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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新世纪 20 年：守正创新背景下创新炮制技术探索与实践  

杨  冰，祝丹丹，于欣茗，齐天昊，宋金菁，封  亮*，贾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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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炮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是中药炮制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中药饮片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新世纪 20 年，传

统炮制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诸多创新炮制技术。与煮、蒸、炒、飞、煅等传统炮制技术相比，烘箱加热、微

波炮制、高压蒸制、膨化炮制、双向固体发酵、超高压水射流、远红外、微生物浸矿、制霜炮制替代、真空冷冻干燥等创新

炮制技术逐渐体现出操作简单、省时省力、节能高效、安全可控等优势。大量研究表明，创新炮制技术可基本替代传统炮制

技术，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其创新发展对提升和稳定饮片品质，促进中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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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technology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research, which are also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al pieces. In the 20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had undergone rapid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formed various innovative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oiling, 

steaming, frying, flying, and calcining, innovative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oven heating, microwave processing, high-pressure 

steaming, puffing processing, two-way solid fermentation, ultra-high pressure water jet, far-infrared technology, microbial leaching 

technology, frosting processing alternative technology and vacuum freeze-drying technology gradually demonstrate advantages such 

as simplicity, time and labor savings, energy efficiency, and safety and controllability.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suggest that innovative 

processing technology can essentially replace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has promising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rocessing technology is of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and stabilize the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al pieces, as well a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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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技术是我国一项独有的、最具自主

知识产权的传统技术，也是中医临床用药最显著

的特色之一[1-2]。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

了煮、蒸、炒、水飞、煅等传统炮制技术体系，且于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

在国家宏观政策和中医药产业发展需求的推动

下，我国开展了大量的中医药工程研究，其中中药

炮制技术属于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坚持中药炮

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已成为加快中药工业转型发

展潮流中的重要环节。本文聚焦中药炮制技术的

发展与创新，重点围绕传统炮制技术升级及创新

炮制技术进行综述，旨在探寻可替代传统炮制技

术的现代化新技术，为中药炮制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参考。 

1  中药炮制技术的发展——炮制装备的升级 

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中，我国人民积累了丰富

的炮制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炮制技术及理论知识。

但“师徒相承”“口传心授”及“流派传承”等中药

炮制技术传承模式极大地限制了传统炮制技术的传

承与发展，使中药炮制技术面临衰退及濒临失传的

局面。为有效规避传统炮制技术传承与发展局限，

摆脱手工操作、设备简陋、经验判断等问题[4]，将传

统炮制技术与现代制药装备结合，开创一条以中药

炮制装备为载体，以装备升级为前提的传统炮制技

术发展之路尤为重要。炮制装备的升级不仅可摆脱

饮片生产中“加工作坊”的老印象，还可将主观化

的炮制经验转化为客观化的工艺参数，规避传承人

缺乏、技术失传等问题，可有效地保障传统炮制技

术的传承。目前，在煮、蒸、炒、水飞、煅等传统

炮制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包含洗药机、筛药

机、切药机、蒸药机、煮药机、炒药机、研磨机、

煅药炉等在内的净制、切制及炮炙装备体系[5]，初

步实现了传统炮制技术升级。 

2  中药炮制技术的创新——创新炮制技术 

创新炮制技术是对中药炮制原理、工艺、饮片

特性等研究和归纳的基础上，将现代科技与传统炮

制融合迭代创新后形成的炮制新技术。该技术可解

决传统炮制过程中火候/火力难控制、炮制时间长、

有效成分损失严重等问题，逐渐体现出操作简单、

节能高效、质量均一稳定等优势，在中药炮制过程

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6]。大量研究提示，烘箱加

热、微波炮制、高压蒸制、膨化炮制、双向固体发

酵、超高压水射流、远红外技术、微生物浸矿技术、

制霜炮制替代技术及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等创新炮制

技术可基本替代煮、蒸、炒、水飞、煅、制霜等传

统炮制技术（图 1），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图 1  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Fig. 1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technology 

