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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桃仁 Persicae Semen 具有活血祛瘀、润肠通便、止咳平喘的功效，在我国具有广泛且悠久的应用历史。通过查阅历

代本草典籍及现代研究文献报道，梳理桃仁的历史沿革，并对其现代炮制规范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为了全面理解药材，对

桃仁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还特别关注了药对配伍使用角度。有助于从多个方面全面了解药材的特性

和潜在效果，为后续对桃仁炮制前后主要成分、指纹图谱、药理活性变化和减毒增效机制的研究提供研究思路，以期为其质

量评价、临床应用和资源开发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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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oren (Persicae Semen) has the effects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removing blood stasis, moistening intestines to relieve 

cough and asthma, and has a wide and long application history in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ersicae Semen was 

sorted out by consulting the ancient herbal books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its modern processing standard was summarize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medicinal herbs, a review was conduct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Persicae Seme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inal compatibility. Suc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contributes to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effects of medicinal herbs from 

multiple angles.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search id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ain components, fingerprinting profile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and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reduced toxicity and enhanced efficacy before and after the processing of 

Persicae Semen,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quality evalua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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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癥瘕痞块、肺痈肠痈、跌扑损伤、肠燥便秘、

咳嗽气喘[1]。桃仁作为活血化瘀要药，临床功效显

著，在生化汤[2]、血府逐瘀汤[3-4]、茯苓桂枝丸[5]、

桃核承气汤[6]等医家名方中均重用桃仁。 

目前桃仁的相关研究多局限于苦杏仁苷这一

成分，缺少对炮制机制和炮制前后药理活性、成分

变化的研究，影响了桃仁质量的稳定性，阻碍了桃

仁相关制剂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桃仁炮制的历史考

证，及近年来桃仁在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的

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结合同类中药炮制研究，对桃

仁炮制减毒增效机制进行阐释，为桃仁炮制研究提

供参考。 

1  桃仁炮制机制探究 

古代医家普遍认为“凡入药者必先炮”，中药的

炮制是为了实现“增效减毒”的目标，最大发挥药

效、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是中药应用过程中不可缺

少的环节。中药炮制产生减毒增效的作用机制可能

有以下几点。（1）活性成分转化[7-8]：炮制过程中，

药材中的一些活性成分可能会发生转化，从而产生

新的化合物或增加特定活性成分的含量，进而增强

其疗效。（2）产生协同作用[9-10]：药对的配伍和辅料

的选择可能会催化有效物质的产生，或创造发挥药

效的环境，产生协同作用，增强整体疗效。（3）毒

性物质含量降低：高温、潮湿等环境可能会破坏原

药材中有毒成分；或影响酶的活性，对含量产生间

接影响[11]。随着对中医药研究的深入，Jiang 等[12]利

用代谢组学在中医理论探索、发现化合物的鉴定及

对中药进行评价和质量控制方面的应用，为中药炮

制技术发展提供了发展思路。 

桃仁作为活血化瘀要药，在临床中表现出明显

的治疗效果，但其他临床常用的活血化瘀药物如当

归、川芎、赤芍、丹参、红花等，多数已经进行了

深入的炮制研究，建立了严格的炮制标准。而桃仁

作为一味具有悠久药用历史且广泛用于临床的药

材，一直缺乏对其炮制机制的系统研究，其饮片质

量也缺少相应的控制标准，阻碍了桃仁的深入开发

利用。基于此，笔者整理了桃仁炮制的历史考证资

料，并分别从现代炮制成果和“逢子必炒”共性炮

制思路进行综述，为制定桃仁炮制标准提供规范思

路，进而提升工业化大生产的水平。 

1.1  桃仁炮制方法的历史考证 

桃仁入药首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原名桃核

仁。汉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玉函经》中首次提

出桃仁“去皮尖”的制法。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所述：“桃仁行血宜连皮尖生用，润燥和血，宜汤

浸去皮尖炒黄用”。表明应根据临床治疗的需要选择

不同的炮制方法。现有研究表明，炮制桃仁可以达

到减毒增效的目的[13]。截至目前，桃仁入药历史悠

久，被众多医家广泛应用，且多以配方形式出现[14]。

桃仁作为中性的活血化瘀药，被广泛应用于诸多方

剂中，并展现出明显的临床疗效[15-17]。现代亦有研

究者对桃仁的历史沿革进行过考证，如易腾达等[18]

