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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对苍术药理活性及化学成分影响研究进展

陈祥胜，梁冯，陈海霞，刘艳菊
（湖北中医药大学检验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５）

　　摘要：减燥增效是苍术炮制的目的，其生品和炮制品在药理活性和化学成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生品具有调节胃肠
运动、促进食物消化吸收、调控机体水盐代谢、影响肠道菌群结构、神经性调节胃肠运动、利尿、抗肿瘤等功能；而炮制品

不良反应减弱，健脾、保肝降酶作用增强，明目、燥湿、除痹及抗菌、抗病毒活性降低；药效改变可能与炮制品中苍术挥发

油含量下降、主要成分相对含量出现明显变化相关，苍术炮制以后，总挥发油、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苍术酮、苍术醇、苍

术素、β－桉叶醇等含量下降，但５－羟甲基糠醛、白术内酯Ⅰ、白术内酯Ⅱ、苍术苷Ａ等成分含量升高；此外，炮制对苍术
所含Ｃｒ、Ａｌ、Ｍｎ、Ｚｎ、Ｐｔ、Ｃｕ、Ｎａ、Ｍｇ、Ｓｒ、Ｂａ、Ｃｄ（铬、铝、锰、锌、铂、铜、钠、镁、锶、钡、镉）等微量元素也有趋势性影响。苍术
炮制以后化学成分含量的改变是其降低不良反应和药效改变的物质基础，也是炮制机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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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梁冯（１９８２－），女，湖北咸宁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药
理药化。Ｅｍａｉｌ：ｃｘｓ７５０８＠１２６．ｃｏｍ。
陈海霞（１９７６－），女，湖北天门人，副主任药师，硕士，研究
方向：中药饮片。Ｅｍａｉｌ：５９８１２１１１２＠ｑｑ．ｃｏｍ。

　　苍术为菊科植物茅苍术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ｌａｎｃｅａＴｈｕｎｂ．（ＤＣ．）
或北苍术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Ｃ．）ｋｏｉｃｌｚ的干燥根茎，原名
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其性辛、苦、温，归脾、

胃、肝经，具有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明目等功效，临床用于湿

阻中焦，脘腹胀满，泄泻，水肿，脚气痿蹙，风湿痹痛，风寒感冒，

夜盲，眼目昏涩［１］。

１　苍术炮制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２０版仅收载了苍术和麸炒苍术

两种饮片［１］，但炒焦和土炒两种方法仍在很多地区使用。历

代本草典籍中对苍术的炮制方法统计起来有：麸炒、炒焦、土

炒、泔制、醋制、蒸制、盐制、姜制、乳制、蜜制、烘制等约 ２０
类［２］；通过对各类炮制方法的目的进行归纳以后发现，无外乎

降低苍术的辛燥之性、增强其某一方面的药理作用，这符合炮

制的“减毒增效”目标。

１．１　古代炮制方法
历代对苍术的炮制方法有所不同，但炮制目的主要为了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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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辛燥之性。南北朝时期以浸、醋炒、米浸为主（《鬼遗》）；

唐代主要有醋制，如《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醋煮七次”；宋代

出现了东流水浸焙，麸炒（《圣济总录》）、米泔青盐并制（《小

儿卫生总微方论》）等炮制方法；金元时期主要有盐炒、醋煮、

酒煮（《儒门》）酒醋并制、单便制（《瑞竹》）等炮制方法；明代

出现了制炭、蒸法、露制、茱萸制（《普济方》）、土米泔并制和姜

制（《仁术便览》）、桑椹制（《景岳全书》）、米泔和牡蛎制（《济

阴纲目》）、黑豆蜜酒人乳并制（《炮制大法》）；清代增加了九

蒸九晒法、炒焦法、土炒法、《全生集》和烘制《从活》等方法，以

减缓其燥性，故临床多用其炮制品。对炮制作用明清时已研究

得非常明确，《本草发挥》曰：“经泔浸火炒故能发汗”。《本草

纲目》：“苍术性燥，故以糯米泔浸，去其油，切片焙干用。亦有

用脂麻同炒，以制其燥者”。《医宗粹言》：“以盐水制其辛燥之

烈性颇纯，不伤真津”。《本草述钩元》记载：“用黑豆拌蒸，或

拌蜜酒蒸，或拌人乳蒸，都是为了缓和苍术的刚烈辛燥之性；

凡用三次蒸时，须烘晒至极干燥，芳香辛燥之气方透，胎中酒

蒸，平用泔制”［３］。

１．２　现代炮制方法
苍术现代主要的炮制方法有：炒焦、麸炒和米泔水制。全

国各地的炮制规范除了个别地区保留了土炒苍术、米泔制之

外，焦苍术和麸炒苍术是临床最常用的饮片种类。《中药炮制

经验集成》则根据各个地区沿用的炮制方法不同，载有：炒黄、

土炒、盐炒、炒焦和炒苍术炭等炮制法。１９９５年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只收载麸炒苍术，炒焦法现很多地区仍在使用，

在江苏、湖北、福建、江西等地方的炮制规范中均有记载。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和２０２０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只
收载了生苍术和麸炒苍术；１９８８年版《中药炮制经验集成》有：
“泔制、土炒、麸炒，去挥发油，减缓其燥性；炒焦则可温脾祛