2.1  烘箱加热炮制技术 

烘箱加热炮制技术是将药材置于密闭的容器

中，利用热对流、热传导或热辐射等传热方式，使

药材经受高温而达到改变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的炮

制目的。相较于传统火制法，烘箱加热炮制技术不

仅具有操作方便、参数可控、安全高效等优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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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适用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7]。另外，大量研究

发现，与传统火制法相比，采用烘箱加热炮制技术

生产的中药饮片具有相当或更强的药效[8-9]，提示烘

箱加热炮制技术替代传统火制法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及可行性。 

2.2  微波炮制技术 

微波炮制技术是微波技术在中药炮制领域的创

新应用，该技术从食品加工中衍化而来，不仅具有

独特的热力学形态与能量传递转化规律，且具有干

净、易控、快捷等优点[10-11]。炮制过程中，微波可透

射进入药材组织内部，一方面可破坏分子化学键，使

化学成分发生转化，另一方面可摩擦生热，使水分迅

速气化而产生高蒸汽压，促进药材组织产生微小孔

洞及裂缝，有利于有效成分溶出（图 2）。新世纪，

微波炮制技术用于中药炮制领域的可行性及其应用

前景得到了广泛研究。大量的研究提示，作为一种新

型的火制技术，微波炮制技术可基本替代炒、蒸、

煮、炙、煅等传统炮制技术，具有炮制效率高、操

作简单、工艺参数易于控制、产品性状好、质量均

一等优势[12-15]，见表 1。但目前微波炮制技术在业界

仍争议颇多，且其工程学原理、微波源位置、饮片传

质传热规律、工艺放大规律等仍需进一步探索。 

 

图 2  中药饮片微波炮制原理 

Fig. 2  Principle of microwave proces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ieces  

表 1  基于微波炮制技术的中药炮制案例 

Table 1  Some ca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based on microwave processing technology 

中药 传统炮制 技术优势 文献 

当归 酒蒸、炒黄、炒焦 有效成分溶出度增加，提取率较高；温度、时间可控，操作简单，易于控制，

耗时短 

16-17 

川乌 蒸制、煮制、黑豆甘草煮 降低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最大限度的保存总生物碱的含量 18 

狗脊 砂烫、蒸制、清炒、盐炙 与传统砂烫炮制一致，炮制品为棕褐色、表面微鼓起、有刺激性气味；高效、

清洁、操作简单、劳动强度小 

19 

栀子 炒黄、炒焦、炒炭 炮制工艺节能高效、可操作性强，与传统栀子炭药效相当 20 

川芎 酒蒸、酒煮、炒黄、麸炒 藁本内酯的含量较高；操作方便简单，易于控制 21 

硼砂 煅制 炮制品质量较好，能避免产生硼珠反应；操作简单 22 

白矾 煅制 速度快，操作简便、安全 23 

附子 甘草制、姜制、黑豆制 双酯型乌头碱含量低，总生物碱含量高；干燥速率快 24 

骨碎补 砂炒 有利于成分的溶出；便于去毛，外观性状好；温度和时间可控 25 

青翘 水蒸、水煮 杀死连翘酯苷 A 水解酶达 95%以上，工艺高效 26 

延胡索 醋炙、酒炙 外观性状优于传统炮制；节能高效，参数可控 27-28 

牛膝 酒炙、盐炙 总皂苷、齐墩果酸和 β-脱皮甾酮等成分的含量均较高 29 

款冬花 蜜炙、甘草汁炙 款冬花的质量总评归一值高于传统工艺 30 

黄芩 酒炙、炒黄 重复性和稳定性良好 31 

 