对桃仁的药名、产地基原炮制、药性、功效主治及

禁忌和品质、采收及鉴别等方面进行了总结。王升

菊等[19-20]对经典名方桃红四物汤进行文献分析和炮

制方法考证，确定了各药味基原和炮制方法，对加

深桃仁炮制内涵理解提供了参考。本文将其文献信

息进行整合（表 1），并使用 Cytoscape 软件分别以

“时期、著作和内容”为节点，各节点间依附关系为

连线，构建“桃仁炮制沿革网络”，将文献信息做可

视化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利用“Network 

Analyzer”功能对网络进行拓扑分析，以节点度为指

标，形状越大、颜色越深者在网络中被引用得越多，

见图 1。 

根据图表的呈现，明清时期可视为桃仁炮制理

论成熟的时期，有着更多的著作面世；而“去皮尖”

“去双仁”和“炒”（或“麸炒”）在文献中的记载最

多。综合考量图表数据，发现明清时期在继承并弘

扬古代医药学传统的的桃仁炮制方法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展，特别是其中的“燀”和“炒”制方法沿用

至今。 

1.2  现代炮制方法 

现代桃仁饮片主要炮制方法有净制、燀制和炒

制。净制是中药材在切制、炮炙或调配、制剂前，

选取规定的药用部分，除去非药用部位、杂质及霉

变品、虫蛀品、灰屑等，使其达到药用净度标准的

炮制方法[54]。 

对于燀桃仁，《中国药典》2020 年版收载的炮

制方法为[1]“取净桃仁投入沸水中，至种皮由皱缩

至舒展、易搓去时，捞出，放入冷水中，除去种皮，

晒干。用时捣碎。”根据考证结果可知，现代燀制法

与传统“去皮尖”炮制方法一致。许亚韬等[11]对桃

仁生品与燀桃仁的苦杏仁酶活性、苦杏仁苷含量及

其毒性大小进行比较，探究桃仁的燀制机制。结果

显示，桃仁燀制后去皮可降低毒性，传统炮制方法

具有合理性。张晓男等[55]以苦杏仁苷含量、高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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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桃仁炮制方法沿革 

Table 1  Evolution of processing methods of Persicae Semen 

时期 著作 内容 文献 

汉 《金匮玉函经》 去皮尖或须泡去皮乃熬 21 

晋 《补辑肘后方》 去皮、尖及双仁 22 

刘宋 《雷公炮炙论》 用白术、乌豆二味，和桃仁同于垍埚子中煮二伏时后，漉出用手擘作两片，其心黄如金色 23 

唐 《备急千金要方》 凡诸果实仁，皆去尖及双仁者，汤柔挞去皮，桃仁、杏仁、葶苈、胡麻诸有脂膏药，皆熬黄黑，

别捣令如膏烧灰，酒调服 

24 

《千金翼方》 去皮、尖及双仁 25 

宋 《圣济总录》 吴茱萸和青盐拌炒 26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先以汤浸，去皮尖及双仁者，控干，用面炒，令黄赤色为度 27 

《普济方》 去皮尖、双仁，研膏或麸炒 28 

《妇人大全良方》 去皮尖，麸炒黄 29 

元 《卫生宝鉴》 同童子小便并酒 2 升炒热 30 

《汤液本草》 以汤浸，去皮尖，研如泥用 31 

《丹溪心法》 去皮尖，炒 32 

明 《本草集要》 取仁阴干，汤浸，去皮尖，研如泥 33 

《本草品汇精要》 汤柔挞去皮 34 

《本草约言》 以汤退去尖皮，研如泥用 35 

《本草蒙筌》 泡，去皮尖，研皮泥烂 36 

《本草纲目》 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活血，宜汤浸去尖，炒黄用；或麦麸同炒，或烧存性，各随本方 37 

