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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机制的现代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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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炮制是一项传统制药技术，是中药区别于天然药物的标志，目前，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中药炮制的炮制机理、传

统工艺、历史沿革等。本文梳理探究近些年中药炮制机制研究领域相关成果，分析并研究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研究要注重

从药物吸收代谢角度研究中药炮制机制、加强炮制佐料作用机制及注重多维度分析与统计等方面的研究，为中药炮制机制研

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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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炮制是我国中医药学的独有特色，制药如
练兵，率未练之兵不能克敌制胜，用未炮之药难得药

到病除［１－２］，由此可见炮制在中药中占据着重要角

色。炮制不仅能够消除和降低药物毒副作用，还能

提高药物的功能、性味。炮制增效、减毒、缓性等原

理阐明了部分中药炮制机制，使得其获得显著发展。

近些年，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新手段和新思路

在中药炮制机制研究中得以应用，如体内吸收、肠吸

收转运、生物转化及代谢组学等［３－５］。通过多种新

手段的综合应用，从而丰富中药炮制机制的研究。

１　中药炮制机制研究进展

１．１　从增效角度研究　中药炮制是我国的一项传

统制药技术，其能够除去药材中多余的杂质，使药材

更纯净；炮制后的药材更便于制作其他剂型且便于

贮存，能够降低或彻底消除中药中的毒副作用；还可

以增强药物功效。其中增效是中药炮制的主要目的

之一，是保障中药饮片临床有效性的有效手段。中

药炮制的增效原则具体为炮制用药性相对立的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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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约中药的偏性或改变药性，如酒制大黄、茱萸制

黄连、盐水益智仁。此外，中药炮制还可用药性相似

的辅料或某种炮制方法来增强药效，如胆汁炙黄连、

盐水制知母／黄柏、酒炙仙茅／阳起石、蜜炙百合／甘
草等。随着中药理论不断发展与完善，醋以其独特

的性质和优势，在中药炮制领域的应用也愈发广泛，

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记载当时醋淬、醋蒸、醋

炙等有关工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谷物酿制为

醋的国家，早于《五十二病方》记载“取牢渍醯中，以

熨其种处”，提示醋在周朝以前就已普遍应用［６－７］。

此外，名医张仲景将醋记作“苦酒”，名医李时珍将

醋记作“酢”，贾思勰更是在其名著《齐民要术》中提

出以“黄衣”制成醋的观点。历代医家将醋的功效

主要集中在增强止痛、活血行气、散瘀解毒等方面，

如魏晋时期认为醋具有消散解毒之功；唐代《本草

拾遗》认为醋有行气活血之功；清代《本草备要》增

加了醋能够下气消食的观点；《随息居饮食谱》中认

为醋具有强筋换骨、开胃养肝的作用［８］。醋作为炮

制辅料已有多年历史，辅料质量对中药质量有着重

要影响，而醋制中药更是中药炮制“增效”的典型代

表［９－１０］。中药炮制辅料醋均以米醋为主，且其他果

醋均不能入药，要求米醋不仅要有温热之性，还需要

有全谷物之气。如《新修本草》明确规定辅料的醋

必须以米醋为主，《证类本草》也证实：“唯米酒、米

醋入药”的观点。现代不少学者也作出相关研究，

如孙晓惠等［１１］用正交试验法优化八角莲的醋制工

艺，该研究得知最佳条件为醋酸度 ４％，用醋量
１０％，闷润时间４０ｍｉｎ，炒制时间１０ｍｉｎ，４种成分
总含量为１１．５７７９ｍｇ·ｇ－１，证实优选出的醋制八
角莲炮制工艺可行，为八角莲后期进行炮制减毒增