2.3  高压蒸制技术 

高压蒸制是一种基于常压蒸制的改进技术，该

技术主要借助高压和高温优势，提升蒸制过程中的

热穿透能力，进而达到缩短蒸制时间、提高蒸制效

率的目的[32]。如表 2 所示，相较于传统炮制技术，

高压蒸制技术不仅可缩短蒸制时间，避免药材长时

间蒸制导致的有效成分流失，而且其操作相对简单，

生产效率较高，便于规模化生产，可作为蒸、煮等

耗时长的传统炮制技术的替代技术。 

2.4  膨化炮制技术 

膨化技术是一种新型的食品加工技术，具有

工艺简单、成本低、生产能力高等特点[39]。膨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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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中药内聚力的一种方法，此方法可使饮片内

部蓬松，提高煎出效率，达到炮制增效的目的。目

前，应用于中药炮制的膨化技术主要是挤压膨化

技术，且该技术多用于根及根茎等致密部位的中

药炮制[40-41]。膨化炮制是一种高温、高压的短时炮

制过程[42]，中药在膨化机内受到挤压和摩擦后温度

及压力迅速升高，而当其被挤出出料口时高温高压

得到速释，导致药材内的水分瞬间气化，将致密中

药膨化为疏松的结构。如表 3 所示，膨化炮制技术

已经在人参、白芍、马钱子、骨碎补、附子及何首

乌等中药中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提示该技

术较适宜膨化质地坚硬、致密的根及根茎类中药。

对于脂肪含量较高的中药，由于其容易在机器内打

滑，故不适宜采用该技术。 

表 2  基于高压蒸制技术的中药炮制案例 

Table 2  Some ca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based on high-pressure steaming technology 

中药 传统炮制 技术优势 文献 

肉苁蓉 酒炖、酒蒸、酒蒸焙、酒浸等 缩短蒸制时长，避免有效成分流失 33 

黄精 酒蒸、清蒸、黑豆制等 保留甚至提高了总皂苷和多糖的含量 34 

草乌 煮制、蒸制、黑豆制等 加速毒性双酯型生物碱转化为毒性低的单酯型生物碱 35 

半夏 白矾制、生姜与白矾制、甘草与石灰制 改变草酸钙针晶的形态结构，实现减毒 36 

五味子 醋蒸法、酒蒸法、蜜炙法 炮制品含水量较少，后处理干燥时间短 37 

地黄 九蒸九晒 减少蒸制时间及蒸制次数 38 

表 3  基于膨化炮制技术的中药炮制案例 

Table 3  Some ca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based on puffing processing technology 

中药 传统炮制 技术优势 文献 

人参 蒸制 提取率和皂苷含量高；次级人参皂苷 F2、Rg3、Rk1 和 Rg5 新产生或显著增加 43 

白芍 炒制、酒炙、醋炙 保肝作用较煎煮白芍强，且能显著缩短提取时间 44 

马钱子 砂烫、油炸 仅需掌握压力和时间即可很好控制炮制产品质量 45 

骨碎补 砂炒、炒法 骨碎补经膨化后有利于去毛，检测出的水浸出物及柚皮苷含量最高 46 

附子 甘草制、姜制、黑豆制 炮制工序简短，总生物碱较传统炮制后含量高；细胞壁破裂，有效成分易提取 47 

何首乌 黑豆汁制 淀粉粒因高温与高压糊化，药材结构疏松多孔，药材有效成分提取效率高 48 

 