湿，固肠止泻”之论述［４－５］。从炮制对苍术的作用看，生品辛

燥之性刚烈，麸炒后药性缓和且气变芳香，从而增加其健脾燥

湿药效，炒焦和土炒以后辛温燥烈之性大减，多用于健脾固肠

止泻［６］。

２　苍术炮制前后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生苍术辛燥之性较强，炮制可降低其燥烈之偏性，使药性

平和，并增强药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苍术在消化性疾病、抗

菌消炎、利尿、降血糖、保肝、抗肿瘤等方面具有较好地药理活

性。现将近年来苍术炮制前后的药理活性研究文献综述如下。

２．１　苍术药理活性
２．１．１　调节胃肠运动　苍术生品和炮制品是中医临床治疗湿
困脾胃、脘痞胀满、食欲不振、呕吐、泄泻等消化道疾病的常用

药。现代研究发现苍术能通过保护肠道、促进肠道运动而治疗

功能性腹泻；另外，苍术抗炎作用也是其抗腹泻的机制之

一［７］。孙雄杰［８］和 ＫＩＭＵＲＡＹ等［９］研究发现，苍术提取物能

显著提高脾虚泄泻症大鼠小肠推进率，促进模型大鼠胃排空和

血清胃动素、胃泌素分泌，增强胃肠消化功能。而王金华等［１０］

研究结果显示，β－桉叶醇对胃肠运动功能具有双重调节作
用，当胃肠运动功能降低时，能促进胃肠运动，而当胃肠功能亢

进时，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ＹＵＹ等［１１］提出，苍术通过

对消化道的抗炎作用保护胃肠黏膜，发挥抗胃溃疡药效。刘艳

菊研究团队通过大黄致泻法制备脾虚泄泻模型，研究苍术总水

提物、正丁醇提取部位、氯仿提取部位对胃肠动力的影响，结果

发现，苍术各提取物均能提高模型大鼠胃肠推进率［１２－１６］。

２．１．２　抗菌消炎作用　现代研究表明，苍术在抑菌、抗炎、抗
溃疡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苍术挥发油对大肠埃希菌、

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具有显著地抗菌

活性［１７－２１］。尹秀芝等［２２］体外抑菌试验结果显示，苍术提取物

对多种真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尤其对石膏样毛癣菌和红

色毛癣菌等１０种真菌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樊国琴等［２３］研

究苍术及其麸炒品对胃溃疡大鼠抗炎作用，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ＲＴ－ＰＣＲ）和免疫组化法检测类风湿性关节炎模型组和
各给药组大鼠血清及胃组织中白细胞介素 －６（ＩＬ－６）、白细
胞介素－８（ＩＬ－８）、干扰素（ＩＦＮ－α）和 ＰＧＥ２（前列腺素 Ｅ２）
含量，结果发现，各给药组均能降低四种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

且呈一定量效关系。腹泻必有炎症，苍术可降低脾虚泄泻证大

鼠血清ＴＮＦ－α（肿瘤坏死因子）和升高ＩＬ－１０（白细胞介素－
１０）等炎性因子水平，发挥抗腹泻作用［２４］。

２．１．３　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　苍术水提液能升高脾虚泄泻证
大鼠血清淀粉酶和 Ｄ－木糖水平［２５，４］。庞雪等［２６］报道，苍术

生品和麸炒品的挥发油部位、二氯甲烷部位和正丁醇部位提取

物均能升高脾虚泄泻证大鼠血清淀粉酶和 Ｄ－木糖水平。刘
芬等［２７］研究发现，苍术给药组大鼠空肠 ＡＴＰ含量较脾虚泄泻
型模型大鼠明显提高。以上结果提示，苍术能促进胃肠消化吸

收功能。

２．１．４　调控机体水盐代谢　反映机体水盐代谢的宏观指标包
括消化液的分泌量、粪便含水量和尿量，而从微观方面考察，主

要与消化道及泌尿系统 ＡＱＰ（水通道蛋白）、醛固酮等密切相
关［２８］。刘艳菊等［１３］报道，生苍术挥发油和正丁醇萃取部位均

能通过降低湿阻中焦证大鼠肾脏 ＡＱＰ２表达水平而有效发挥
利尿祛湿作用。许晨曦等［２５］根据实验结果推断，苍术“燥湿”

机制可能与其抑制抗利尿激素的释放，下调胃肠黏膜和肾脏

ＡＱＰ表达和关闭水通道，减少机体组织的水液潴留并产生利
尿作用；而付伟等［２９］研究结果显示，苍术是通过降低肾脏

ＡＱＰ２水平而减少水分重吸收；同时提高结肠 ＡＱＰ３水平，促进
肠道水分吸收和大便成形，从而发挥燥湿止泻功效。

２．１．５　影响肠道菌群结构　肠道菌群是人体内最复杂和种群
数量最多的共生微生态系统，肠道微生态平衡是机体健康的重

要保证。现代研究发现，腹泻等胃肠道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肥胖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均伴随有肠道菌群结构失调［３０］；而

