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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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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精是一味临床应用极为广泛的补益类中药，为传统四大九蒸货之一，其炮制方法在《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只

收载了酒蒸（炖）的方式。通过从炮制工艺入手，对古代文献的分析和现行地方规范进行考察，系统梳理了黄精炮制的历史

沿革、现行炮制法及其工艺要素，探讨其炮制方法背后的原理，并针对炮制终点的判定提出一致性评价策略，以期实现科学

地进行炮制工艺改良，进一步为其他需九蒸九晒炮制的中药其现代原理解析及炮制工艺优化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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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principle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Polygonati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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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jing (Polygonati Rhizoma) is a widely used tonif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four major nine steamed goods. Its processing method of wine steaming (stewing) is only included in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alyzes ancient literature and examines current local standards,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urrent processing methods, and process elements of Polygonati Rhizoma processing, 

explores the principles behind its processing methods. A feasible consistency evaluation strategy for determining the endpoint of processing 

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scientifically, further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modern principle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of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hat require nine steaming and nine sun drying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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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onati Rhizoma polysaccharide 

黄精是临床广泛用于气阴两虚的补益中药[1-3]，

是传统四大九蒸货之一，但反复多次的蒸晒处理费

工费时、生产效率低下。目前，《中国药典》2020 年

版只收载了酒蒸（炖）的炮制方式。部分研究者主

张根据指标产物含量的峰值减少蒸制次数[4-5]，但在

炮制原理未阐明的情况下贸然改变炮制工艺可能在

临床应用中显现一定的不良反应[6]。因此，对黄精

炮制原理的梳理与解读是其工艺优化的前提。本文

归纳了黄精的古今炮制方法及工艺要点，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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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炮制工艺对黄精的实际影响方式，提出在现有生

产技术水平下九蒸九晒工艺的优化策略和质控要

点，为其他需要九蒸九晒的中药炮制工艺改良提供

参考。 

1  黄精的古今炮制方法 

黄精的主要炮制方法有单蒸、重蒸、酒蒸、酒

炖等[7]，作为四大九蒸货之一，其在文献记载中出

现频次最高的炮制方法为九蒸九晒。《中国药典》及

各地区、各民族的黄精现行炮制法均为古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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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制原理未明的情况下鲜有工艺创新。炮制原理

解析是中药炮制守正创新的基础，只有阐明炮制原

理才能抓住古法精髓，有的放矢地运用现代科学技

术进行改良和创新。 

1.1  黄精炮制的历史沿革 

黄精炮制始载于晋代葛洪所著的《抱朴子》，采

用“蒸煮后啖，可以断谷”的描述[8]。从南北朝雷敩

“从巳至子”长达 16 h 的单蒸法，到唐代《千金翼

方》中反复蒸制至“如蜜”的重蒸法，再到《食疗

本草》将重蒸的次数定为“九蒸九曝”，黄精沿用至

今的主流炮制形式——单蒸、重蒸（含九蒸九晒），

在唐朝时均已形成，且其炮制目的已明确为除去生

黄精服食时的刺激性，以免“戟人喉吻”或“刺人

咽喉”。 

至宋朝，随着活字印刷术发明、和剂局成立，

大量炮制方法得以规范和记载。在这一阶段，各类

药物、药汁、辅料被广泛用于黄精的炮制过程，如

与黑豆相和、与蔓荆子同蒸、与熟地黄共制、与酒

配伍等。其共通之处为（1）机械破坏细胞结构：细

锉为末、捣一万杵、捣/绞/压取汁；（2）长时间的水

热处理：从朝至暮、煮半日/至（九斗）减半、煎去

游水/令稠/令可丸/水空煎止；（3）和曲造酒（以微

生物破坏细胞结构）或温酒送服。 

明清时期，炮制理论得到长足发展，有记载的

黄精炮制方法逐步趋于统一。医药书籍中收录的炮

制方法均为九蒸九晒，仅龚廷贤在《鲁府禁方》中

记载“黄精四两、黑豆二升，同煮熟”，并在《寿世

保元》中首次提出酒蒸的方式。这一阶段也开始注

重炮制器具的选择，龚廷贤首次明确提出炮制过程

中应“忌铁器”[9]，清代的黄元御则强调以砂锅进行

炮制[10]。 

纵观黄精炮制的历史沿革[11]（图 1），黄精炮制

目的从最初的减少服食刺激性发展至提高药效，具

体炮制方法也由简入繁，并注重炮制器具的选择。

张伟娜等[12]对古代文献进行系统分析，指出黄精入

药时可生用或简单炮制，作为保健食品长期使用时，

需九蒸九晒，提示黄精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

直接摄入与煎服/捣绞取汁使用可呈现不同的功效。 
 

 