2.5  双向固体发酵技术 

双向固体发酵技术是在传统发酵炮制技术基础

上，结合现代微生物工程技术而形成的一种创新炮

制技术，近年来已经成为中药炮制新技术开发的热

点[49]。双向固体发酵技术以中药材为基质与发酵菌

种构成发酵组合，作为基质的中药材不仅可以为发

酵菌种提供营养，而且还会受到发酵菌种的影响改

变自身组织、成分。在生物转化过程中形成中药材

与发酵菌种（药性菌质）动态配伍趋势，充分体现

中药材与发酵菌种的有机结合。产生的药性菌质除

含有发酵后的炮制品外，还包含发酵过程中产生的

真菌体。发酵过程中菌群代谢产生的酶不仅可以使

药材纤维及木质部降解、利于有效成分溶出，而且

还可以使药性菌质相关成分转化，获得化学合成难

以得到的新成分[50]。大量的研究提示双向固体发酵

技术可有效减少有效成分的流失，增强药理活性，

达到增效、减毒、扩大药用范围等炮制目的，可替

代传统的炮制发酵工艺且绿色仿生态[51-53]。此外，

为进一步提高双向固体发酵效率，也已经成功研制

双向固体发酵装置[54]，见表 4。 

2.6  超高压水射流技术 

超高压水射流技术是以纯水为载体，通过超高

压发生器将纯水加压并加速至超高音速状态喷出水

柱，水柱携带巨大能量从而将中药材切割破碎的一

种创新技术。该技术可应用于珍珠[60]、龙骨、龙齿、

雄黄[61]、朱砂[62]、自然铜、滑石[63]等质地坚硬的动

物药、矿物药的超微粉碎。该技术制备获得的超微

粉粉体学性质良好、药物利用充分[64]，不改变药物

化学性质且不会产生粉尘，不仅利于保存有效成分、

提高药物疗效，而且解决了传统粉碎低效问题。 

2.7  远红外炮制技术 

远红外炮制技术是一种以远红外辐射源为热源

的新型炮制技术。远红外线是一种特定区段的电磁

波，其光束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发射时能使热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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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双向固体发酵技术的中药炮制案例 

Table 4  Some ca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based on two-way solid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中药 菌种 技术优势 文献 

人参 红曲霉菌 可将人参皂苷转化为稀有人参皂苷 Rg3，提高药用价值 55 

附子 灵芝 毒性明显下降，适用于附片的解毒增效的炮制开发 56 

雷公藤 药用真菌 总二萜类成分含量降低，降低雷公藤毒性 57 

板蓝根 槐耳 抗菌和抗氧化能力明显增强；可强烈抑制乳腺癌细胞增殖 58-59 

 

度集中并从内部向外释放（图 3），产生比炒、炙等

传统炮制技术更强或相当的炮制效果。采用远红外

炮制技术对王不留行、芥子、丹参、天麻、甘草等

中药进行炮制，发现无论外观形状还是内在有效成

分含量均明显优于传统炮制品[65-67]，且质量稳定性

较好。远红外炮制技术较传统的蒸气、热风和电阻

等加热具有加热速度快、效率高等优点，可替代炒、

炙等传统炮制技术应于中药炮制及饮片生产，具有

广泛应用前景。 

 

图 3  中药饮片远红外炮制原理 

Fig. 3  Principle of far infrared proces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ieces 