正常肠道菌群结构的改变又会进一步破坏消化道黏膜结构及

功能，导致炎症的蔓延等。曾宏亮等［３１］研究结果显示，复方苍

术方可通过作用于条件致病菌和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平

衡、改善肠道微环境和增强肠道黏膜屏障作用，促进疾病的

恢复。

２．１．６　通过神经系统调节胃肠运动　胃肠运动功能紊乱是引
起腹泻的主要机制之一，神经系统对胃肠运动起重要调节作

用。作为 重 要 的 脑 肠 型 神 经 递 质，５－羟 色 胺 （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ｙｐｔａｍｉｎｅ，５－ＨＴ）在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消化系统有
广泛 分 布，通 过 结 合 相 应 的 ５－羟 色 胺 受 体 （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ｙｐｔａｍ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５－ＨＴＲ）参与胃肠运动和分泌等生
理过程［３２－３４］，促进神经元释放乙酰胆碱（Ａｃｈ），增强肠道推进
性运动［３５］；也可引起结肠平滑肌和回肠环形肌松弛，导致机体

腹胀等多种肠道功能紊乱［３６］。

周德文等［３７］研究发现，β－桉叶醇通过降低骨骼肌乙酰胆
碱受体敏感性发挥镇痛作用。ＯＢＡＲＡＹ等［３８］报道，β－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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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和茅苍术提取物具有阻断多巴胺受体，促进小鼠胃排空和肠

运动；此种作用与苍术的健胃功能密切相关。另有大量文献报

道［９，３９－４０］，茅苍术提取物能对抗５－ＨＴ或５－ＨＴＲ激动剂而
抑制小鼠胃排空和肠运动。以上文献结果提示，苍术可通过神

经系统影响骨骼肌和平滑肌，从而调节机体器官组织的运动功

能；在胃肠运动方面，可通过对 ５－ＨＴ或 ５－ＨＴＲ调节胃肠
运动。

２．１．７　其他作用　目前有关苍术的药理药效研究报道较多的
集中在消化道方面。也有文献报道苍术在保肝［４１］、抗肿

瘤［４２－４３］、利尿［４４］等方面也有较强的生物活性。

２．２　炮制对苍术药理活性的影响
２．２．１　降低苍术燥烈之性　传统中药炮制目的“或制其形，
或制其性，或制其味”；古人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改变药物的

性味归经，影响药物的疗效。现代研究发现，苍术经炮制以后，

可发挥不同于生品的药理作用，或者增强某些方面的药理

活性。

冯静群等［４５］提出苍术生品有燥润健脾之功，但辛燥之性

过烈，麸炒可缓和药性，增强疗效；炒焦可固肠止泻。沙多依

等［４６］研究发现，苍术生品能提高模型动物血液ＡＬＴ（谷丙转氨
酶）水平，存在肝脏毒性，而麸炒苍术的保肝作用明显强于生

品。刘艳菊等［４７］对苍术进行急性毒性试验研究，发现麸炒以

后苍术挥发油降低至无毒。金传山等［４８］选用小鼠为实验动

物，研究苍术各炮制品（麸炒、泔浸炒、泔润炒、泔浸品）抗疲劳

和治疗脾虚泄泻的活性，结果各炮制品都明显增加了小鼠的体

质量，改善其脾虚症状，且降低了碳末在小肠中的推进率，延长

小鼠游泳时间；尤其以麸炒和泔润炒的药理活性更强，而苍术

生品作用不明显。上述研究结果为“苍术泔制、麸炒以后降低

燥性，增强健脾作用”的传统炮制原理提供了客观的科学

依据。

２．２．２　增强健脾药效　中医传统理论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主
运化；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吸收、代谢及

机体免疫、神经、内分泌等诸多系统的功能均与脾（胃）功能密

切相关［４９］；所以，研究炮制对苍术健脾作用的影响，就是比较

其炮制前后对上述器官系统功能的调节能力的强弱变化。刘

芬等参照曾氏等人的破气苦降加饥饱法［５０］制备脾虚模型大

鼠，然后分别用苍术提取物高、中、低剂量给药，发现各种不同

剂量组大鼠的胃残留率明显下降、小肠推进率却明显升高，而

大鼠血浆胃泌素（ＧＡＳ）、Ｐ物质（ＳＰ）和生长抑素（ＳＳ）的含量
均不同程度升高，说明苍术对由于脾虚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均

有较好地调节和治疗作用［５１］。王丹凤等［４］通过苍术麸炒前后

健脾作用比较研究，显示麸炒以后增强了苍术的“健脾运化”

功能。叶红平［５２］采用血清溶血素试验法，比较生苍术和麸炒

苍术对小鼠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麸炒苍术较生苍

术具有更强的增强体液免疫的功能，为麸炒苍术增强健脾作用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肝主疏泄，其所分泌的大量酶、胆汁酸等

是人体物质代谢必不可少的成分；塔西斯等［４１］研究麸炒前后

苍术水提液和多糖部位对肝功能的影响，结果麸炒苍术比生苍

术具有更强的降酶活性。以上理论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通过

麸炒、炒焦等炮制以后，可增强苍术对人体代谢、免疫、神经及

内分泌方面的功能，亦即传统中医所讲的增强其健脾功效。

２．２．３　燥湿作用减弱　脾主运化，若湿邪困脾，则中焦运化无
力；临床表现为腹胀、纳呆、机体水液潴留等症状。苍术的燥湿

功能主要用于腹胀、纳呆、水道不畅等运化功能下降之“湿阻

中焦”之证。季光琼等［１４］以湿阻中焦证大鼠为模型，以小肠推

进率、血清ＧＡＳ、尿量、尿液中ＡＱＰ２的含量为指标
［５３－５４］，研究

苍术和麸炒苍术对湿阻中焦证的药效，结果：①生品和麸品均
能提高模型大鼠小肠推进率和血清 ＧＡＳ水平，且麸品健脾和
胃作用明显强于生品；②水液运化方面，苍术生品对尿量和
ＡＱＰ２的影响作用强于麸炒品，这可能与苍术炮制过程中，某些
成分含量降低，辛燥之性减弱相关。