图 1  黄精炮制的历史沿革 

Fig. 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olygonati Rhizoma processing 

1.2  黄精现行炮制方法解析 

根据各省市发行的地方规范[13]，黄酒为黄精主

流炮制辅料，也有黑豆汁及牛奶等辅料的应用（图

2）。针对黄精炮制方法，近半数省市沿用了清朝主

流炮制法——反复蒸晒（清蒸）；《中国药典》2020 年

版及大量地区沿用酒蒸法：部分省市注明了蒸晒的

时间和次数要求，但多数仍以“蒸透”“炖透”“色

黑”为度。 

对黄精主要炮制工艺要素及炮制目的进行提

炼，发现极少部分地区以泡、漂的方式免除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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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地区仅进行热处理，并以外观作为终点判定的

依据。此外，各少数民族对黄精也有其特有的药用 

 

图 2  黄精炮制的辅料使用情况 

Fig. 2  Usage of excipients in processing of Polygonati 

Rhizoma 

和炮制记载[14]，如“边晒边揉”可除去新鲜黄精的

“浆性”[15]，使其易于干燥，皮层中的黏液细胞在反

复揉搓的过程中被破坏，浆液走失后植物组织内部

的水分易于散失。黄精含针晶束的黏液细胞仅分布

在黄精根茎的表皮附近，“除去/撞去外皮”去除刺

激源可达到除去其刺激性的效果，该方式与其他地

区所采用的长时间浸泡、漂洗异曲同工，但可更多

地保留药效成分。在炮制终点的判断方面，与各地

常用的“烂熟”“透心”等描述类似，各少数民族以

“油润”“全部渗透”“内外皆呈黑色而柔软”“绵软

而无硬心、光亮柔润”为度[16-48]（表 1）。 

热处理过程通常为黄精炮制的核心步骤，主要

分为蒸、炖、煮、炆 4 大类，加热方式如图 3 所示。

蒸法以水蒸气对饮片直接加热；炖法以沸水浴或水

蒸气经液体缓冲对饮片进行加热；煮法用沸水与药 

表 1  黄精的炮制工艺要素提炼 

Table 1  Extraction of processing elements for Polygonati Rhizoma 

炮制工序 炮制目的 描述 文献 

洗 除去泥沙等在采收、运输过程中夹带的杂质 洗净 16-25,27-29,31-38,40,42-44,46 

泡/漂 溶胀黏液细胞、溶解其中的针晶束，除去黄精的刺激性 2～3 h 42 

漂过夜 24,43 

漂 1 d 24,43 

润 软化药材使之便于切片，还可使植物组织复水，防止 

热处理时出现水热隔绝 

略润 16-27,31,34-36 

润 4～24 h 33,39 

黄酒（20～50 kg） 16-25,27,32-34,39-41,43 

黑豆（10～25 kg）汁 22,44-46 

熟地（15 kg）膏 47 

牛奶（200 kg） 48 

煮 热处理 水 20 

黑豆、黄酒 21 

与黑豆 10 kg 浓汁共煮至水尽 22,44-45 

（与牛奶）文火煮至吸干 48 

蒸 热处理 至切面黄棕色 46 

至色棕黑滋润 17,28,32,36 

至内外滋润黑色 18,21-22,24,27,35,42-43,45,47 

（或炖）至透心 16-22,24-25,30,44 

（或炖）至酒被吸尽 32 

先煮后蒸 20,22,44-45 

蒸 8～12 h 19,34,41 

每次蒸 4～12 h，反复 29,31,33-34,37-38 

蒸后加酒（12 kg）闷润再蒸 34,42 

蒸 24～32 h 23,39 

焗焖 均为先蒸后焖，变相延长药物的实际受热时间 焖 4、8、12 h 19,31,33,41 

焖过夜 29,34,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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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炮制工序 炮制目的 描述 文献 

