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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孟河医派天冬特色炮制工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查阅相关医药古籍和近代文献等

资料,通过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从临床验案、方法学、炮制原意等方面探讨孟河医派天冬特色炮制工

艺。研究发现,孟河医派天冬炮制工艺主要有“去心”“炒”“青黛拌衣”“酒润”“酒蒸”等,其中“青黛拌

衣”“酒润”和“酒蒸”等较具特色,不过由于资料有限,关于孟河医派天冬特色炮制工艺相关物质基础

变化、作用机理和关键工艺参数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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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haracteristicProcessingMethodstoAsparagusCochinchinensis
inMengheMedicalSchool

JuLing,ZhouYutian,ShiLun,ZhuYueqin,LiuCh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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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haveamore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thecharacteristicprocessingmethodsto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inMenghemedicalschool.Throughsortingoutandanalyzingtherelevantancientmedicalbooks,mod-
ernliteratureandsoon,itdiscussedfromtheaspectsofclinicalexamples,methodresearch,andprocessingoriginalin-
tention.TheprocessingtechnologytoAsparaguscochinchinensisinMenghemedicalschoolmainlyincluded“remove
heart”“frying”“mixedwithIndigonaturalis”,“winemoistening”and“winesteaming”.Amongwhich“mixedwithIn-
digonaturalis”,“winemoistening”and“winesteaming”weremoredistinctive.Thereweresomethingneedtobefur-
therstudiedaboutthechangesofmaterialbasis,actionmechanismandcriticalprocessparametersofthecharacteristic
processingmethodstoAsparaguscochinchinensisinMenghemedicalschool.
Keywords:MengheMedicalSchool;AsparagusCochinchinensis (Lour.)Merr;TheCharacteristicProcessingMeth-
ods;MixedwithIndigoNaturalis;WineMoistening;WineSteaming;CriticalProcessParameters

  天冬,又名天门冬,为百合科植物天冬Aspara-
guscochinchinensis(Lour.)Merr.的干燥块根,其性味
甘、苦、寒,归肺、肾经,具有养阴润燥、清肺生津之功
效,用于肺燥干咳、腰膝酸痛、骨蒸潮热等症[1]。天
冬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2],其炮制工艺的记载
由汉代开始,至明清时期逐渐丰富,其中以“去心,干
燥”最为常见,然天冬炮制工艺近年来的研究报道较
少,发展受限。孟河医派为江苏常州著名地域性医
学流派,因其独特炮制技术,在临床上具有独到而确
切的疗效[3]。本研究拟对孟河医派天冬特色炮制工
艺进行挖掘研究,旨在促进天冬后续炮制工艺进步
以及为孟河医派地方特色炮制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做
出贡献。

1 资料与方法

查阅相关医药古籍和近代文献资料,对所收载
的天冬炮制工艺进行整理归纳与总结分析。同时从
临床病案、方法学和炮制原意等方面对孟河医学流
派的天冬特色炮制工艺进行研究探讨。

2 结果

2.1 文献资料整理与分析

2.1.1 古籍资料整理 古籍文献中收载的天冬炮
制工艺,基本以净制为主,其他还有切制、炒制、水火
共制及焙、捣、药材拌等特色工艺。现按文献成书年
代前后,将其具体情况整理如下,见表1。

表1 记载有天冬炮制情况的古籍资料整理

年代 本草著作 炮制分类 具体描述

汉 《伤寒论》[4] 净制 去心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5]
净制

切制
蒸,剥去皮;薄切,暴于日中,或火烘之也

《雷公炮炙论》[6]
净制

蒸制:酒蒸

采得了,去上皮一重,便劈破,去心,用柳木甑,烧柳木柴,蒸一伏时,洒酒令

遍,更添火蒸,出曝,去地二尺已来,作小架,上铺天门叶,将蒸了天门冬摊

令干用

唐

《备急千金要方》[7]
净制

其他制法:捣汁
去心皮,干漉去水,切捣压取汁三四遍,令滓于如草乃止

《外台秘要》[8] 其他制法:捣汁 捣取汁

《食疗本草》[9]
净制

煮制:加蜜
去皮心;入蜜煮之

宋

《圣济总录》[10]
净制

切制

其他制法:焙
净洗浸两日去心细切;去心焙

《普济本事方》[11] 净制 略用水浥去心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2]
净制

其他制法:焙
凡使、先以汤微润,抽去心,焙干

《本草图经》[13]
净制

切制

其他制法:焙

细切,阴干,捣,下筛;四破之,去心,先蒸半炊间,暴干;停留久,仍湿润,入
药时重炕焙令燥

金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14] 净制 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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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年代 本草著作 炮制分类 具体描述