《炮炙大法》 去皮尖及双仁者，麸炒，研如泥，或烧存性用 38 

《本草汇言》 以滚汤泡去皮，晒用 39 

《本草通玄》 凡行血连皮尖，生用活血润燥，去皮尖炒用 40 

《药品化义》 若连皮研碎多用，藉其赤色，以走肝经，若去皮捣烂少用，取其纯白，以入大肠 41 

《本草乘雅半偈》 用白术、乌豆二味，和桃仁同于垍埚子中煮二伏时后，漉出用手擘作 2 片，其心黄如金色 42 

《古今医鉴》 去皮尖 43 

清 《本草汇笺》 行血，宜连皮尖生研，多用；活血，宜去皮尖焙黄，捣，少用；留皮，藉其赤色以走肝经；去皮，

取其纯白以入大肠 

44 

《本草详节》 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活血，汤浸，去皮、尖，炒用，或麦麸炒，或烧灰存性，各随病宜；

双仁者杀人 

45 

《本草述校注》 熬令黑烟出，研膏，酒下取汗，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去皮、尖炒用，或麦麸炒，或烧存

性用；双仁者有毒，勿用 

46 

《本经逢原》 干漆拌炒 47 

《炮炙全书》 行血，连皮尖，生用；活血、润燥，汤浸去皮尖，炒用 48 

《长沙药解》 泡，去皮尖 49 

《本草求原》 熬令黑烟出，研膏，酒下取汗，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去皮、尖炒用，或麦麸炒，或烧存

性用 

50 

《本草害利》 去皮尖炒黄用、或麸炒、或烧存性；润燥活血，宜汤浸；行血宜连皮尖生用 51 

 《本草便读》 欲散连皮尖，欲降去皮尖 52 

现代 《常用中药名辨》 将去皮的净桃仁研粉，用吸油纸包好，榨去油后入药 53 

 《中国药典》2020 年版 取净桃仁投入沸水中，燀至种皮由皱缩至舒展、易搓去时，捞出，放入冷水中，除去种皮，晒干，

用时捣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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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桃仁炮制沿革可视化 