炖 热处理 至酒被吸尽 23 

24～48 h 39-40 

炖 12 h，焖 8 h 41 

炆 热处理 先蒸后炆 24,43 

切 便于临床调剂和使用 厚片 16-26,28,30-36,38-40,42-45 

厚片（先切） 32,38,41,44,46-47 

厚片/短段 21 

片 19 

0.6～1.0 cm 咀 27 

1～2 cm 段片 29 

中段 37 

晒（干燥） 防止腐烂 拌回蒸液 16-48 

拌入 5 kg 白酒、5 kg 炼蜜 46 

 

 

图 3  长时间热处理的炮制方法：蒸 (A)、炖 (B)、煮 

(C)、炆 (D) 

Fig. 3  Processing methods of heating for a long time: 

steaming (A), stewing (B), boiling (C), and braising (D) 

材直接接触进行加热；炆以谷糠木屑的微弱火力保

持瓦陶容器内水处于微沸状态。从热源及实际受热

温度角度分析，发现蒸、炖、煮、炆 4 类炮制方法

均使黄精处于常压下约 100 ℃。 

如表 2 所示，黄精蒸、煮、炖均以 8～12 h 为

主，反复 2～3 次控制受热总时长约为 24 h，并以

“蒸透”“炖透”“色黑”为炮制终点；单次炮制的受

热时间多控制在 24～48 h。蒸、炖后要求焗焖保温

1 夜，炉火、容器的余温在一定时间内继续维持蒸

汽的产生，在容器材质保温效果好的情况下，可视

为延长热处理时间。炆法在炆 24 h 后喷淋黄酒再蒸

制 4～6 h，糠烬停火后瓦陶制容器的也可维持较长

时间的保温；此外，炆法一般要求加入温水[49]，以

减少水升温过程的无效炮制时间。此外，蒸、炖后

产生的药汁均需要在晾晒过程中拌回，煮、炆后则

要求药透汁尽；蒸、炖、煮、炆 4 法均可最大程度

地保留黄精饮片的药效物质基础。 

综上，蒸、炖、煮、炆的炮制过程虽在细节上

略有不同，但其本质大同小异，均是对饮片进行长

时间 100 ℃热处理，并最大程度地避免药效物质的

流失。 

1.3  黄精炮制（蒸制）工艺核心要素 

纵览不同研究者对黄精九蒸九晒工艺优化的探

索，各炮制工艺要素依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如表 3 所

示。可以看出：（1）当单次蒸制时间小于 2 h 时，

因增加次数延长了热处理的时间，“蒸制次数”成为

影响黄精品质最重要的因素；（2）当单次蒸制时间

足够长时，“蒸制时间”则成为影响黄精品质最重要

的因素；（3）随着干燥处理的温度从 70 ℃上升至

120 ℃，其对于黄精品质影响的重要程度也随之上

升。提示黄精九蒸九晒的关键是 100 ℃条件下的长

时间热处理。 

传统炮制条件下，可稳定维持的热处理温度仅

有 100 ℃，因此黄精炮制需要“从巳至子”（16 h）

的单次蒸制[59]或通过九蒸九晒延长其受热时间。当

前，高温高压设备及智能调控温传感器普及，在工

业大生产中可直接输送高温蒸汽提升炮制实际温

度，并可对实时温度-时间曲线进行分析，可得到较

为精确的“等效火候”，对于热加工饮片工艺的优化

或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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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精炮制工艺中热处理环节相关要素 