效研究奠定基础。游修琪等［１２］研究大剂量醋重复

炮制对延胡索成分的影响得知，１００ｇ延胡索用３０
ｍＬ醋炮制其有效成分延胡索乙素和原阿片碱溶出
量最高，炮制方法以炒法为佳，大剂量醋重复炮制延

胡索使成分减少，长时间醋煮法炮制使成分含量下

降。另在诸多研究中发现，米醋所含次生代谢物少，

避免了其他原料酿醋中存在其他代谢产物对药材药

性功效产生影响的现象［１３－１４］，这可能也是历代炮制

用醋均选用米醋或陈年米醋的原因之一。

１．２　从减毒角度研究　中药材多数生活在山里、土
壤、森林里，为了自身生存，部分中药材在生长过程

带有相应毒性，需要通过中药炮制以降低其毒性含

量及改变有毒的化学成分。中药炮制是基于中医药

理论，根据药物自身性质与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继

而进行不同的炮制技术［１５］。炮制能够减轻药物毒

素，虽然目前多数药物炮制减毒机理尚未统一，但是

部分中药的炮制减毒机理基本明确，如乌头类中药

含有乌头碱的成分，经过蒸煮热处理或水漂处理后

能够使乌头碱分解或水解成无毒、低毒的乌头原碱

与乌头次碱［１６－１７］。又如在炮制过程，半夏的毒性蛋

白和草酸钙针晶也被相应破坏，继而降低毒性［１８］。

净制去毒是常用的炮制方法之一，其亦是最简单的

去毒方式。中药远志净制始于公元２３４年的《华氏
中藏经》的“去心”，被历代沿用至今［１９－２１］。如张玉

莹［２２］选用甘草制远志作为研究对象，并使用Ｌ９（３
４）

正交试验法结合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
联质谱定量分析对远志炮制工艺进行优选，并从细

胞水平和动物水平层面以减毒增效双重角度对最优

炮制工艺进行验证，最终确定甘草制远志的最佳炮

制工艺。此外，该研究也证实生远志具有较为强烈

的急性毒性和胃肠毒性，经炮制后毒性有所降低，其

中甘草１２ｇ加水适量，煎煮两次，去渣，合并滤液并
浓缩至 ４０ｍＬ，加净远志 １００ｇ，闷润 ３０ｍｉｎ后，
３００Ｗ功率下用电磁炉炒至汤吸尽，取出，干燥得到
的远志炮制品毒性最低。

１．３　体内吸收代谢研究　中药经炮制后除了会改
变药理效应和化学成分外，还可能引起体内吸收代

谢过程等一系列复杂变化，因此有学者从化学成分

入手，采取血药浓度测定法、血清药物化学法及药理

效应法等药代动力学方法深入观察中药炮制前后活

性或毒性成分在体内吸收、代谢的变化规律［２３－２６］，

如延胡索炮制品、盐炙益智仁、熟大黄、苦杏仁炮制

品等［２７－３０］。孙娥等［３０］基于代谢组学整体上研究了

淫羊藿炮制后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其补肾壮阳的增效

机制，且从植物代谢组学方面比较研究了淫羊藿炮

制前后次生代谢产物的差异，期望找出炙淫羊藿的

药效物质基础。从药物代谢组方面研究朝藿定 Ａ、
箭藿苷Ｂ、宝藿苷Ⅰ在大鼠体内的代谢产物及其代
谢途径，以期寻找淫羊藿炮制后增效物质基础。基

于生物代谢组学研究肾阳虚潜在的生物标志物，比

较淫羊藿生品与炮制品对肾阳虚大鼠血浆代谢谱的

调节作用，以期从整体上评价炙淫羊藿补肾助阳的

·３９２１·

２０２３年

第４３卷

　８月

第８期
　　　 　　　　　　

河　　南　　中　　医

ＨＥＮ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３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８