元

《瑞竹堂经验方》[15]
净制

其他制法:焙
去心;焙

《丹溪心法》[16]
净制

炒制
去心;炒

明

《普济方》[17]
净制

其他制法:焙
其他制法:捣汁

去心,以水一升煮烂,候水尽,细研;去心,焙;慢火炙;去心,捣压,取令汁尽

《奇效良方》[18]
净制

蒸制:酒蒸

其他制法:焙
去心,焙;焙干,去心,切;去心,用柳甑(算)以酒洒之,蒸九次,待干秤用

《本草蒙筌》[19]
净制

蒸制

其他制法:加姜蜜煮

夏秋采根、蒸烂、去皮去心,曝干旋咀旋用;和姜蜜熬膏

《医学纲目》[20]
净制

其他制法:焙
去心,焙;酒浸,去心,焙干

《仁术便览》[21]
净制

其他制法:液体辅料浸
水润略蒸去心,有酒浸,姜汁浸,免恋膈,伏日洗,抽心极妙

《证治准绳》[22]
净制

切制
去心,铡细用

《医宗粹言》[23]
净制

其他制法:捣泥
入丸药酒浸极烂,捣如泥,调和众药

《寿世保元》[24]
净制

炒制:盐炒
水浸,去心皮;去心盐炒

《景岳全书》[25]
净制

其他制法:液体辅料浸
去皮去心,酒浸,去心

《外科正宗》[26]
其他制法:捣膏

炒制:盐炒
捣膏;盐水拌炒

《炮炙大法》[27]
净制

蒸制:酒蒸
其他制法:捣末

劈破去心,用柳木甑烧柳木柴,蒸一伏时,洒酒令逼更添火蒸出曝;凡丸散药
也先细切,暴燥乃捣之,有各捣者,有合捣者,其润湿之药如天门冬(注:天
冬)、地黄,辈,皆先切暴之,独捣或以新瓦慢火炕燥、退冷,捣之则为细末

《本草汇》[28]
净制

蒸制:酒蒸
去心酒拌蒸

清

《本草述钩元》[29]
净制

蒸制:酒蒸

其他制法:焙

汤浸去皮心、焙热即当风凉之、如此二三次自干、不损药力。或用柳甑算蒸

一伏时、洒酒令遍、更添火蒸一伏时、取出、用一小架、去地二尺、摊上晒干

又法,去心,槌扁极薄、晒干、隔纸焙焦用

《医方集解》[30]
净制

炒制:清炒
去心;炒

《本草新编》[31]
煮制:加糖、蜂蜜、

甘草共煮

或疑天门冬性寒,以砂糖蜜水煮透,全无苦味,则寒性尽失,不识有益阴虚

火动之病乎,夫天门冬之退阴火,正取其味苦涩也,若将苦涩之味尽(失),
亦后何益,或虑其过寒,少(失)其苦涩,而加入细节甘草同糖蜜共制,庶以

之治阴虚咳嗽两有所宜耳

《本草备要》[32]
净制

蒸制:酒蒸
去心皮,酒蒸

《药品辨义》[33] 净制 打扁,抽去心

《良朋汇集》[34]
净制

其他制法:酒浸
去心;酒浸

《得配本草》[35]
净制

蒸制:酒蒸
去心皮,酒拌蒸,晒用

《孟河四家医集》[36]

净制

炒制:清炒

蒸制:酒蒸

其他制法:青黛拌

去心酒润;炒;去心用,取肥大明亮者酒蒸;青黛拌

2.1.2 近代文献资料整理 查阅各地方中药炮制
规范及相关专著,按照版本年代的前后顺序进行归
纳整理,见表2。结果显示,近代天冬的炮制工艺亦

以净制和切制为主。其中净制多强调“迅速洗净”
“抢水洗”“闷润”等,部分版本中为保证饮片色泽,以
明矾水泡洗;而切制以“切薄片”“切段”等较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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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版本规定了具体细节,如湖南省相关文献载“切
1~2cm段片”、四川省相关文献载“切长段(9~
15mm)薄片”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
的炮制工艺仅有“除去杂质,迅速洗净,切薄片,干

燥”[1],而上海、浙江等省收载了“清炒”,河南等省收
载了“蜜炙”,青海省将天冬与牛奶共煮,1986版《北
京市中药炮制规范》和《莆田中药加工炮制》还提到
“朱砂拌衣”。