Table 2  Eelements of hydrothermal treatment in processing of Polygonati Rhizoma 

辅料 品名 热处理方式 热处理总时长 文献 辅料 品名 热处理方式 热处理总时长 文献 

黑豆汁 制黄精 煮＋蒸 ＞8 h 22 无 黄精 反复（蒸＋焖） ＞18 h 31 

黑豆汁 制黄精 煮＋蒸 ＞8 h 45 黄酒 酒黄精 炖＋焖 20 h 41 

黑豆汁 药汁炙黄精 煮＋重蒸 ＞10 h 44 黄酒 酒制黄精 蒸 24 h 23 

无 蒸黄精 蒸＋焖 8～12 h 34 无 蒸黄精/京四 煮＋重蒸 ＞24 h 20 

黄酒 酒黄精 蒸＋焖 12 h 41 黄酒 酒黄精 蒸 24～32 h 39 

黄酒 酒黄精 重蒸 ＞12 h 34 黄酒 酒黄精 炖 24～32 h 39 

黄酒 酒黄精 重蒸 ＞12 h 34 黄酒 炆黄精 蒸＋炆 28～30 h 24,43 

无 熟/制黄精 反复（蒸＋焖） ＞12 h 29 无 黄精 反复（蒸＋焖） 40 h 33 

无 制黄精 蒸＋焖 8～16 h 37 黄酒 酒黄精 反复（蒸＋焖） 40～48 h 33 

无 蒸黄精 蒸＋焖 16 h 19 黄酒 制黄精 炖 48 h 40 

无 黄精 反复（蒸＋焖） ＞16 h 38 黄酒 酒黄精 蒸＋焖 60～64 h 33 

无 黄精 反复（蒸＋焖） ＞16 h 38      

表 3  九蒸九晒工艺时各要素的重要性排序 

Table 3  Importance ranking of various elements in process of nine steaming and nine drying 

关键因素重要程度排序 文献 

蒸制次数（5～7 次）＞干燥温度（70～90 ℃）＞蒸制时间（20～40 min） 50 

蒸制次数（2～4 次）＞黄酒加入量（10%～30%）＞焖制时间（1～3 h）＞蒸制时间（60～80 min） 51 

炮制时间（40～80 min）＞黑豆用量（5%～20%）＞炮制压力（0.1～0.2 MPa）＞闷润时间（1～3 h） 52 

蒸制时间（6～8 h）＞干燥温度（60～80 ℃）＞黄酒用量（10%～30%） 53 

清蒸时间（6～26 h）＞干燥温度（70～90 ℃）＞焖润时间（0～12 h） 54 

蒸制时间（6～14 h）＞焖制时间（0～12 h）＞加酒量（10%～30%）＞润制时间（6～14 h） 55 

干燥温度（60～100 ℃）＞炮制时间（9～13 h）＞饮片厚度（2～4 mm） 56 

蒸制温度（110～120 ℃）＞蒸制时间（40～80 min）＞蒸制次数（1～3 次）＞加酒量（10%～30%） 57 

蒸制温度（115～125 ℃）＞蒸制时间（1～3 h）＞蒸制次数（1～3 次） 58 

 

2  黄精蒸法炮制的工艺要点解读 

蒸法是水火共制的一种，是黄精炮制方法中

历史最悠久、使用最广泛的炮制方式。药材在较长

时间的水热处理过程中组织结构被破坏，使饮片

中有效成分在临床的常规煎煮过程中更易被提

取。对饮片的蒸法工艺进行解读，为实际工业生产

提供参考。 

2.1  热源：为蒸气提供初始动能 

在炒法、炙法等火制方法的操作过程中，常会

因火力记载不明确、炮制经验及炮制习惯不同等，

导致饮片炮制时实际受热温度存在差异，为传统工

艺的现代标准化和内在科学原理解读带来不确定

性。而蒸法、煮法等水火共制方法却很少存在此类

争议，因为从中医理论的发源到中药的临床应用，

其主要场景均位于两河流域的平原地区（高原、山

区等地通常会孕育更有特色的民族医药[60]），海拔

与气压相对稳定，水的沸点相对恒定，以水火共制

的中药，其饮片的实际受热温度不易因炮制者的主

观判断而产生偏差，易保持炮制条件在古今、地域

间的一致性。 

蒸法在火的运用上通常分为 2 个阶段：第 1 阶

段，火促使水蒸气快速生成，通常采用武火，迅速

加热至沸腾圆气；第 2 阶段，火维持水蒸气的生成，

火力大小不影响水蒸气的温度（所制药物的实际受

热温度），只影响水蒸气的产生速率及初始动能，因

此文火[61]、武火[62]均有使用。 

蒸制过程中火力的选择主要受到炮制设备及所

蒸药量的影响。古代通常采用的蒸制设备为炉膛（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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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烧火、有口通烟，火上架锅烧水，水上以篦放