Fig. 1  Visualized processing and evolution of Persicae Semen 

相色谱峰面积之和、桃仁油含量为综合评价指标，

对桃仁燀制最佳工艺条件进行了考察。 

炒法，是中医药传统炮制方法之一，常见的炒

制方法如炒炙、炒干等能够增加中药有效组分的溶

解度和生物利用度，从而提高药物疗效；同时，改

善其耐受性，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56-58]。《中国药典》

2020 年版收载的炒桃仁的炮制方法为“取燀桃仁，

置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制黄色，取出，放

凉。用时捣碎”，要求炒制者应为干燥品，且大小分

档，炒时火力应均匀，不断翻动。应掌握加热温度、

炒制时间及程度要求。为了比较桃仁炮制前后的质

量差异及桃仁与种皮的差异，有研究者对生桃仁、

燀桃仁和炒桃仁分别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

谱，并使用化学计量学方法进行分析，得到了炮制

前后的指纹图谱差异明显的结果，为研究桃仁炮制

的机制提供了思路[59]。 

综上，现代医药工作者在桃仁的炮制问题上，

基本延续了前人的用药经验，保留了多种炮制方法

促成的功效差异，以适应不同的处方。一般认为，

具有行血功效的桃仁应保留果皮和尖，使用生品；

而发挥润燥活血功效的，宜去除皮、尖，经炒黄炮

制后入药。就是否留皮而言有留皮，入肝经；去皮，

入大肠经的区别。王虎[60]研究表明在将桃仁置于沸

水中进行煮沸的过程中，煎煮时间若在 30 min 以

内，桃仁内的苦杏仁苷含量基本上不会发生明显的

变化。然而，在经过 1 h 的煮沸后，苦杏仁苷含量

显著减少。因此，从抑制酶活性以保持苦杏仁苷完

整性的角度考虑，建议后下，且煎煮时间不宜超过

30 min。而对于同为蔷薇科植物种子、且均采用苦

杏仁苷作为主要有效成分的苦杏仁，常用炮制方法

有干热（炒法）和湿热（燀法、燀炒法、蒸法）等。

相关研究表明，燀后再炒对苦杏仁酶的杀灭效果与

其他方法相比无显著差异，其毒性略低但不显著，

对桃仁炮制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61]。其他研究显

示，在生用、燀、炒、蒸等桃仁炮制品及桃仁皮中，

抗凝血、抗血栓、抗炎、肠胃推进等功效以生品为

最佳，燀、炒、蒸等加热处理后，以上药效均有不

同程度的降低。因此在选择桃仁及其炮制品时，需

要考虑其具体功效需求和炮制方法的影响。 

1.3  “逢子必炒”的共性炮制原理 

“逢子必炒”说明种子类中药炮制过程中炒制的

必要性[62]。“逢子必炒”是种子类中药临床用药经验

的总结，是中药炮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

丰富的科学内涵。石芸等[63]和蔡宝昌[64]对种子类中

药炒制的传统认识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易于粉碎

和有效成分煎出，增强疗效；降低毒性或消除毒性，

缓和药性；除去非药用部位，保证药物洁净度；灭

活酶类，减少有效成分分解；去油，炒香矫臭等。 

上述炮制理论得到了研究证实，部分种子类中

药炒制可以起到减毒增效的作用。对桃仁炒制的基

本认识主要体现在苦杏仁苷的含量变化上，而这一

点可以由缓和药性、灭活苦杏仁苷等直接影响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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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由易于粉碎和有效成分溶出、去油等间接影

响生物利用度来体现。但对众多种子类药材仍缺乏

全面系统的实验验证，因此种子类中药“逢子必炒”

的炮制原理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对炮制机制的研究需要以上各个方

向的综合探索。炒桃仁的传统炮制方法积淀了丰富

的经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和改进；现

代炮制方法也提供了标准参考，保证桃仁临床应用

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而炮制共性理论的基础研究为

单味药材打开了新的研究思路。 

2  桃仁炮制减毒增效机制 

由表 1 可知，明代的《本草详节》《本草述校

注》中均存在“双仁”有毒的表述，可见对于桃仁

毒性的认识已有历史。进行减毒增效研究，首先要

明确桃仁毒性来源。桃仁中主要药效成分苦杏仁苷

是一种氰苷类化合物，其本身无毒，但经过水解生

成的苦杏仁氰不稳定，在受热条件下可分解生成苯

甲醛和氢氰酸，反应过程见图 2。 
 

 

图 2  苦杏仁苷生成氢氰酸的化学反应 

Fig. 2  Chemical reaction of hydrocyanic acid formation 

from amygdalin 

氢氰酸是一种剧毒化合物，可与细胞线粒体内的

细胞色素氧化酶 Fe3＋反应，从而阻滞组织细胞呼吸、

抑制呼吸中枢并刺激黏膜，严重可导致死亡[65-67]。苦

杏仁苷对大鼠的半数致死量为 522 mg/kg，大鼠在

给药 80 min 后出现后腿及臀部共济失调等神经症

状，继而出现鼻和爪发绀、呼吸困难、大小便失调、

昏迷、抽搐并死亡[68]。此外，桃仁本身也具有一定

的生殖毒性。虽然桃仁 9.0～17.5 g/kg 对昆明种小

鼠无母体毒性或胚胎毒性，即不影响其存活率，但

具有致突变和致畸作用。表现为小鼠骨髓嗜多染红

细胞微核发生率与健康对照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胎鼠出现弓背、卷尾、骨化不全、同窝大小不一致

等外观畸形及骨骼畸形现象[69]。 

由于桃仁的毒性来自于其药效成分，需要根据

桃仁入药的具体目的和给药途径决定桃仁的炮制和

使用方法。如前文所述，用于止咳平喘，需要采取

杀酶保苷的方法保护有效成分苦杏仁苷；而出于润

肠通便的目的，由于其主要作用成分为桃仁油，出

于安全考虑，则建议通过高温久煎降低安全风险。

如用于制备注射剂，应尽可能减少苦杏仁苷的损失；

而通过口服给药，则必须权衡用药的有效性与安全

性。Xi 等[70]经过古今有关桃仁的文献记载和研究，

更客观的认识了桃仁的功效和毒性，提供了确切的

参考，为进一步加深临床认识和研究提供了依据。 

3  桃仁的化学成分 

目前关于桃仁炮制的研究并不完整，缺少桃仁

炮制前后有效成分的差异与药理作用变化的研究。

因此，本部分主要对桃仁化学成分研究进行概述，

并简要介绍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

研究思路与基于清炒法——即高温状态桃仁炮制后

的化学成分变化的推测，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桃仁的主要化学成分有苷类、脂肪油类、蛋白