2.8  微生物浸矿技术 

微生物浸矿技术是借助某些微生物的催化作

用，使矿石中的金属溶解的湿法冶金技术。目前，

该技术在中药矿物药炮制应用中不仅可达到增效减

毒的目的，还有助于探明矿物药的有效成分[68]。氧

化亚铁硫杆菌是微生物浸矿技术最常用的细菌，在

该菌作用下采用微生物浸矿技术对雄黄进行处理，

不但解决了雄黄传统机械粉碎毒性大问题，而且解

决了雄黄难溶等问题[69-71]。利用传统煅淬技术及氧

化亚铁硫杆菌浸矿技术处理自然铜，结果发现浸出

相同铁量时，采用微生物浸矿技术所使用的生自然

铜量仅为传统淬煅技术的 1.4%，且其浸出液更利于

骨痂形成、钙磷积累及骨折愈合[72]。采用微生物浸

矿技术处理朱砂，结果发现朱砂浸出液在很小的含

量下就发挥了与传统朱砂相当的功效，且小鼠生长

状况良好，各器官并未检测出汞残留[73]。上述研究

结果提示微生物浸矿技术可替代煅、煅淬、水飞、

提净等传统炮制技术，并可降低有害元素、促进有

效成分溶出，实现有毒矿物中药炮制减毒的作用。 

2.9  制霜替代技术 

传统炮制中制霜过程为：将药材碾碎如泥，经

微热、压榨去除大部分油脂，反复数次至药物松散

成粉。该制霜炮制技术不仅操作繁琐，而且存在含

油量不易控制、有效成分损失较大等问题。改进的

制霜炮制替代技术主要有烘制技术、发酵技术、机

械压榨技术和淀粉稀释-超微粉粹技术等，且大量研

究提示上述技术不仅可有效控制油量及有效成分含

量，而且操作性强[74-77]，具有替代传统的制霜炮制

技术，成为毒性中药减毒新途径的潜力，见表 5。

然而，对于制霜替代技术使用需予以重视，虽有大

量药材采用制霜替代技术开展研究，但多数为小试

实验，仅按照小试实验的研究结果指导实际生产，

可能达不到预期结果，故炮制技术替代使用时应结

合实际生产。另外，由于不同毒性药材的制霜存在

工艺技术上的差别，加之制霜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监

测指标和评价标准，故规范制霜工艺和统一考察指

标对于提高药霜的质量至关重要[78]。 

2.10  真空冷冻干燥技术 

真空冷冻干燥，也称冷冻升华干燥或冷冻干燥，

是一种在低温下通过真空和升华方式去除物料中水

分的干燥方法[79]。由于冷冻干燥是在低温真空条件

下进行的，可有效避免物料所含热敏性成分的破坏。

如图 4 所示，真空冷冻干燥主要包括预冻、升华干

燥及解析干燥 3 个阶段。其工作原理是将待干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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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毒性中药制霜炮制替代技术 

Table 5  Frosting processing alternative technology of tox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药 制霜炮制替代技术 技术优势 文献 

巴豆 烘制技术 有效成分巴豆苷的含量较高，毒性成分巴豆毒蛋白的含量较低 74 

肉豆蔻 机械压榨技术 毒性脂肪油和挥发油含量下降，可替代传统压榨制霜 75 

柏子仁 机械压榨技术 制霜效率高，成品质量均一，酸败度变化较小 76 

千金子 淀粉稀释-超微粉粹技术 有效成分秦皮乙素含量较高 77 

 
 

 

图 4  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原理 

Fig. 4  Principle of vacuum freeze-drying technology 

物料进行预处理后，在低温下快速冻结，使其降至

共晶点以下，然后在真空条件下加热，使冻结的水

分子升华而逸出物料[80]。由于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可

使物料中的水分直接从固态升华为气态，故能够最

大限度地保持物料原有的活性成分，并且保持物料

原有的外观性状。 

随着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将其应用于中药领域。中药材从采收到变

成中药饮片投入市场使用，需经过炮制，而干燥是

其中的重要环节。传统的干燥方式（晒干、烘干等）

易导致药物表面硬化，内部组织塌陷，从而使药物

变形。而经冷冻干燥后的药物不仅可保持物料原有

的形态结构，还会使药物内部呈现多孔状[81]。另外，

由于中药种类繁多，所含成分十分复杂，有些成分

（如挥发油）对温度非常敏感，干燥不当会导致此类

成分损失，故对于含热敏性或极易氧化成分的中药，

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大量研究

表明，真空冷冻干燥不仅可保留中药的有效成分，

而且还可确保其外观和色泽（表 6），为中药的干燥

提供新的途径。然而，目前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的产

业化应用受到干燥成本的影响，因此，为进一步推

进其产业化应用，需推进真空冷冻干燥向低成本、

低耗能及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表 6  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在中药（炮制）领域的应用 

Table 6  Application of vacuum freeze-drying techn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中药 技术优势 文献 