增效机制［２］。

２　中药炮制机制存在的不足与优化策略

２．１　吸收代谢方面　基于上述研究进展分析可以
得知，目前对中药炮制机制研究主要采用化学、药理

学为主，而生物运化、体内吸收分布这些新手段应用

较少［３１－３５］。从中药炮制机制研究现状而言，缺乏综

合性的深入研究，如在炮制前后中药活血成分吸收

代谢方面缺乏详细的阐述［３６－３９］。中药活血成分是

体内运转过程吸收与代谢的关键环节，更是中药炮

制机制的切入点［４０－４３］。大部分中药需要克服肠道

吸收屏障网络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治疗效果，肠吸收

屏障网络由化学屏障、生化屏障和物理屏障组成，其

是机体重要保护系统，可以阻断毒物及抗原吸

收［４４－４７］。化学屏障含有各种水解酶，蛋白类和很多

中药成分会被肠道化学屏障所破坏［４８－５０］。生化屏

障可将已进入细胞的相应药物代谢，也可将细胞内

相应药物排出细胞外，从而减少细胞内药物浓

度［５１］。物理屏障能够保护上皮细胞微绒毛免受化

学损伤，亦是药物吸收的障碍。李仁杰等［４７］基于课

题组多年来对炙淫羊藿炮制机制的研究实践，集成

多学科的理论和技术，初步构建了基于化学成分转

化－肠吸收屏障网络耦联作用的中药炮制机制研究
体系，形成了“化学成分变化 －生物转化 －体内外
代谢－肠吸收转运 －药动学结合药效学 －药效机
制”的创新研究模式，并结合淫羊藿以及其他中药

炮制机制研究的具体实例，对该研究体系的学术思

想、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进行详细探讨，将有利于系

统、深入地挖掘中药炮制的现代科学内涵，丰富中药

炮制理论。有学者通过研究机体受外界刺激后内源

性小分子物质代谢网络的变化来推断机体的生理或

病理状态。由于其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动态性的特

点，与中医药的整体观念不谋而合，因此近年来已经

在中药炮制领域广泛应用。且也有研究综述了代谢

组学技术在中药炮制机制及炮制质量控制方面的应

用，并对该技术在传统中药炮制领域的发展前景进

行展望。因此，深入研究肠吸收屏障网络对中药炮

制前后活性成分或吸收代谢影响有着实际意义，有

助于中药炮制理论往科学方向发展［５２－５３］。

２．２　辅料炮制机制研究　应用辅料炮制可以增强
主要疗效和降低毒性，起到影响主药性味、归经作

用。由于目前辅料炮制原理研究鲜有，均多集中在

分析辅料炮制后中药有效成分含量的变化等研究，

无法突出辅料炮制特点。中药在炮制过程中辅料附

在药物表面，随饮片煎制进入体内，随时影响药物在

体内的吸收和代谢情况，而这些变化与炮制品疗效

和毒副作用改变紧密关联。因此，加强辅料炮制机

制研究应从炮制辅料与炮制过程中加热、冷却等因

素进行，同时结合炮制辅料本身性质，注重其化学成

分变化及在体内过程的影响，继而丰富辅料炮制的

机制［５４－５７］。

２．３　多维度与数据统计分析研究　中药炮制机制
研究是多维度与高技术密集的工程，应开展药效学、

化学、分子生物学、毒理学等多维度进行研究，相辅

相成，多指标分析，继而揭示中药炮制前后作用机制

与科学内涵。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中药炮制机制研

究，提高中药炮制机制高效信息收集能力，建立先进

数据处理系统，针对不同中药的特点，尝试应用关联

规则、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等多种数据处理方法，

对研究结果进行不同维度总结和分析，挖掘潜在信

息和规律，探究中药更深层面的炮制机制［５８－５９］。

３　结语

中药炮制研究是中药炮制学和中药现代化不可

缺少的环节，由于中药在炮制后归经变化、药性及升

降沉浮变化机制方面仍为匮乏，满足不了新时代要

求，严重制约中药炮制学的发展。因此有待用现代

先进手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如在研究中药炮制文

献基础上强化对中药炮制经验的研究；加强中药理

论在中药炮制上的理论研究；重视辅料炮制作用机

制研究；注重多维度与数据统计分析等，进一步阐明

中药炮制方法的现代科学内涵，更好发扬和继承中

药炮制理论，保持我国传统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保证

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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