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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查阅与整理历代本草医籍、现代国家或部颁标准、省级炮制规范及现代文献等资料,对地

龙的来源、性味归经、功效、炮制及服用方法进行系统考证,并对其古今炮制方法进行整理归纳,以期为

地龙的临床应用、炮制规范及基础研究提供参考。经考证,古代本草医籍与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记载的地龙来源一致,历代对地龙性味归经、功效的描述与现代基本一致,其味咸,性寒,归肝、脾、膀胱

经,主治伤寒伏热、蛇瘕、去三虫、黄疸及耳聋等,服用方法由简单演变为精准依方依法使用。古代到现

代的炮制方法从20种减少到6种,地龙的炮制方法存在鲜明“一地多法、各地各法”的现象,缺乏统一的

质量标准。从地龙的本草考证、炮制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为地龙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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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reviewingandsortingoutthemedicalrecordsofpastdynasties,modernnationalorministerialstandards,
provincialprocessingnormsandmodernliterature,etc.Systematicresearchonthesourceofearthworm,meridiandistri-
butionofnatureandflavor,efficacy,processingandtakingmethod,andsortedoutitsancientandmodernprocessing
methods,Atthesametime,theancientandmodernprocessingmethodsoftheearthwormaresortedout,Inorderto
providereferencefortheclinicalapplication,processingstandardandbasicresearchofEarthworm.Afterresearch,itis
foundthattheancientherbalmedicalrecordsareconsistentwiththeoriginofEarthwormrecordedinthemodernChi-
nesePharmacopoeia,andthedescriptionsofEarthwormnature,flavor,meridiandistributionandefficacyinthepastdy-
nastiesarebasicallyconsistentwithmoderntimes.ThetasteofEarthwormissalty,coldinnature,Itbelongstotheliv-
er,spleenandbladdermeridian,Indicationsfortyphoidfever,snakelumps,removalofthreeinsects,jaundiceanddeaf-
ness,etc.Themethodoftakinghasevolvedfromsimpletopreciseandprescribedaccordingtothelaw.Fromancient
timestomoderntimes,thenumberofprocessingmethodshasbeenreducedfrom20to6.Thereisaclearphenomenon
of“multiplemethodsinoneplaceanddifferentmethodsindifferentregions”intheprocessingmethodsofearthworms,
lackingaunifiedqualitystandard.Thispaperdiscussesthemateriamedicatextualresearchandprocessingmethodsof
Earthworm,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therelatedresearchofEarthworm.
Keywords:Earthworm;TextualResearchon MateriaMedica;Processing Method;HistoricalEvolution;Processing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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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龙始载于《神农本草经》[1],被列为下品,属钜
蚓科动物参环毛蚓 Pheretimaaspergillum(E.Perri-
er)、通俗环毛蚓PheretimavulgarisChen、威廉环毛
蚓Pheretimaguillelmi(Michaelsen)或栉盲环毛蚓

Pheretimapectinifera Michaelsen的干燥体,前者习
称“广地龙”,后三者习称“沪地龙”[2]。历代本草对
其炮制方法的记载很多,唐朝前主要对地龙进行去
土,宋朝时期地龙炮制发展鼎盛,主要有盐制、熬制、
焙制等,元朝到清朝逐渐增加了酒制、油制和蛤粉制

3种炮制方法[3],地龙在炮制前后化学成分有所改
变[4]。近 年 来 关 于 地 龙 的 本 草 考 证[5-7]、炮 制 工
艺[8-11]、化学成分[12-14]及药理作用[15-16]等领域的研究
报道较多,但对炮制历史沿革的研究报道较少。随
着许多现代医药家对古方中地龙的炮制内涵的思考
和理解,诸多新炮制工艺不断出现。在此基础上,通
过查阅古代本草医籍、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88年版《全国中药炮制规范》、26个地方炮制规范
及现代文献等资料,对有关地龙的本草考证、炮制历
史沿革、现代炮制规范等相关研究进行整理与分析,
以期为地龙的炮制研究及资源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地龙的本草考证