置待蒸中药，扣木甑以使水气冷凝回流。在该设备

的应用场景下，药物位置距离液面较近，蒸气及热

量供应充足，因此在圆气后改用文火是较为经济、

节省燃料的选择。 

现代蒸制通常采用如图 4 所示的蒸制设备。当

药量较少时，容器底面受热速率大于侧面和顶面的

散热速率，圆气后采用文火也可维持药物的受热；

当药量较多时，容器散热较快，文火产生的水蒸气

动能不足，易导致远热源区药物的实际受热温度无

法达到炮制所需，因此需在圆气后仍保持武火直至

蒸制过程结束。 

 

图 4  不同的容器形状对蒸制过程火候有不同的要求 

Fig. 4  Different container shapes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temperature of steaming process 

在现代工业化蒸制时，基本已完成蒸气发生器

与药物容器空间上的分离，采用管道输送蒸气对药

物进行热处理，且水蒸气初始温度较高、输送管道

及蒸箱的保温效果也较好。药物批次置换后，需先

将蒸箱内的冷空气排掉，当排气口温度检测装置示

数稳定于 100 ℃以上时说明蒸箱内整体温度达到

炮制所需温度。 

2.2  蒸气：决定饮片的实际受热温度 

蒸气是药物蒸制过程中的直接热源，热量从“热

源（火/电）→蒸气发生器（水槽）→蒸气→药物内

外相互沟通的液体环境”逐级传递。在蒸制的起始

阶段，容器内空气被水蒸气置换排出，环境升温较

快、药物升温较慢，形成温差。水气在药物表面遇

冷，因过饱和而凝结成高温液滴，与润药过程中形

成的内部液体环境沟通，促进药物内外温度逐渐平

衡（图 5）。 

对于有致密外壳、黏液层，或是体积大、质地

坚实的药材，由于热量不易渗透至内部，通常需要

较长时间的热处理以达到“透心”的效果，因此多

采用蒸、煮等水火共制的方式。蒸、煮法能够在较

长时间内提供稳定的热处理温度，并通过水的导热

作用使热量均匀渗透；而炒、炙等仅靠容器介质传 
 

 

图 5  蒸制过程中的热量传递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heat transfer during steam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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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会导致药材内外受热不均等问题，因此在黄精的

炮制沿革过程中，蒸法一直为主流的炮制方式。 

蒸制过程可对药物结构进行穿透性的破坏：表

层的致密组织先接触传热介质，药物表里形成温差，

随蒸制时间的延长，该温差界限逐渐内移，直至中

心部位与环境温度相同，达成传统经验判断炮制终

点的主要依据——透心。此外，药物表里还存在药效

物质的浓度梯度差，蒸制过程形成了微观上的索氏

回流提取，蒸气凝结后以纯溶剂形式附着在药材表

面，带来了足够支持胞内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温度

和能量；而植物的生理结构被高温破坏后，胞内物

质随组织内外水环境的沟通而流失，并在水槽中富

集，因此，药物在蒸制过后需拌回药汁，以平衡该

浓度差。 

蒸制过程中，水与药物比例十分重要，初始水

量太多易导致大量时间耗费在蒸气的制备阶段；太

少又易因蒸气量不足而迫使蒸制过程中断，药物难

以蒸透。中途“淋水”的步骤[63]，其本质是为下方

的蒸气发生器补充原料，使蒸制过程延续至规定时

长。在现代工业蒸制过程中，热源温度与沸点温度

的差值决定了水蒸气的产生速率和初始动能，体现

为蒸气的输送速率；药物的实际受热温度可通过监

测容器内环境温度进行控制；水蒸气作为直接热源，

其温度和输送速率决定了单位时间向所蒸药物的传

热速率。 

2.3  发酵：大分子物质的生物降解 

重蒸法（含九蒸九晒）较单蒸法还包含了生物

发酵的环节。在传统认知中，晾晒的主要目的在于

使之干燥失水，便于拌回药汁或贮存。该过程通常

伴随着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变化[64]，如原有成分的氧

化和降解、挥发性成分的散失、纤维素发生形变甚

至断裂等。该过程主要受到日照、风、露水等自然

环境的影响，日照时紫外线暴露可以杀灭一些常见

的细菌，有利于饮片的贮存；空气流通（自然风）

有助于降低饮片的含水量，并引起常见微生物的定

植。有研究认为与“日晒”相对的“夜露”也是九蒸

九晒等重蒸法炮制中重要的环节[65]，“夜露”步骤的

温度和湿度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有助于饮片

中部分成分的生物降解和微生物代谢产物的积累。 

生物氧化和发酵作用也是晾晒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炮制过程中蒸晒行为不仅是“生物降解-热降解”