２．２．４　对保肝、养肝明目作用的影响　苍术气味芳香，善行而
不守。清代黄元御在《玉楸药解》中主张：“苍术走而不

守……．泄水开郁，苍术独长”；朱丹溪亦指出苍术“能解诸
郁”，而郁证以肝郁多见。故苍术亦有良好的行气解郁的作

用，临床也常用苍术疏肝解郁［５５］。沙多依等［４１，４６，５６－５９］药理研

究发现，生苍术存在肝脏毒性，而麸炒苍术水提液、挥发油部位

和多糖部位都有明显的降酶保肝作用。

肝开窍于目，中医认为目疾内在根源在于肝。现代研究证

明，苍术明目的主要药效成分是其所含的丰富维生素 Ａ［６０］，目
前未见有关于炮制对苍术“明目”作用影响的文献报道。但由

于维生素Ａ对光、热和空气中氧的敏感性［６１］，可以推断，麸炒、

炒焦、土炒等常用炮制方法可能会导致苍术中维生素 Ａ的破
坏，从而导致炮制品的明目作用减弱。

２．２．５　散湿除痹作用减弱　中医学之“痹症”主要指的是瘀
症、痹块等实症，即现代医学中对系统、器官或组织正常功能的

发挥有阻滞作用的肿瘤类病变。ＹＵＴＡＫＡＭＡＳＵＤＡ等［６２］从

苍术精油中分离筛选出茅术醇，经药效研究，发现其能通过激

活相关酶的活性和诱导癌细胞发生核碎裂以及 ＤＮＡ片段化，
从而抑制细胞的生长和诱导人白血病 ＨＬ－６０（人原髓细胞白
血病细胞）细胞凋亡；国内文献也有报道茅苍术中提取分离出

的苍术烯内酯甲具有抗炎抗肿瘤、抑制鸡胚肉芽组织生成的药

理活性［６３］。以上研究均用相应的病理模型例证了苍术散湿除

痹的现代科学根据。

但苍术醇和苍术烯内酯甲是苍术挥发油中的组成成分，而

炮制会降低总挥发油含量，所以常用的麸炒、炒焦、土炒、泔制

等炮制方法想必会降低苍术中抗肿瘤药效成分茅术醇和苍术

烯内酯甲的含量，故苍术用于抗肿瘤治疗时建议以适量茅苍术

生品更佳。

２．２．６　对苍术抗风寒感冒作用的影响　苍术由于其辛散之
性，是历代医家用于发表散寒，治疗风湿外感的常用药物。现

代医学研究也证明了苍术挥发油有很好地抗菌、抗病毒活性，

且苍术具有增强人体体液免疫的功能，所以是临床预防和治疗

风寒感冒的良药，如郭金鹏等的“苍术挥发油提取物制剂杀菌

效果的观察”［６１－６２，１６］、张序心等的“苍术挥发油的提取及其抑

菌活性研究”［６４］、朱艳等的“苍术体外抑菌活性的初步研

究”［６５－７１］；ＭＩＮ等报道苍术可以通过抑制重组蛋白酶的活性
来抑制ＨＩＶ－１的复制［７２］；ＫＩＳＯ等［７３－７４］报道可用苍术挥发油

联合其他药物治疗肝炎病毒。上述文献均通过科学实验例证

了苍术较强的抗菌抗病毒活性；但由于苍术抗菌抗病毒药效成

分主要集中在挥发油部位，所以用于预防治疗风寒感冒时宜用

生品。

３　苍术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苍术为临床常用芳香燥湿药，其生品和炮制品功用有别。

生品挥发性成分含量较高，辛香燥烈；炮制后挥发油含量下降，

２７



第４２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

中　华　中　医　药　学　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２４

燥烈之性得以缓和，且增强其某方面的药理功效［７５］，以达到

“降燥增效”的目的。究其原因，炮制引起药效改变，应与其内

在化学成分的种类及含量变化密切相关。

３．１　苍术的主要化学成分
苍术所含成分包括挥发油和非挥发性成分。挥发油的含

量约５％～９％，由一系列倍半萜和聚乙烯炔类及少量酚类和
倍半萜内酯等组成，倍半萜主要成分为 β－桉叶醇（β－Ｅｕ
ｄｅｓｍｏｌ），茅术醇（Ｈｉｎｅｓｏｌ）和苍术酮（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ｎ）等。聚乙烯炔
类成分在国内未见公开报道，日本学者研究较深，已从苍术中

分离得到聚乙烯炔类成分２０余种，主要有苍术素（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
ｉｎ）、苍术素醇（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ｉｎｏｌ）、乙烯苍术素醇（Ａｃｅｔｙｌ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ｉ
ｎｏｌ）等。气－质联用技术分析挥发油，从南、北苍术挥发油中
分别鉴定了３２个和２９个化合物［７６］。北苍术挥发油的主要成