1.1 地龙名称及来源考证
地龙药用历史悠久,始载于东汉本草专著《神农

本草经》,名“蚯蚓”[1],被列为下品。魏晋《吴普本
草》又称“附蚓”“寒蚓”,魏晋《名医别录》称其为“白
颈蚯蚓”[17],宋代《太平圣惠方》始称“地龙”,还有“曲
蟺”“坚蚕”等别名,均依据地龙的生活习性及形态特
征而起,虽别名众多,但后世多沿用“蚯蚓”或“地
龙”[4]。王玲等[6]经过对地龙的文献考证,认为地龙
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蔺道人所撰《仙授理伤续断秘
方》[18],而非宋代《太平圣惠方》[19]。马存德等[7]经
考证发现,本草类书籍以“蚯蚓”或“白颈蚯蚓”为正
名,宋代及以后方剂类书籍中处方名多用“地龙”之
名,民国从《药物出产辨》开始,以“地龙”为正名。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20]将“白颈蚯蚓”与
“蚯蚓”分列,“入药用白颈,使其老者”,可见古人使
用的地龙不止一种。近代将地龙分三类“广地龙”
“沪地龙”和“土地龙”,“土地龙”因质量较差,现已较
少使用。经前期整理发现,古籍对地龙的描述大同
小异[4],但仍无法辨别是否为同一品种。但已有研
究证实,古代“白颈蚯蚓”属于环毛属蚯蚓类,如孙洁
等[3]对广地龙进行品种考证,发现本草中所记载的
“白颈蚯蚓”与现今国家及地方标准收载的参环毛蚓
等多种蚯蚓特征基本一致。郑佳等[5]整理文献发
现,从199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开始,地龙
来源除了收载参环毛蚓“广地龙”外,“沪地龙”替代

原来的“土地龙”被收入后续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

由此可知,古代药用地龙品种较多,其中“白颈
蚯蚓”为主流,与现代“广地龙”为同源,地龙的称呼
最早见于唐代蔺道人所撰《仙授理伤续断秘方》[18],
从199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开始,地龙来源
除收载“广地龙”外,“沪地龙”替代“土地龙”。目前
市售地龙药材伪品较多,可能为 “土地龙”一类,本研
究认为古代地龙与现代地龙来源一致。
1.2 地龙性味归经、功效、炮制及服用方法考证

一药多用,指的不仅是其功效的多样性;还因其
使用不同的炮制方法,而增强或者改变了原有功效,
地龙亦是如此。经查阅历代本草记载,地龙性味归
经为咸寒,无毒,归肝、脾、肺三经;功效主治为清热
熄风、平喘通络、利尿[1]。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20]

中对地龙的药性有较为全面的归纳:主伤寒疟疾、大
热狂烦,及大人小儿小便不通、急慢惊风、历节风痛、
肾脏风注、头风、齿痛、风热赤眼、木舌、喉痹、鼻瘾、
聤耳、秃疮、瘰病、卵肿、脱肛等,还有解蜘蛛毒、疗蚰
蜒入耳等功效。见表1。

古人常根据不同病症而选择不同的用药方法,
早期使用阴干、盐沾地龙治疗伤寒伏热、黄疸、狂谬、
大腹、耳聋,如魏晋时期《名医别录》记载有地龙炮制
及用法:“盐沾为汁,疗耳聋。”[17]而后出现使用焙制
地龙治疗伏尸、鬼疰、蛊毒、杀长虫等,如南北朝《本
草经集注》云:“温病大热狂言,饮其汁,皆痊……熬
作膏,去蛔虫。”[21]唐代多沿用前期的方法来治疗耳
聋[22],宋代早期采用地龙干品熬作汁及炙干等方法,
冷茶调散剂服用治疗蛇瘕,还可去三虫、伏尸、鬼疰、
蛊毒,杀长虫等,宋代《证类本草》云:“陶隐居云:若
服此干蚓,应熬作屑,去蛔虫甚效也。”[23]宋代《太平
圣惠方》载:“捣汁,数数灌之,即轻挑自出;地龙十条
炙干,捣细罗为散,夜临卧时,以冷茶调下二钱,服
之。”[19]至明代地龙炮制方法及应用发展迅速[24,25],
出现了糯米泔泡地龙、无灰酒泡地龙、焙干、醋地龙、
炒地龙、盐地龙等方法进行治疗,如明代《本草纲目》
指出:“凡收得,用糯米泔浸一夜,漉出,以无灰酒浸
一日。”[20]首次记载了地龙能够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
疾病。明代《普济方》载有醋制地龙:“韭地红小蚯蚓
数条,醋擂取汁食之。”[26]清代有砂烫地龙、地龙炭、
炒地龙等方法[27,28],服用方法随方而改变。清代《本
草辑要》总结:“白颈蚯蚓,入药或晒干为未,或盐化
为水,或微炙,或烧灰,各随本方。”[27]至现代地龙的
使用方法逐渐增多,内服多为煎汤、末、入丸、散或鲜
品拌糖或盐化水服,外用可鲜品捣烂敷或取汁涂敷,
研末撒或调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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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地龙性味归经、功效、炮制及服用方法等
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发展于宋明时期,至现代达到了
发展的高峰,历代本草古籍多描写地龙性味归经为
“性寒、味咸,无毒,归肝、脾、膀胱经”,功效主治多为
伤寒伏热、蛇瘕、去三虫、黄疸及治耳聋等[2],服用方
法多为捣汁、捣细、研末、研细、盐化、烧灰等。现代