进程的循环，也是微生物随风定植、夜晚大量增殖、

暴晒部分杀灭、蒸制完全杀灭的发酵周期循环。发

酵过程有助于饮片中高聚物的降解溶出，积累特定

基质下的活性代谢产物；源于微生物的酶类或质粒

随饮片的煎服进入人体，可能参与调控患者体内的

肠道菌群[66]；微生物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会

与饮片内的活性成分相互作用[67]，从而提高难溶成

分的生物利用度[68]等，从多种角度对饮片的临床药

效产生影响。 

3  黄精炮制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变化 

黄精的主要炮制方式是在较高的温度下进行长

时间的水热处理，若炮制的目仅为饮片中小分子物

质（如皂苷）的转化，则不需要 16～48 h 的热加工。

因此，大分子物质，如众多研究者所关注的多糖，

其在水热处理过程中的变化或为关键所在。 

3.1  黄精多糖 

黄精多糖的药效与黄精的临床功效存在较大程

度的吻合，可视为其主要药效成分[69-72]。随着炮制时

间的延长和炮制反应的进行，黄精中糖聚合物的变

化体现出“前体物质减少、中间产物先增加后减少、

末端产物增多”的规律。从各级糖聚合物（图 6）变

化趋势来看：5-羟甲基糠醛是糖类热降解反应的特征

产物之一[73]，其含量在黄精九蒸九晒炮制末期显著

升高[74-77]，常作为黄精炮制工艺优化的指标成分之

一。黄精中寡聚糖含量在炮制过程中呈先增加后递

减的趋势[78]：酒蒸后，蔗糖、棉子糖、蜜二糖等寡聚

糖水解[79]，游离果糖和葡萄糖含量增加[80]，16 h 后

小分子糖总量达到最高[81]。黄精多糖在九蒸九晒过

程中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82-84]；炮制后其所含单

糖（半乳糖和甘露糖）含量升高[85-86]。黄精多糖的相

对分子质量随蒸制时间变化而变化，蒸制早期（90 

min）多产生相对分子质量为 1.72×103、3.34×104的

多糖[87]，九蒸九晒后多糖相对分子质量显著增加[88]，

可达 7.58×104～7.64×104[89]，甚至高达 1.138×

107[90]。对于此现象，部分研究者认为多糖在炮制过

程中发生了聚集[91]，而笔者认为在热处理过程中，大

分子聚合物的降解应为主要炮制反应，多糖相对分

子质量增加的表象是原本无法提取的高聚多糖其相

对分子质量降解至可提取区间的结果（图 7）。 

黄精炮制品的水提液呈弱酸性（pH 3.72～

5.81），提示黄精炮制过程中可生成酸性物质[83]。在

该 pH 值范围内，水热处理可促进大分子多糖的有

序结构整块丢失，提高果胶的得率[92-94]。此外，在

九蒸九晒的晾晒过程中，随着日照时间的积累，紫

外线会介导活性氧和自由基的生成，进一步促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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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多糖降解过程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polysaccharide degradation process 

 

图 7  多糖类物质在炮制过程中的变化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nges of polysaccharides in 