分为β－桉叶醇或β－桉叶醇和苍术酮，南苍术挥发油的主要
成分为茅术醇、β－桉叶醇和苍术酮。王锡宁［７７－７８］采用不同

方法分析了苍术挥发油成分。ＹＡＳＵＤＡＮ等［７９］用顶空气相色

谱法研究了苍术中挥发油的成分，并建立β－桉叶醇的含量测
定方法。非挥发性成分国内研究较少，日本研究较多，主要成

分为糖苷，国内仅见有汉黄芩苷的报道，日本学者已从植物中

分离并鉴定出３８个糖苷类化合物和氨基酸等成分［８０］。另据

报道，苍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Ａ，是其养肝明目，治疗“雀目”
的主要药效成分［８１］。

３．２　炮制对苍术所含各类化学成分的影响
３．２．１　炮制对苍术脂溶性成分的影响　从传统理论的角度
讲，炮制可降低苍术的偏性－辛燥之性；现代研究发现，辛燥之
性的降低与炮制过程中加热挥发或辅料吸附等方式降低了苍

术挥发油的含量有关［８２，６３］。挥发油作为苍术传统功效的药效

成分，同时也是其不良反应成分的主要物质基础。现代研究表

明，苍术炮制以后，挥发油含量减少约１５％，降低了其不良反
应，从而验证了李时珍“以制其燥，去其油”的炮制方

法［１，８０，８３－８４］。单晨啸等［８４－８９］研究麸炒前后北苍术的变化：

α－姜黄烯、苍术醇、苍术素等挥发性成分含量明显下降，同
时，白术内酯Ⅲ脱水、脱氢形成的白术内酯Ⅰ、白术内酯Ⅱ以及
炮制过程中发生苷化，从而导致炮制品中白术内酯Ⅰ、白术内
酯Ⅱ、苍术苷 Ａ等成分的含量显著升高。张虎等［８４］对麸炒苍

术、米泔水制苍术和焦苍术进行化学成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

焦苍术、麸炒苍术挥发油含量均有降低，但主要成分的相对含

量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孟鹤等［９０］通过ＧＣ－ＭＳ（气－质联用）
法分析苍术麸炒前后的挥发性成分的变化，结果发现，指认的

苍术酮、β－桉油醇含量均呈下降趋势。以上研究说明，苍术
经炮制以后，挥发性成分的含量的下降是其不良反应降低的物

质基础；而炮制过程中新产生或转化而来的成分应为苍术增强

某方面药效的物质基础。

３．２．２　炮制对苍术水溶性成分的影响　关于炮制对苍术化学
成分的影响，受传统理论的导向作用，大多数文献偏向于对苍

术脂溶性成分的研究，而研究水溶性成分变化的文献相对较

少。塔西斯等［４１］研究发现，苍术麸炒以后其水提液和多糖部

位能显著降低由四氯化碳所致的急性肝损伤引起的转氨酶

ＡＬＴ（谷丙转氨酶）、ＡＳＴ（谷草转氨酶）升高的水平，而生品作
用较弱。此研究结果表明，炮制不但影响苍术的脂溶性成分，

同时对苍术的水溶性成分及其相应的药理活性也会产生影响，

这为我们研究苍术的炮制原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３．２．３　炮制对苍术微量元素含量的影响　也有学者认为，炮
制以后，微量元素含量的变化也是苍术炮制减毒增效的物质基

础。李凯鹏等［９１］采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技术检测炮制前后苍

术所含３２种元素的含量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只有 Ｃｒ、Ｐｔ含量
略有增高，而其余元素含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土炒后，Ｆｅ、Ｃｒ、
Ａｌ元素含量增加大约４倍，Ｍｎ、Ｚｎ、Ｂ、Ｓｎ、Ｍｏ、Ｐｔ、Ｎｉ等元素的
含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高；而 Ｃｕ、Ｎａ、Ｍｇ、Ｓｒ、Ｂａ、Ｃｄ、Ｌｉ等元素
含量却有不同程度降低，其中 Ｃｄ、Ｌｉ含量甚至降低２－３倍。
闫汝南等［９２］认为，苍术炮制以后多种微量元素含量呈现的降

低趋势可能与其缓和药性，减少对胃肠的刺激有关。

４　结语
苍术临床用途广泛，药理活性强，是中医临床常用中药，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抗胃溃疡、抗菌、抗病毒、降血压、增强

免疫、治疗感冒和保肝作用［６３］；然而苍术不同的饮片品种功效

各有侧重，如生品侧重发表散寒，主要用于外感风寒感冒等症；

麸炒苍术主攻健脾燥湿，用于湿阻中焦之腹胀、纳呆等消化道

疾病；而苍术炒焦将长于健脾、固肠止泻，用于脾虚引起的腹泻

等症。综合文献研究结果，炮制能降低苍术的不良反应，使其

在某一方面发挥更强的药理活性。

药物所含化学成分是其发挥相应药效的物质基础，以往报

道关于苍术药效成分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挥发油部位；本课题组

前期对麸炒苍术的研究也发现，炮制的确能导致苍术原有挥发

性成分含量下降，如苍术素和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在炮制品中

含量明显低于生品；同时也有某些成分的含量有所增加的，如

麸炒苍术中５－羟甲基糠醛的含量显著增加，原因是苍术中所
含的果糖在炮制过程中大量转化所致［９３］。近年来，随着研究

不断深入，苍术提取物中非挥发性部分的药理作用也逐渐受到

重视，其在抑制炎症因子释放、保护肝细胞、抗肿瘤等方面有较

强的药理活性［９４］。瞿领航等［９５－９６］研究结果显示，挥发油是苍

术“燥性”的主要物质基础；炮制使苍术挥发油含量显著降低，

“燥性”得以缓和。与生苍术相比，麸炒苍术健脾作用明显增

强，而焦苍术止泻药效显著，这些药效的改变应与苍术炒制过

程中某些非挥发性成分含量增高或新成分的产生密切相关。

苍术炮制过程中，内在成分含量或种类的变化，是炮制对

其药效产生影响的物质基础；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有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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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俞媛洁，陈继红，罗和生，等．５－羟色胺与结肠动力关系研究