冬虫夏草 核苷类成分的含量高于晒干法，外观形态和色泽较好 82-83 

人参 形、色、气、味佳，形状及组织内部中的内含物保持完整，外观优美 84-85 

三七 皂苷成分和三七素含量最高，感官品质佳 86 

西洋参 显著减少人参皂苷、多糖、蛋白类成分损失 87 

石斛 对石斛的外观及多糖和甘露糖含量影响较小，能保证石斛质量 88 

天麻 品质外形较好，组织原有结构不发生改变，天麻素及多糖含量高 89-90 

地黄 抑制有效成分环烯醚萜苷类成分的水解，保持颜色鲜明，质地疏松 91 

白芍 芍药苷、单萜苷类成分含量最高 92 

地龙 氨基酸类成分的损失率低 93 

杜仲叶 桃叶珊瑚苷、京尼平苷酸、绿原酸、京尼平苷等含量较高 94 

 

3  创新炮制技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药炮制技术是一项传统制药技术，发展历史

悠久，但在中医药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中药炮制

技术传统的操作方式及保守的传承模式，逐渐成为

制约中药炮制发展的重要因素。炮制技术的迭代创

新始终是中药炮制创新发展的动力，也是中药饮片

工业迈向制造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的重要前提。

创新炮制技术具有改变传统炮制方式、提高中药饮

片生产效率的作用，其系统研究能为中药炮制饮片

产业在新时代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

路与技术支撑。因此，在我国新时代中医药发展的

根本遵循——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指导下，创新炮



 中草药 2024 年 1 月 第 55 卷 第 2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January Vol. 55 No. 2 ·363· 

   

制技术发展正迎来很好的发展机遇。 

中药炮制技术的创新有机遇也有挑战，创新炮

制技术的现代化应用可能面临技术成本高、技术普

及慢、市场监管难、文化传承弱等挑战。（1）技术

成本高：引入创新炮制技术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尤其对于小型饮片生产企业，创新炮制技术的

高技术成本问题可能是阻碍创新炮制技术应用的重

要因素。（2）技术普及慢：创新炮制技术的引入可

能会经过接受、学习、应用等不同环节，尤其是对

传统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培训一线工作人员，可能

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因此创新炮制技术的普及速

度慢可能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3）市场监管难：

创新炮制技术的引入势必会对市场监管机构提出更

高的监管要求，监管机构不仅需要时刻跟进创新炮

制技术的发展，而且还要密切关注饮片的质量。（4）

文化传承弱：在创新炮制技术应用时，可能会忽视

传统炮制文化和历史价值，导致传统的中药炮制知

识和技艺逐渐丧失，对中药文化和炮制文化传承构

成威胁。 

总之，创新炮制技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应该

在保持传统中药炮制特色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创新

炮制技术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应用，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地实现中药炮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4  结语与展望 

炮制技术是我国中医药领域中的一项独有技

术，而在专业人才缺乏、传承模式单一及中药产业

急需工业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中药炮制技术

的发展与创新是中药炮制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大量研究提示，创新炮制技术不仅可替代传统炮制

技术，还可大幅度地提升饮片生产效率，改善中药

饮片质量。虽然上述创新炮制技术多建立在实验室

小试的研究水平上，并未真正地应用于中药饮片大

生产，但其在实验室小试水平上的研究结果已经提

示其在中药饮片生产中的独特优势及潜力。新世纪

20 年，中药炮制技术的创新发展可能对提升和稳定

饮片品质，促进中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炮制技术与炮制机制的一体化研究，对于推动

整个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炮制技术与

炮制机制相辅相成，炮制机制的阐明助推炮制技术

创新，而创新炮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对于阐明炮制

机制又反向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炮制技术、辅料

与中药自身特性间的关系，以及炮制过程中各成分

间的转化规律需要进一步厘清。在炮制机制挖掘及

创新炮制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中药炮制目的及

自身特性优选炮制技术，如对于炮制机制为受热引

起化学成分转化而实现减毒增效的，可根据中药自

身受热特性选择烘箱加热炮制、高压蒸制、远红外

加热等炮制技术；对于炮制本质是改变药材内部结

构、促进成分溶出的，可根据中药质地及其成分分

布采用微波炮制、膨化炮制等。相信随着创新炮制

技术在中试及大生产中的不断尝试及应用，将会对

中药炮制技术发展，乃至整个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发

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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