学者李思维等[15,16]研究发现,地龙有解热镇静和抗
惊厥、抗菌、溶血栓等作用,可用于治疗高热神昏、惊
痫抽搐、关节痹痛等症状,其功效与历代本草著作中
的功效主治记载相符,故认为现代地龙的炮制应用
是对古籍本草的继承与发展。

表1 历代本草所载地龙性味归经、功效、炮制及服用方法

朝代 书名 性味归经 功效 炮制及服用方法

秦汉 《神农本草经》[1] 味咸,寒、大寒,无毒
主治蛇瘕,去三虫、伏尸、鬼疰、蛊毒,
杀长虫,仍自化作水

无

魏晋 《名医别录》[17] 大寒,无毒
主治伤寒伏热,黄疸,狂谬,大腹,治
耳聋

三月取,阴干;盐沾为汁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21] 味咸,寒,大寒,无毒
主治,伏尸,鬼疰,蛊毒,杀长虫;治伤

寒伏热,狂谬,大腹,黄疸
若服干蚓,须焙作屑

唐 《新修本草》[22] 味咸,寒,大寒,无毒 治耳聋 三月取,阴干。盐沾为汁

宋 《证类本草》[23] 味咸,寒,大寒,无毒

主蛇瘕,去三虫,伏尸,鬼疰,蛊毒,杀
长虫,仍自化作水。疗伤寒伏热,狂
谬,大腹,黄疸

若服此干蚓,应熬作屑

宋 《太平圣惠方》[19] 味咸,寒,大寒,无毒 治风火赤眼;治瘰疬溃烂流串者

强坚挑不可得出者,地龙五七条湿者,
捣汁,数数灌之,即轻挑自出;地龙十条

炙干,捣细罗为散,夜临卧时,以冷茶调

下二钱,服之

明 《本草纲目》[20] 咸,寒,无毒

主伤寒疟疾注,头风齿痛,风热赤眼,
木舌喉痹,鼻息耳,秃疮瘰癧,卵肿脱

肛,解蜘蛛毒,疗蚰蜒入耳

凡收得,用糯米泔浸一夜,漉出,以无灰

酒浸一日

明 《摄生众妙方》[24] 味咸,寒,大寒,无毒 治风头痛,产后头痛 去泥焙干,为末,加朱砂等分,糊为丸

明 《本草正》[25] 味咸,寒,大寒,无毒 治天行温疫;去蛔虫;治小儿急慢惊风 去泥,盐化为水;炒为末服

清 《医学集成》[28] 味咸,寒,大寒,无毒 治中风闭证
微炒或炒黄研细;将砂炒热,将地龙拌

炒至兴起,筛去砂

清 《本草辑要》[27] 咸,寒,大寒 治大热
捣汁,井水调下入药,或晒干为末,或盐

化为水,或微炙,或烧灰,各随本方

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2]
咸,寒。归肝、脾、膀胱

经

高热神昏、惊痫抽搐、关节痹痛、肢体

麻木、半身不遂、肺热喘咳、水肿尿少

等

用量5~10g

《中华本草》[29]
味咸,性寒。归肝、脾、
膀胱经

清势止痉;平肝熄风;通经活络;平喘

利尿。主热病发热狂燥;惊痫抽搐;肝
阳头痛;中风偏瘫;风湿痹痛;肺热喘

咳;小便不通

内服:煎汤,5~10g;或末,每次1~2g;
或入丸、散;或鲜品拌糖或盐化水服。
外用:适量,鲜品捣烂敷或取汁涂敷;研
末撒或调涂

2 炮制历史沿革

2.1 地龙古代炮制方法
历代本草关于地龙炮制方法的记载较多,各时

期炮制方法不一。唐以前多为对地龙进行阴干、去