［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１）：９９－１０３．
［３４］　王宏，唐芳．５－羟色胺及其受体对胃肠功能影响以及临床用药

的研究进展［Ｊ］．天津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１４（４）：５８１－５８４．
［３５］　ＬＡＮＧＬＯＩＳＭ，ＦＩＳ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Ｒ．５－ＨＴ４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ｌｉｇａｎｄｓ：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ＪＭｅｄＣｈｅｍ，２００３，４６（３）：
３１９－３４４．

［３６］　ＧＥＲＳＨＯＮＭＤ．Ｎｅｒｖｅｓ，ｒｅｆｌｅｘ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ｔｅｒｉｃ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ｂｏｗｅ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Ｃｌ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５，３９（４Ｓｕｐｐｌ３）：１８４－１９３．

［３７］　周德文，周立勇．术类的药理和药效［Ｊ］．国外医药，植物药分
册，１９９６，１（３）：１２０－１２２．

［３８］　ＯＢＡＲＡＹ，ＡＯＫＩＴ，ＫＵＳＡＮＯＭ，ｅｔａｌ．β－ｅｕｄｅｓｍｏｌｉｎｄｕｃｅｓｎｅｕ
ｒｉｔｅｏｕｔ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ｒａｔｐｈｅｏｃｈｒｏｍｏｃｙｔ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ａｎａｃ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ＥｘｐＴ
ｈｅｒ，２００２，３０１（３）：８０３－８１１．

［３９］　久保道德，野上真里，西村まゆみ，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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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金谷裕敏，神田博史，崎和男，他．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ｓｓａｙ法を
用いた药用植物中の活性成分の研究（第１报）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Ｊ］．生药学杂?，１９８４，３８（１）：１０６－１１０．

［４１］　塔西斯，张洁，杭永付，等．北苍术炮制前后水提液和多糖部位
保肝作用比较研究［Ｊ］．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１，２５（３）：
４５－４７．

［４２］　ＰＬＥＮＧＳＵＲＩＹＡＫＡＲＮＴ，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ＫＡＲＢＷ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Ａｎｔｉ
ｃａｎｃ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ｌａｎｃｅａ（Ｔｈｕｎｂ．）ＤＣｉｎａｈａｍｓ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ＣＴ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
ｒ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Ｐ，
２０１５，１６（１５）：６２７９－６２８４．

［４３］　ＭＡＨＡＶＯＲＡＳＩＲＩＫＵＬＷ，ＶＩＹＡＮＡＮＴＶ，ＣＨＡＩＪＡＲＯＥＮＫＵＬＷ，ｅｔ
ａｌ．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ａｉ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ｌａｎ
ｇｉ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ｉｎｖｉｔｒｏ［Ｊ］．ＢＭ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５．

［４４］　ＳＡＴＯＨＫ，ＹＡＳＵＤＡＪ，ＮＡＧＡＩ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ｒｕｄｅｄｒｕｇｓ
ｕｓｉｎｇｄｉｕｒｅｔｉｃｏｎｈｏｒｓｅｋｉｄｎｅｙ（Ｎａ＋、Ｋ＋）ａｄｅｂｏｓｉｎｅ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Ｊ］．ＹａｋｕｇａｋｕＺａｓｓｈｉ，１９９１，１１（２）：１３８－１４２．

［４５］　李宇馨，李瑞海．苍术挥发油抗炎活性研究［Ｊ］．辽宁中医药大
学学报，２０１３，１５（２）：７１－７２．

［４６］　沙多依，杭永付，宋菲，等．北苍术炮制前后挥发油部位保肝作
用比较研究［Ｊ］．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０，２４（４）：４１－４３．

［４７］　刘艳菊，肖波，季光琼，等．苍术炮制前后挥发油的急性毒性实
验［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２０）：１６７０－１６７３．

［４８］　金传山，甘恕潮，琚金苗．苍术不同炮制品健脾作用的观察［Ｊ］．
中国中药杂志，１９９，２４（１０）：５９７－５９９．

［４９］　曾益宏，刘友章，徐升．益气健脾法对脾虚证大鼠红细胞膜 ＡＴ
Ｐａｓｅ的影响［Ｊ］．四川中医，２０１１，２９（２）：２４－２５．

［５０］　施旭光，黄曼婷，邓宗友，等．补中益气汤及其配伍对脾虚大鼠
胃黏膜保护作用机制研究［Ｊ］．现代中医药，２０１３，３３（５）：
１１４－１１７．

［５１］　刘芬，刘艳菊，田春曼．苍术提取物调节脾虚证大鼠胃肠动力障
碍的作用机制研究［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７（１２）：
８２５－８２９．

［５２］　叶红平．苍术及其麸炒品对小鼠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Ｊ］．当
代医学，２００８，１４２（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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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ＥＣＥＬＢＡＲＧＥＲＣＡ，ＭＲＵＡＳＥＴ，ＴＩＡＮＹ，ｅ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ｎａｌ
ｓａｌ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ｖａｓｏ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ｓｃａｐｅ［Ｊ］．Ｐｒｏｇ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２００２，１３９：７５－８４．