质、氨基酸、挥发油、芳香苷类、黄酮及其苷类、

甾醇及其苷[71-77]等。其中苷类以苦杏仁苷、野樱苷

等氰苷为主要有效成分[78]。桃仁油中分离得到的脂

肪酸类成分，占桃仁油 70%～90%，主要有棕榈酸、

硬脂酸、油酸、亚油酸等[79]，是发挥润肠通便药理

活性的主要成分。Hou 等[80]利用化学计量学分析方

法，开发出了一种针对种子类中药中三酰甘油定量

的绿色策略，实现了对桃仁中三酰甘油的定量；卞晓

坤等[81]利用油脂皂化-衍生化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分析测试方法，探明了 2 种基原桃仁的油脂中脂肪

酸的种类与相对含量的差异。桃仁的总蛋白中可分

离出多种蛋白，其中清蛋白高达 86.83%，还包含 16

种常见氨基酸[82]。此外，萜类及挥发油中，苯甲醛为

芳香族小分子化合物中的主要成分包括苯甲酸、苯

甲醇、α-氧代苯乙腈、维生素 E、罗勒烯、柠檬烯及

樟脑等[74]。甾体有 β-谷甾醇、柠檬甾二烯醇[74]和豆

甾醇乙酸酯等。黄酮及其苷类包括槲皮素、柚皮苷、

儿茶素[83]、山柰酚-3-O-芸香糖苷、洋李苷等。 

刘昌孝院士[84-88]基于中药化学成分特性，提出

了 Q-Marker 的概念，为建立中药全过程质量评价体

系，确保其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理论基础。卞晓坤[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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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Q-Marker 有效性、特有性、传递与溯源、可测

和处方配伍的“五原则”，从桂枝茯苓方出发，对桃

仁的 Q-Marker 进行归纳和总结。 

桃仁炮制前后主要化学成分的比较和分析可能

涉及多个方面。在高温环境的炮制过程中，苦杏仁

苷可能会发生水解或代谢，及转化为差向异构体；

挥发油成分可能会蒸发、氧化或结构转化；黄酮类

化合物可能发生热解；有机酸的含量可能会受到热

解、酸碱反应或水解等因素的影响；多糖可能会由

于水解或酶促反应的影响而减少。 

归纳前瞻，桃仁炮制前后的化学成分组成变化

尚不明确，炮制过程对桃仁活性成分的影响可能是

复杂的，并且具体影响因多种因素而异，如炮制方

法、时间、温度等。而苦杏仁苷与活血化瘀、润肠

通便关联较小，现行标准仅用单一成分为指标不能

准确地说明桃仁饮片的质量。因此，准确、全面地

研究具体化学成分变化和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和探索。 

4  桃仁的药理作用 

为了验证中药炮制前后化学组成变化，需要依

赖相关药效成分的药理作用，对桃仁主要药理作用

进行综述，为其后续炮制机制研究提供参考。桃仁

的主要药理活性包括抗凝血、抗血栓、预防肝纤维

化和抗氧化、抗炎、降糖等。出于对中医药理论的

整体性的认知，对桃仁-红花、桃仁-赤芍等药对的药

理作用研究进行总结，以提供多角度的参考。 

4.1  活血化瘀 

桃仁具有明确的活血化瘀功效，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桃仁具有抗凝血、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改善血

液流变学作用[90-93]。汪宁等[94]研究发现，桃仁的醋

酸乙酯和乙醇提取物均能缩短二磷酸腺苷诱导的血

小板聚集所致肺栓塞引起的呼吸喘促时间，且醋酸

乙酯提取物有显著的抗血栓作用。此外，有研究报

道桃仁中的脂肪油类成分具有血管保护、抑制动脉

粥样硬化的作用[95]。Wang 等[96]利用网络药理学和

生物信息学技术揭示桃仁-红花药对治疗肾纤维化

的作用机制。Wang 等[97]采用网络药理学研究桃仁-

红花药对对银屑病的潜在作用。为银屑病患者提供

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临床治疗策略。Luo 等[98]证明了桃

仁-红花提取物对创伤性脑损伤后血脑屏障的修复有

作用，为其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策略。Yao 等[99]对由桃

仁、黄精和红花制成的桃花精在扩张型心肌病模型

中的保护作用的机制进行探究，并得到确切结果。而

对于桃仁红花成对使用的理论依据，Fu 等[100]通过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方法分别对其单味药与药对的

