝化、数量

剧减，能达到减毒的效果[61,103]。 

4.2.4  蜜麸共制  蜜麸作为樟帮和建昌帮独具特色

的固体炮制辅料，有其他固体辅料所不具有的炮制

作用，多用于升麻、白术、枳壳、苍术、僵蚕等。

用蜜麸的目的是矫臭、矫味、赋色，从而达到健胃

和中，减少某些药物的刺激性和不良反应[104-105]。麦

麸在炮制过程中可发挥中间传热体的作用，并会吸

附药材中所含油脂[106]，而蜜可降低麦麸的吸附作

用。王文凯等[107]以多指标分析，采用正交实验优选

樟帮蜜制麦麸最佳工艺：加蜜量为麦麸量的 30%，

加水量为蜜量 50%，炮制时间 90 s，炮制温度 90 ℃。

祝婧等[108]采用升麻及其炮制品治疗大鼠和小鼠的

脾气虚，以小鼠胃残留率和小肠推进率、大鼠血清

胃泌素含量和血浆胃动素含量为指标考察其胃肠功

能的变化，结果表明，蜜麸升麻对脾气虚胃肠功能

的治疗作用优于生升麻和蜜升麻。蜂蜜缓和了升麻

过强的辛散之力，麸皮增其和中益脾的功效。赵清

等[109]采用 CIELAB 颜色分析法分析僵蚕及其炮制

品的实际视觉描述，蜜麸炒僵蚕的外表颜色金黄且

带有焦香气味，得出其外观及气味能减低患者对僵

蚕的抵抗心理，并采用 HPLC 法测定草酸铵的含量，

发现蜜麸炒僵蚕的草酸铵含量明显比其他制法的僵

蚕低。僵蚕中含有的草酸铵虽然是其抗惊厥的有效

成分，但生品中过多的草酸铵会引起人体血氮升高

从而导致患者昏迷和抽搐，因此可通过蜜麸炒来适

度降低草酸铵含量。丰素娟[110]比较了滑石粉炒法、

酒制法、酒闷砂炒法和蜜麸炒制法 4 种不同的地龙

传统炮制方法，结果认为采用酒闷蜜麸炒制地龙，

其成品佳，矫味除臭而不伤脾胃，并可避免因高温

而有效成分流失。 

江西建昌帮亦有蜜糠升麻等特色炮制品种，祝

婧等[111]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升麻不同炮

制品中挥发性成分进行检测，发现蜜糠升麻中挥发

性成分种类较生品及蜜麸制品明显增加。其原因可

能是谷糠对油脂类成分无明显吸附作用，且富含的

亚油酸、油酸、十六烷酸等脂肪酸[112]和亚油酸等成

分在炮制过程中遇热后容易渗出并进入升麻药材组

织内部，在高温、有氧条件下与升麻中挥发性组分

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从而使蜜糠升麻挥发油中化

合物种类明显增加。 

5  结语 

多辅料共制应用历史悠久，历代炮制专著、本草

文献、医籍医案甚至民族医药中均存在多辅料炮制

实例，但对其挖掘不够，对于古人使用多辅料炮制的

原始意图认识不足。其中既有精华，亦有糟粕，如何

去芜存菁，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现代研究对于多辅料

炮制原理认识不够，尤其是多种辅料如何与药物进

行性、味、效组合，如何发挥“1＋1＞2”的作用不

明，多种辅料的组合规律认识不够，难以科学指导多

辅料炮制饮片的临床应用与工业开发。 

中药炮制辅料的质量标准也是阻碍中药多辅料

共制发展的一大问题，如辅料来源复杂、历史沿用

多样、无统一标准等[113]。虽然药典及地方炮制规范

对部分炮制用辅料的质量标准做出了规定，但仍有

一些炮制辅料没有可以依循的标准。因此，需尽快

完善炮制辅料标准，使炮制辅料有标准可依，也可

促进多辅料共制特色饮片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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