processing process 

糖的降解[92,95]。晾晒的失水过程伴随着细胞壁的形

态学变化[64]，生物酶会影响主要组成多糖的丰度[96]。 

3.2  蛋白质 

在热处理过程中，熵可以驱动水中蛋白质的折

叠结构展开[97]，促进水和自由基攻击暴露在溶剂中

的蛋白质侧链，并对其三级结构进行渗透（而不破

坏其二级结构）[98]。水环境是热处理过程中蛋白质

变性的重要因素[99]，为蒸制前润湿饮片的步骤提供

了合理的科学解释。 

从多花黄精中提取的总蛋白质质量分数为

4%～13%[100]，优化提取工艺后可达 16%[101]；酒黄

精的蛋白质含量是生黄精的 8.67 倍，酒黄精粗多糖

中蛋白质质量分数较生黄精粗多糖增加了

26.17%[102]，表明炮制可使蛋白质的提取率升高，这

与黄精中多糖的情况类似。黄精炮制后黄精中总氨

基酸含量增加[103]，其中 5 种必需氨基酸含量显著升

高[104]，营养价值提升，氨基酸含量的提升表明部分

蛋白质在蒸制过程出现降解。 

3.3  皂苷 

黄精中甾体皂苷类化合物有 88 种[105]，炮制过

程中甾体皂苷类成分存在相互转化[106]。其中薯蓣皂

苷在 100 ℃处理 6 h 后，可脱去 2、3 个糖（图 8），

生成次级产物延龄草苷和薯蓣皂苷元[107]，进一步说

明长时间炮制的关键可能在于糖类物质的降解，并

使之释放出具有活性的小分子产物。糖类的结构富

含羟基，极易形成分子内和分子间的氢键，提示糖

类聚合物的变性和降解比蛋白质需要更长时间和更

高温度。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所限，能稳定保持

的最高温度即为水沸腾的温度，无水（炒法等）虽

然可以使炮制温度更高，但很难稳定地控制在

100～150 ℃（150 ℃以上植物纤维即容易发生燃

烧，破坏药材和饮片）。因此，多糖等生物大分子的

变性与降解或许为影响黄精药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4  黄精炮制工艺优化策略 

目前黄精炮制方法的优化问题集中于：（1）是

否可以通过提高炮制温度的方式，减少炮制时间、

提升炮制效率；（2）改换工艺后如何确定炮制终点。

拟对这 2 个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4.1  基于火候一致性优化黄精炮制工艺 

随着炮制温度上升，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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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炮制过程中皂苷转化示意图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saponin conversion during processing 