土、盐制、熬制、蜀椒糯米熬制、烧用等[21],开始使用
盐、蜀椒糯米、无灰酒等辅料炮制,如秦汉时期《神农
本草经》载:“二月取阴干。”[1]魏晋《名医别录》言:
“盐沾为汁”[17],使用辅料盐炮制。南北朝《本草经集
注》载:“三月取,阴干。取破去土,盐之,日暴。若服
此干蚓,应熬作屑”[21],采用熬制方法。南北朝《雷公
炮制论》言:“取蜀椒、并糯米及切了蚯蚓三件同熬
之,待糯米熟,去米、椒,拣净用之凡修事二两,使米
一分、椒一分为准。”[30]唐朝《仙授理方续断秘方》载
有“去土”[18],始载去土方法。五代时期《日华子本

草》载有“入药烧用”[31],此处的“烧用”,尚志钧注解
为“是将药物全部烧成焦黑色,但中间仍呈黄褐色为
度”,与现“炒炭”“炒存性”相同,即炒炭。

宋以后地龙炮制发展迅速,盐制、熬末、炙干、微
炒、醋制、蜜制等炮制方法层出不穷,该时期增加了
熬末、炙干、微炒等方法[32]。元代《世医得效方》中始

载:“清油炒。”[33]明代时期出现了曝干、蜜制、醋制、
蛤粉炒、砂烫制等方法[20,24,25,34]。到清代,地龙的炮
制方法逐渐成熟,详细收载了炒制、沙烫制、炒黑、炒
炭及酒制、煅制等内容,如清《医学集成》载有“取地
龙微炒或炒黄研细”及 “将沙炒热,将地龙拌炒至鼓
起,筛去砂即可”[28];清《全幼心鉴》载有“火炙存性”;
清《幼科释谜》载有“炒黑”[35];清代《外科大成》言:
“敲去腹内泥,黄酒洗,文火顿干”;清代《串雅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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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中关于煅制地龙:“地龙装在经霜丝瓜内,煅枯
焦,连瓜为末法”[36]。

本研究在系统翻阅古书籍文献的基础上,发现
古代书籍记载地龙的炮制方法有20种,随时代的发
展其使用的辅料种类和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唐以前
主要炮制方法为阴干、去土、盐制、熬制、蜀椒糯米熬

制、烧用等,开始使用盐、蜀椒糯米、无灰酒等4种辅
料炮制;宋代增加了熬末、炙干、微炒、醋制等方法,
开始使用辅料醋炮制;元代至清代属于鼎盛时期,发
展迅速,逐渐增加了清油制、曝干、火炙、炒黑、炒黄、
砂烫制、蜜制、酒制、煅制和蛤粉炒等炮制方法,使用
清油、砂、蜜、蛤粉等4种辅料炮制。见表2。

表2 古代地龙炮制本草记载

年代 本草著作 方法 炮制描述

秦汉 《神农本草经》[1] 阴干 二月取阴干

魏晋 《名医别录》[17] 盐制 三月取,阴干。盐沾为汁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21] 熬制 三月取,阴干。取破去土,盐之,日暴。若服此干蚓,应熬作屑