［５４］　伍小燕，陈朝，张过伟，等．泽泻水提物对正常利尿活性及肾脏
髓质ＡＱＰ２作用研究［Ｊ］．使用临床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４（２１）：
５－７，１０．

［５５］　邹百仓，董蕾，李红，等．５－ＨＴ７受体对肠道运动的调节作用
［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３，３４（１）：３４－３７．

［５６］　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Ｊ，ＫＡＭＯＳＨＩＴＡＡ，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Ｔ，ｅｔａｌ．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ｏｆ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Ｊ］．ＣｈｅｍＰｈａｒｍＢｕｌｌ（Ｔｏｋｙｏ），２００３，５１
（２）：１５２－１５７．

［５７］　ＹＵＫＷ，ＫＩＹＯＨＡＲＡＨ，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Ｔ，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Ｒｈｉｚｏｍａｅ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Ｊ］．ＰｌａｎｔａＭｅｄｉｃａ，１９９８（６４）：７１５－７１９．

［５８］　ＹＵＫＷ，ＫＩＹＯＨＡＲＡＨ，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Ｔ，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ｅｐｔｉｃ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ｈａｖｉｎｇ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ｏｍｒｈｉｚｏｍｅ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ｌａｎｃｅａＤＣ［Ｊ］Ｃａｒｂｏｂ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２００１（４６）：１２５－１３４．

［５９］　ＹＵＫＷ，ＫＩＹＯＨＡＲＡＨ，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Ｔ，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ｎｅｗａｒａｂｉｎｏ－
３，６－ｇｏｌａｃｔａｎｆｒｏｍｒｈｉｚｏｍｅ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ｌａｎｃｅａＤＣ［Ｊ］Ｃａｒ
ｂｏｂｙｄｒａｔ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２００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６．

［６０］　庄俊荣，徐德生，刘力．苍术效用与临床应用分析［Ｊ］．上海中医
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９（４）：７６－７７．

［６１］　卢大峰，杨洵斐．药品中维生素 Ａ稳定性研究［Ｊ］．药学研究，
２０１３，３２（２）：９５－９６．

［６２］　ＹＵＴＡＫＡＭＡＳＵＤＡ，ＴＡＫＡＹＵＫＩＫＡＤＯＫＵＲＡ，ＭＡＫＩＩＳＨＩＩ，ｅｔａｌ．
Ｈｉｎｅｓｏｌ，ａ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ｒｈｉｚｏｍ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ｃｅｌ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ｓ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ｕｍａｎ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ＨＬ－６０ｃｅｌｌｓ［Ｊ］．Ｊ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５（６９）：３３２－３３９．

［６３］　赵爱梅．苍术的药理作用研究［Ｊ］．光明中医，２００９，２４（１）：
１８１－１８２．

［６４］　张序心．苍术的抗菌作用及其在医院消毒中的运用［Ｊ］．中外医
疗，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４－１８５．

［６５］　朱艳，艾叶．苍术喷雾剂对病房空气消毒效果观察［Ｊ］．中医药
导报，２０１０，１６５（３）：７５－７６．

［６６］　何元龙，逯月，付剑．苍术油对四种细菌最小抑菌浓度的研究
［Ｊ］．家禽科学，２００７（１１）：３７－３８．

［６７］　ＩＳＲＡＥＬ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ＪＵＡＲＥＺＡ，ＶＩＯＬＥＴＡ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ＨＥＣＴＯＲ
ＪＡＩＭＥ－ＡＧＵＩＬＡＲ．Ａｎｔｉ－Ｈｅｌｉｃａｏｂａｃｒ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ｉｎＭｅｘｉｃ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ｏｒ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Ｊ］．Ｊ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９，１２２（２）：４０２．

［６８］　ＷＡＮＧＹＣ，ＨＵＡＮＧＴＬ．Ａｎｔｉ－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ｐｌｕｍｂａｇｏ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ａＬ．［Ｊ］．ＦＥＭＳＩｍｍｕｎｏｌＭ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５，
４３（３）：４０７．

［６９］　ＵＳＴＵＮ，ＯＺＣＥＬＩＫＯ，ＡＫＹＯＯＮ，ｅ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ｈｅｌｉｃｏ
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ｏｍＣｉｓｔｕｓｌａｕｒｉｆｏｌｉｕｓｌｅｓｖｅｓ［Ｊ］．ＪＥｔｈｎ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６，１０８（３）：４５７．

［７０］　冉贤金，胡虞乾．氧化苦参碱和拉米夫定体外抗乙肝病毒的比
较［Ｊ］．中国生化药物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４２－１４４．

［７１］　ＩＮＡＧＡＫＩＮ，ＫＯＭＡＳＴＳＵＹ，ＳＡＳＡＫＩＨ，ｅｔａｌ．Ａｃｉｄｉｃ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
ｒ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ｒｈｉｚｏｍｅ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ｌａｎｃｅａａ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ｎｍｉｃｅ［Ｊ］．ＰｌａｎｔａＭｅｄ，２００１，６７（６）：
４２８－４３１．

［７２］　ＭＩＮＢＳ，ＫＩＭＹＨ，ＴＯＭＩＹＡＭＡＭ，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Ｋｏｒｅ
ａｎｐｌａｎｔｓｏｎＨＩＶ－１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１，１５