统的蒸制工艺中，不论是“从巳至子”还是“半日

方透”，均是从圆气开始计时，期间饮片实际受热温

度因水蒸气的稳定产生而稳定于 100 ℃。根据范特

霍夫规则，反应温度每升高 10 ℃，反应速率会变

为原来的 2～4 倍，因此，炮制温度＞100 ℃时，仅

在达到额定时间后计时是不妥当的。因而，为保证

最终产品的炮制效果，引入考察参数——火候，定义

式为 U＝ 0( )iT T− （Ti≥T0）或 U＝ 0( )diT T t− ，U

表示火候，t 表示蒸制时间，Ti为实时测得的饮片所

处环境温度（蒸气实时温度，在蒸法中可视为饮片

实际受热温度），T0 为足以支持饮片内发生炮制化

学反应的温度（在蒸法中为蒸气温度）。 

由于水温达 60 ℃时已有肉眼可见的蒸气产

生，因此在蒸制过程中，T0＝60 ℃；当蒸制容器内

实际温度 Ti 高于 T0 时，饮片开始从蒸气中接受热

量，以实时温度与额定温度的差对达标的炮制时间

积分，得到饮片实际被热量影响的情况，作为火候。 

4.2  基于温度-炮制时间等价性优化黄精炮制工艺 

对火候物理量下定义时，不仅需要考虑温度与

时间，还应考虑温度提升后引起的反应速率变化。

根据与蒸制过程类似的灭菌过程及相关理论[108]，采

用F与F0值作为验证温度-炮制时间等价性的参数。 

4.2.1  蒸制反应时间曲线与D值  大分子物质的热

变性过程可近似为一级动力学过程[109]，如以多糖作

为黄精蒸法炮制过程中的质量标志物，其热变性将

符合下列方程。 

lgNt＝lgN0(−kt/2.303)                   （1） 

N0 为黄精中可变性多糖的初始含量，Nt 为蒸制时间为 t 时黄

精中的可降解多糖含量，k 为蒸制反应速率常数 

以可变性多糖在 t 时含量的对数 lgNt 对时间 t

作图，可得 1 条直线，斜率为−k/2.303。公式（1）

也可改写成： 

T＝2.303/k(lgN0－lgNt )                   （2） 

D 值是指在蒸制温度下黄精可变性多糖降解达 90%时所需

时间 

根据 D 值的定义，则： 

D＝t＝2.303/k(lg100－lg10)＝2.303/k      （3） 

D 值也可看作饮片中待测物质降低 1 个数量级

或 1 个对数值（如 lg1 000 降低到 lg100）所需时间。

D 值越大表明组分耐热性能越好，饮片或成分类型、

蒸制温度不同，D 值也不同。 

4.2.2  Z 值  在设计蒸制温度条件时，为了确保炮

制效果，必须了解在该温度下饮片或饮片中特定成

分的 D 值，掌握温度变化对 D 值的影响。衡量温度

对 D 值影响的参数称为 Z。 

Z 值是指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对特定的饮片进行

蒸制时，降低一个 lgD 所需升高的温度，单位为℃。

可用公式表示为： 

Z＝(T1－T2)/(lgD2－lgD1)               （4） 

D2 为温度 T2的 D 值，D1 为温度 T1 的 D 值 

将公式（4）重排，得： 

D2/D1＝10(T1
－T2)/Z                     （ 5 ） 

若 Z＝8.5 ℃，则表明蒸制温度每增加 1 ℃，

其炮制化学反应速率提高 31.1%，即 110 ℃蒸制 1 

min 与 105 ℃蒸制 0.258 min 的效果相当。Z 值越

大表明饮片对蒸制温度变化的“敏感性”越弱，通

过升高蒸制温度来加速炮制化学反应的效果就越

不明显。 

4.2.3  F 值与 F0值 

（1）F 值：系指在一定蒸制温度（整个蒸制过

程的实时温度）T，给定 Z 值所产生的蒸制效果与

参比温度 T0 给定 Z 值所产生的蒸制效果相同时所

相当的时间，单位 min，用公式表示为 

F＝ 1 2( )/

0 10 T T ZT −

 或 F＝Δt 0( )/
10

T T Z−


    

（6） 

Δt 为测量蒸制过程中温度的时间间隔，根据设备实时记录

功能的默认设置通常是 0.5～1.0 min 或更小。T 为间隔每

个 Δt 测得的蒸制温度。按式（6）定义所得 F 值也称为物

理 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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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值又称炮制 F 值，还可看作 D 值与饮片物质

基础改变值的乘积，即： 

F＝Dt(lgN0－lgNt)或 F＝Dt(lgN0－lgNs)      （7） 

Nt 为蒸制后预期达到的物质基础（即九蒸九晒炮制终点、物

质基础变化达到统一、平衡时的状态），一般取 Ns 为所选取

指标的稳定值；F 值是在一定温度下所蒸制饮片物质基础达

到稳定所需的时间 

（2）F0值：对于黄精炮制，参比温度（T0）定

为 105 ℃，参比饮片的物质基础选择多糖，假设其

Z 值测得为 8.5 ℃，此时得到的 F 值称为 F0值。用

公式表示为 

F0＝Δt
( 105)/8.510 T−                 （8） 

F0 值为实时蒸制温度（Ti）产生的蒸制效果与 105 ℃时产生

的炮制效果相同时所相当的时间（min）。即 F0 是将饮片在

炮制过程中不同蒸制温度下的蒸制时间折算成与 105 ℃九

蒸九晒等效的蒸制时间 

在蒸制过程中，如所用设备可实时记录下饮片

蒸制的温度与时间，即可通过式（8）算出 F0 值。

如假设通过实验、数据拟合后求得 Z＝11.808 时，

表明在 105 ℃蒸制 0.377 min 可获得与 100 ℃条件

下蒸制 1 min 相当的炮制效果。 

随着工业生产中实现蒸汽发生器和药物容器空

间上的分离，蒸气温度（即炮制实际温度）可以方

便地控制和监测，可通过在容器顶部加装温度检测

器的方式监测炮制实际温度。 

5  结语 

炮制工艺的改良应建立在对炮制原理明晰的基

础上，本文从黄精的古今炮制沿革入手，分析各阶

段、各地区黄精炮制法的异同之处。明确指出黄精

炮制的共同点：较长时间的 100 ℃的热处理，目的

是实现黄精中的生物大分子如多糖、蛋白质等发生

变性和降解。 

现有技术水平已可以实现稳定提升炮制温度，

这有利于减少炮制时间、提升炮制效率，在此基础

上，黄精炮制工艺优化的关键技术难题在于如何科

学地确定炮制终点。本文提出了火候的物理概念和

计算方式，在考虑温度对炮制反应速率影响后发展

了炮制 Z 值、F 值等物理概念，在测得必要动力学

参数之后该理论可计算不同温度下的等效火候，进

行炮制终点的科学判定。本文提出了改进后工艺与

原工艺的炮制一致性考察策略，为其他需九蒸九晒

的中药炮制工艺改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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