表2 近代文献所载天冬炮制情况整理

近代资料来源 炮制办法

1986年版《北京市中药炮制规范》
天冬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泛油色黑者。洗净,润透,切中段,干燥

朱天冬 取净天冬,置容器内喷洒清水,拌均微润,加入朱砂粉撒均,随时翻动,至外面挂均朱砂为

度,取出晒干。每天冬100kg,用朱砂粉1.8kg

1986年版《云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取原药拣净杂质,淘洗,捞出吸润约24小时至透心为度,铡成短结片,晒干

1988年版《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泛油色黑者,洗净,晒至半干,切薄片,干燥

1999年版《湖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
拣去油黑色的枯条,用明矾水洗净,捞出,晾至6~7成干,切1~2厘米段片,烘干,筛去灰屑即得。
每天冬100公斤,用明矾240克

2002年版《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迅速洗净,闷润12~16小时,切长段(9~15mm),干燥

2002年版《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变质发黑者,抢水洗净,晒至八成干时切薄片,干燥

2005年版《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变质发黑者,抢水洗净,稍晾,切段,干燥,筛去碎屑

2005年版《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天冬 除去杂质,迅速洗净,切薄片,干燥

蜜天冬 取天冬片,照蜜炙法(炮制通则)炒至不粘手为度。每100kg天冬片,用练蜜12kg

2006年版《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 除去杂质及泛油色黑者,抢水洗净。或用明矾水洗净,晒至半干,切厚片,干燥

2007年版《广西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除去杂质,抢水洗净,晒干表皮,大小分档,小枝切段;粗大者切厚片,低温干燥,筛去灰屑

2008年版《江西省中药炮制规范》 取原药,除去杂质,抢水洗净,稍润,(纵)切薄片,去心或不去心,干燥

2008年版《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迅速洗净,闷12~16小时,切长段(9~15mm),干燥

2010年版《青海省藏药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500g,与牛奶1000mL共煮,待牛奶蒸发和渗入药材后取出,切段,晒干即得

2015年版《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
天冬 取原药,除去杂质及油黑者,抢水洗净,晾至半干,切段,干燥

炒天冬 取天冬,炒至表面起泡,微具焦斑时,取出,摊凉

2018年版《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天冬 将原药除去黑色油脂等杂质,用明矾水洗净,取出,洗去明矾水(过软者略晒),切厚片,干燥,
筛去灰屑。每天冬100kg,用明矾0.6kg
炒天冬 将天冬清炒至微具焦斑,筛去灰屑

《莆田中药加工炮制》[37]

天门冬块:将原药拣去杂质及黑色油脂,每百公斤用白矾600克泡水洗,再以清水淘净,捞起,过软

者略晒,切片,厚约3毫米,晒或烘干,筛去灰屑

朱天冬:取切成的天冬块,用水喷匀微湿,撒入朱砂细粉,随时翻动,至药料外面染匀朱砂为度。取

出风干即得

《中药的炮制》[38] 拣去杂质,洗净,捞起,闷润一小时至透心,切段,或用小刀顺直条剖开四边,翻转,晒干

2.2 孟河医派特色炮制工艺研究
《本草衍义》认为天冬“治肺热之功为多。其味

苦,但专泄而不专收,寒多人禁服”[39]。孟河医派也

认为“天门冬性寒而滑”[36],临方入药需经炮制,经整

理发现天冬的临方炮制工艺有“去心”“炒”“青黛拌
衣”“酒润”“酒蒸”等。
2.2.1 临床验案 (1)“去心”较为多见。《医方论》
所载“大造丸”的制备:“天冬(去心)、麦冬(去心)各
一两”[36],用于滋阴养血、补益肺肾。《马评外科证治

全生集》亦载“天麦二冬并去心”[36],用于治疗虚火所

致口疳积岁不除根之口舌疾患。
(2)“炒”。见于《医方论》天王补心丹,原文:“生

地四两(酒洗),人参,玄参(炒),丹参(炒),茯苓(一
用茯神),桔梗,远志(炒)各五钱,酸枣仁(炒),柏子

仁(炒研去油),天冬(炒),麦冬(炒),当归(酒洗),五
味子(炒)各一两,蜜丸,弹子大,朱砂为衣。一方有
石菖蒲四钱,无五味子。一方有甘草。此方原为心
血不足、征仲健忘等症而设,故收敛之药,不嫌太重。
有桔梗载药上浮,远志开通心气,二味已足,减去石

菖蒲者为是,否则开泄太猛,非虚人所宜也。”[36]