（６）：４８１．
［７３］　ＫＩＳＯＹＡＭＡＨＡＲＡ，ＴＯＨＫＩＮＭ，ＨＩＫＩＮＯＨ．Ａｎｔｉｈｅｐａｔｏｔｏｘｉｅ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ｒｈｉｚｏｍ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
１９８３，４６（５）：６５１－６５４．

［７４］　ＨＵＸＰ，ＳＨＩＮＪＷ，ＷＡＮＧＪＨ，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ｃ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ｏ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ＧＸ，ａｎ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ｏｘｉｅａｃｕｔｅ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ｍｉ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２０）：４１－４３．

［７５］　陆维承．苍术的本草学研究［Ｊ］．基层中药杂志，２０００，１４（２）：
４３－４５．

［７６］　陈炎明，陈静，俞桂新．苍术药用成分研究进展［Ｊ］．上海中医药
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４）：９５－９８．

［７７］　王锡宁，郭明才．茅苍术挥发油化学成分的分析研究［Ｊ］中国卫
生检验杂志，２００３，１３（３）：２５９－２６１．

［７８］　姚发业，刘文英，邱琴，等．北苍术挥发油的 ＧＣ－ＭＳ分析［Ｊ］．
中药材，２００１，２４（９）：６４３－６４４．

［７９］　ＹＡＳＵＤＡＮ，ＯＫＡＯＴＳＵＫＩＫⅠ．Ｎ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Ｍ．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ｉｎｃｒｕｄｅｄｒｕｇｓｂｙｈｅａｄｓｐａｃｅ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Ⅱ．ｃｏｐｏ
ｎｅｎｔ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
ｐａｎ，１９９６，１１６（９）：７２８－７３０．

［８０］　付梅红，朱东海，方婧，等．苍术的化学、分子生药学和药理学研
究进展［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９，３４（２０）：２６６９－２６７２．

［８１］　柏超然．苍术在眼科的应用［Ｊ］．中医杂志，１９９７，３８（１）：７．
［８２］　王凯文，张正，翁萍，等．近年来苍术炮制研究进展［Ｊ］．时珍国

医国药，２０１４，２５（１）：１９５－１９７．
［８３］　孟祥龙，郭小慧，章茜茜，等．苍术炮制前后挥发油成分的分析

和比较［Ｊ］．世界科学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１４，１６（８）：
１７６０－１７６７．

［８４］　张虎，夏新中，向丽娟，等．３种炮制方法对湖北茅苍术挥发油的
化学成分的影响［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５）：
８３－８７．

［８５］　单晨啸，崔小兵，柴川，等基于 ＵＦＬＣ／Ｑ－ＴＯＦ－ＭＳ分析麸炒苍
术的成分变化［Ｊ］．中成药，２０１３，３５（１２）：２７０３－２７０７．

［８６］　ＳＨＯＪＩＹ，ＴＯＭＯＫＯＨ，ＫＡＺＵＥＬ，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
Ａｔｒａｔｙｌｏｄｅｓｌａｎｃｅａ［Ｊ］．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 Ｂｕｌｌ，１９８９，３７（１１）：
２９９５－３０００．

［８７］　ＪＵＮＩＣＨＩＫ，ＡＫＡＮＥＫ，ＴＯＭＬ，ｅｔａｌ．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ｊａ
ｐｏｎｉｅａ［Ｊ］．ＣｈｅｍＰｈａｒｍＢｕｌｌ，２００３，５１（２）：１５２－１５７．

［８８］　ＪＵＮＩＣＨＩＫ，ＡＫＡＮＥＫ，ＴＯＲＵＬ，ｅｔａｌ．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Ｊ］．ＣｈｅｍＰｈａｒｍＢｕｌｌ，２００３，５１（６）：６７３－６７８．

［８９］　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Ｊ，ＫＡＭＯＳＨＩＴＳＡ，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Ｔ，ｅｔａｌ．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ｏｆ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ｏｖａｔｅ［Ｊ］．ＣｈｅｍＰｈａｒｍＢｕｌｌ，２００３，５１（９）：１７８－１７９．

［９０］　孟鹤，马跃平，王金辉，等．苍术麸炒前后正己烷提取物中化学
成分的研究［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２，２３（６）：１４１２－１４１３．

［９１］　李凯鹏，刘荣华，刘红星，等．苍术炮制前后微量元素的比较
［Ｊ］．广东微量元素科学，１９９８，１０（５）：６２－６３．

［９２］　闫汝南，李飞，刘舒平，等．麸炒法对中药微量元素的影响［Ｊ］．
广东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１９９６，１３（３）：２６－２７．

［９３］　季光琼，刘艳菊，王萍，等．ＨＰＬＣ法测定苍术及麸炒苍术中５－
羟甲基糠醛的含量［Ｊ］．湖北中医杂志，２０１４，３６（２）：７３－７４．

［９４］　绪扩．茅苍术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Ｄ］．北京：北京协和医
学院，２０１７．

［９５］　瞿领航，涂济源，曹国胜，等．基于燥性则干和燥性伤阴理论的
苍术燥性效应研究［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８，４３（１３）：
２７０５－２７１２．

［９６］　瞿领航，刘艳菊，涂济源，等．苍术燥性探讨及研究展望［Ｊ］．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４（２０）：２１７－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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