挥发性成分进行分析，发现药对中主要挥发性成分

与单一药物完全不同，推测在共同煎煮过程中发生

了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解释协同作用的潜在机制。

同样，不同配比赤芍与桃仁的乙醇提取物也可以不

同程度地降低急性血瘀证模型大鼠的全血黏度，延

长凝血酶原及凝血酶时间，且配比变化导致的治疗

效果的变化也说明了其潜在的协同增效作用[101]。 

4.2  抗炎和抗癌 

桃仁的水提物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桃仁蛋

白对炎症引起的血管通透性亢进具有抑制作用。药

理学研究表明桃仁具有抗炎、抗纤维化作用[102-103]。

苦杏仁苷可减少慢性胰腺炎大鼠纤维化前细胞因子

的产生，抑制胰腺星状细胞的活化，减轻胰腺纤维

化[104]。Lee 等[105-106]对由牡丹皮、桃仁和大黄组成

的药方的抗宫颈癌、肺癌机制进行网络药理学研究

分析，成功确定相关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靶点。研

究发现桃仁中的某些苷类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作

用。桃仁蛋白质类成分也具有抗肿瘤活性[107]。 

4.3  妇科疾病和神经保护 

数千年来，中药一直被广泛用于改善产后恢复

和治疗子宫功能不全的处方，其中最常用的中草药

包括桃仁[108]。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益母草、桃仁和

石菖蒲等对非手术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有明显疗

效，能显著减少血肿体积，改善神经症状[109]。此

外，多种与桃仁配伍的中成药已被证实有确切疗

效，如气血和胶囊可以改善血液流变学异常和凝血

障碍[110]，丹红化瘀口服液通过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1/

核因子-κB 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反应来预防深静脉血

栓形成[111]，龙生蛭胶囊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过程中

的抗氧化应激、抗炎和神经保护作用[112]。 

5  结语与展望 

炮制对桃仁的影响是复杂而多样的，涉及多个

因素，不同炮制方法可能导致不同的化学成分变化

和药理活性差异。但现阶段其炮制的机制尚未完全

阐明，直接影响桃仁及其相关制剂的进一步发展。

桃仁炮制相关的研究已经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具体

工艺到炮制前后指纹图谱差异的全过程研究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而，仍需进一步深入“黑

箱”来加强对炮制机制的解释，并进行更多临床研

究以评估不同炮制品在临床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尤其应该正确对待桃仁的毒性，应用需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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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用途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炮制；工业生产中要

严格遵守方剂要求，确保产品的质量一致性与可控

性。有关桃仁工业化炮制方向中，卢红委等[113]探究

燀桃仁炮制工艺参数设置对成品酸败度的影响，得

到了最佳参数。张晓男[114]对桃仁配方颗粒进行全程

质量控制研究，为中药配方颗粒的标准化生产和质

量标准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总体来说，桃

仁仍缺少足够的工业化炮制研究，无法保证桃仁工

业化炮制成品的质量，阻碍了其发展应用。 

王敏等[115]对大黄炮制前后化学成分变化及增

效减毒的研究为桃仁提供了参考思路。笔者认为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挖掘。（1）深入理解炮制机制：

进一步深入研究炮制对桃仁的影响机制，探索炮制

过程中活性成分的转化途径、释放机制及毒性物质

的转化或降解途径。（2）炮制工艺优化：研究者可

以进一步优化炒桃仁的炮制工艺，包括温度、时间、

处理方式等参数的控制和调整。（3）活性成分鉴定

和作用机制研究：利用现代药理学和生物学技术手

段，深入研究炒桃仁中的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

通过分离、纯化和鉴定活性成分，及研究其在分子

水平上与靶点的相互作用，可进一步揭示炒桃仁的

药理作用机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4）

多领域的临床研究和临床应用：进一步开展临床研

究，评估炒桃仁在不同疾病的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

性。（5）组合应用：炒桃仁在中医药体系中常与其

他药材进行配伍应用，通过药物组合的协同作用，

提高疗效和降低不良反应。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

入探讨炒桃仁与其他中药的配伍规律和相互作用机

制，以优化药物组合方案，提高治疗效果。着重解

决炮制工艺的标准化、传统经验的数字化量化、新

的炮制设备的研究、科学的质量控制评价方法与在

线监测策略、安全性评估及加强临床研究等问题，

以推动中药炒桃仁的科学发展和临床应用，为现代

医学提供更多有效、安全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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