(3)“青黛拌衣”。见于《费伯雄费绳甫医集》肝
风篇之溉肾柔肝法,原文:“南沙参四钱,潼白蒺藜各

三钱,羚羊片(先煎)一钱,怀牛膝二钱,天麦冬(青黛
拌)各二钱,女贞二钱,淮山药三钱,丹皮二钱,生龟
版(打)四钱,茯苓二钱,莲子十枚,治肾阴久亏,肝热

生风之内热头痛,久而不愈。”[36]

(4)“酒润”“酒蒸”。《马评外科症治全生集》载
有将天冬“去心酒润。治阳物不起,润五脏咳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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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降火,去风热烦闷、中风”[36];《千金珍秘方选》所载
洞天酥香膏以“酒蒸”天冬入药,“常贴脐上或命门,
能通十二经血脉,固本全形,返老还童。并治五劳七
伤淋泻痞证,元虚气喘,瘫痪等症”[36]。
2.2.2 方法探究 (1)“去心”。天冬“去心”,早在
《伤寒论》中就有记载[4],此后历代古籍都有延用,只
是具体操作方法有所不同。如《雷公炮炙论》载有
“劈破去心”[6];《普济本事方》载有“略用水浥去
心”[11];《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则是直接“抽去心”[12];
《本草图经》记载“四破之,去心”[13];《药品辨义》载有
将天冬“打扁,抽去心”[33]等。孟河医家亦沿用了前
人“去心”的制法。然现代医家对于天冬“去心”则甚
少提及。

(2)“炒”。与《五十二病方》中“火嚣盐令黄”[40]

的“嚣”及《神农本草经》中“火熬之良”[2]的“熬”相
似,元代王好古曾在《汤液本草》“连轺”项下指出:
“方言熬者,今之炒也”[41],可见“炒”的记载历史悠
久。纵观历代古籍,天冬的“炒”制法较早见于元代
《丹溪心法》的“清炒”[16];此后明代《景岳全书》也有
“清炒”[25]的记载。清代《医方集解》[30]、孟河医家费
伯雄《医方论》[36]及现代医家亦沿用“清炒”这一
制法。

(3)“青黛拌衣”。中药“拌衣”出现时间较晚,至
今被沿用仅有200多年,此法可增强被拌药物的治
疗作用。“青黛拌”首见于孟河医家《医醇賸义》中
“麦冬(青黛少许拌)一钱五分”入方的记载[36]。之
后,随着临床用药的需要,“青黛拌”又衍生出“拌蛤
壳”[42]、“拌茯神”[43]、“拌黑栀”[44]等。“青黛拌”被孟
河医家沿用至今,业已成为其特色炮制工艺之一。

(4)“酒润”“酒蒸”。关于“酒”用于医疗方面的
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我国
最早医药典籍《黄帝内经》中即有“汤液醪醴,以为备
耳”[45]的记载。此后,将酒作为辅料炮制药材的工艺
逐渐成熟,《雷公炮炙论》所载采用酒制的品种就有

40多种[6]。
天冬“酒润”,源于明代《医学纲目》所载“酒浸,

去心,焙干”[20]。孟河医派所用“酒润”,与“酒浸”略
有不同,“酒浸”即用适量的酒浸渍,以酒被吸尽为
度,使药材软化,便于切制[46],而“酒润”则在工艺上
更为细腻,以边淋洒酒、边搅拌,而后闷润为宜。

天冬“酒蒸”,最早见于《雷公炮炙论》:“用柳木
甑,烧 柳 木 柴,蒸 一 伏 时,洒 酒 令 遍,更 添 火
蒸……”[6]关于“蒸”,早在《诗经·大雅·生民》中即
有“释之叟叟,烝之浮浮”[47]的记载。作为烹饪技法
的“蒸”,又是中药材炮制工艺的一种,《神农本草经》
载有“桑蜱蛸(注:桑螵蛸):蒸之”[2],此后相继出现

了各种加辅料的“蒸”。随着“蒸”日臻完善,天冬“酒
蒸”又出现了细节描写,如《本草述钩元》提到“蒸”的
频次:“用柳甑(箅)以酒洒之,蒸九次。”[29]孟河医派
天冬的“酒蒸”,很好地延续并发展了古人的制法,其
操作过程更为精细,以边淋洒酒、边搅拌,待拌匀后,
再入笼屉蒸透。而现代有关天冬的“蒸”,多仅用于
软化天冬。
2.2.3 炮制原意 (1)“去心”。古代文献对此观点
并不一致,《雷公炮炙论》[6]《医学入门》[48]《修事指
南》[49]等均认为“去心”可除烦。但也有认为“去心”
非必要,如《本草乘雅半偈》曰:“入汤膏者亦连心用,
方合上德全体,今人去心,不知何所本也。”[50]《吴鞠
通医案》认为有心可以入心经,直清心经之热[51]。天
冬“去心”的形成原因历代皆未明言,其中《本草经集
注》[5]《救荒本草》[52]等有说天冬古时用于食用,可能
因其“心”口感不佳,不易食用,则将天冬“心”予以去
除。而现代炮制学认为,有的根皮类中药材之“心”
纤维性强、质地坚硬且粗糙,既影响药物的纯净度,
也不便于切制,故宜去之;然天冬“去心”,并非完全
此列,应结合临方用药情况进行深入探讨。

(2)“炒”。其目的古人各有论述,《医宗粹言》认
为“凡药用子者俱要炒过,入煎方得味出”[23],《寿世
保元》认为“炒以缓其性”[24],《医学入门》认为:“凡药
用火炮,湯泡煨炒者,制其毒也”[48],至清代《修事指
南》又提出:“炒者取芳香之性”[49]等。其实,药物
“炒”之目的因方、药不同而不尽相同。孟河医家在
《药性辑要》中指出:“天门冬性寒而滑,若脾虚而泄
泻恶食者,大非所宜,即有其证,亦勿轻投。”[36]天冬
甘寒,虽为保肺润燥、补肾养阴、肺肾虚热之要药,但
其性寒而滑,不利脾胃,故应“炒”后入药,“以缓其
性”。

(3)“青黛拌衣”。青黛入药,最早见于唐代《药
性论》:“味甘,平,能解小儿疳热,消瘦,杀虫”[53],后
世沿用。孟河医家认为青黛“咸寒,入厥阴肝”,用于
“清肝火,解郁结,幼稚惊疳,咯血吐血”[36]等;而天冬
“甘寒味苦,肺肾之经,治痈第一,润燥之功。益精益
髓无双,滋阴之力最妙,消痰止嗽皆灵……”[36],故以
“青黛拌天冬”,滋肾柔肝,用于“肝热生风候也”。方
中天冬、麦冬滋阴药拌以咸寒之青黛,不仅肾阴得到
滋养,而且肝火得以清解,内风自然平息也,此为“以
药炮药”之妙处。

(4)“酒润”“酒蒸”。酒制理论起于唐代,发展于
宋、元时期,完善、提高于明清。元代《药类法象》[54]

《用药心法》[54]曾提出“酒力上腾”,还提出大凡药物
皆“生升熟降”;明代《本草蒙筌》亦提出“酒制升
提”[19],即药物经酒制后,可以借酒性产生“大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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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升腾行窜”的作用,更好发挥药物的治疗效果。
“酒润”“酒蒸”天冬,一借酒甘、辛,大热,可缓和天冬
苦寒而滑之性,而利脾胃;二借酒升提之力引药上
行,利于上焦疾病的治疗。天冬“酒蒸”与“酒润”相
比,药性更趋缓和,滋阴作用更佳。现代研究也发
现[55],经过先蒸煮而后除根被处理的天冬中天门冬
氨基酸、谷氨酸、异亮氨酸等十六种氨基酸含量均有
显著增加。因此,孟河医家将“酒”与“蒸”共效于天
冬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3 讨论

补阴类中药天冬,在历代医家长期的临床实践
中,紧密结合疾病治疗和临方用药,形成了多样化炮
制工艺,其中孟河医派较具特色的炮制工艺有“青黛
拌衣”“酒润”“酒蒸”等。然此特色炮制尚需进一步
的研究。如天冬以“青黛拌衣”,具有药对形式的相
须、相使特点,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药对,因其
具有自身的临方用药指导思想和较为固定的炮制工
艺,因此需要作进一步的挖掘,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深入开展相关的作用机理研究。而天
冬“酒润”“酒蒸”,可用以缓和或改变天冬药性,然其
具体改变的物质基础尚未有相关研究报道;另其“闷
润”“蒸透”的时间长度、辅料“酒”的品种和加入量等
重要工艺参数均未有明确定义,尚需进一步验证。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览古阅今,整理分析天冬
古今炮制工艺的历史沿革,有助于理解孟河医派地
方特色炮制工艺,也有助于全面认识其临方炮制意
义,积极发挥其独特的治疗作用,更好服务于广大人
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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