南北朝 《雷公炮制论》[30] 蜀椒糯米熬制

凡使,收得后,用糯米水浸一宿,至明漉出,以无灰酒浸一日,至夜漉出,焙令干后,细
切。取蜀椒、并糯米及切了蚯蚓三件同熬之,待糯米熟,去米、椒了,拣净用之凡修事

二两,使米一分、椒一分为准

唐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18] 去土 去土

五代 《日华子本草》[31] 烧用 入药烧用

北宋 《本草图经》[32] 盐制 三月采,阴干。一云须破去土盐之,日干

北宋 《证类本草》[23] 熬末 熬末用之

北宋 《太平圣惠方》[19] 炙干、微炒 炙干、去土微炒

宋 《博济方》 醋制 醋内炒过

元 《世医得效方》[33] 清油炒 清油炒

明 《本草纲目》[20] 曝干 三月取,曝干

明 《全幼心鉴》 蜜制 大地龙数条去泥,入蜜少许

明 《普济方》 蛤粉炒 蛤粉炒

明 《普济方》 醋制 韭地红小蚯蚓数条,醋擂取汁食之

明 《普济方》 砂烫制 将砂炒热,将地龙拌炒至兴起,筛去砂即可

明 《本草品汇精要》[34] 去土、曝干 三月取,阴干。今用先锤碎去中沙土,置竹筛内于水面上洗净,曝干用之

清 《全幼心鉴》 火炙 火炙存性

清 《幼科释谜》[35] 炒黑 炒黑

清 《医学集成》[28] 炒黄 取地龙微炒或炒黄研细

清 《医学集成》 沙烫制 先将沙炒热,加入地龙拌炒至鼓起,筛去沙即可

清 《外科大成》 酒制 敲去腹内泥,黄酒洗,文火顿干

清 《串雅内外编》[36] 煅制 地龙装在经霜丝瓜内,煅枯焦,连瓜为末

2.2 地龙现代炮制方法

2.2.1 国家及部颁标准 通过查阅历版中国药
典、1988年版《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发现对地龙
炮制方法的收载基本一致,其中1988年版《全国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收载了酒地龙。1963-1990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1988年版《全国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中的炮制方法可简述为:“拣去杂质,用水

漂净,及时捞出,晒干,切断即得。”1995-2020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的炮制方法为:“除去杂
质,洗净,切段,干燥。”上述主要区别是对地龙的干
燥和切制顺序进行了调整,如1990年以前的版本是
先对地龙进行晒干后切断,1995年以后的版本则是
对地龙进行切断后干燥。针对两者顺序变化是否对
其化学成分及药效等产生影响,有待考究。见表3。

表3 国家炮制规范收录地龙炮制方法

炮制品 炮制方法 来源

地龙
拣去杂质,用水漂净,及时捞出,晒干,切断即得 1963-199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除去杂质,洗净,切断,干燥 1995-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切断、干燥。土地龙,碾碎,筛去土

酒地龙
取净地龙段,加入黄酒拌匀,置锅内,用文火加热,炒至表面呈棕色时,取出,放凉。每

100kg地龙,用黄酒12.5kg
1988年版《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2.2 省级炮制规范 通过查阅全国26个地方
的炮制规范,对地龙的炮制品种及工艺进行了整理
分析。结果发现地龙的炮制品种的收载情况,共概
括为6种:地龙、酒地龙、炒地龙(单炒地龙)、烫地龙

(砂烫或炒地龙、滑石粉烫或炒地龙)、甘草制地龙及
焙制地龙。25个地方(安徽、北京、重庆、福建、广东、
广西、贵州、甘肃、河南、湖南、湖北、黑龙江、江苏、江
西、吉林、辽宁、宁夏、上海、山东、山西、四川、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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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云南、浙江)炮制规范均收载了生地龙或地龙
肉;11个地方(安徽、福建、贵州、甘肃、河南、河北、江
苏、山西、四川、云南、浙江)炮制规范中收载了酒地
龙或酒炙;2个地方(吉林、山东)炮制规范中收载了
炒地龙;5个地方(广西、湖南、甘肃、辽宁、天津)炮制
规范中收录了烫地龙;3个地方(广东、广西、湖北)炮
制规范收录了甘草制地龙;焙制地龙为四川地方特
色炮制品。见表4。

总结各地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地龙的制备方
法可简述为:“除去杂质,洗净,切断,干燥。”但关于
地龙切制规格长度仅有3个地方(河南、湖南、上海)
有详细收载,收载长度不一,存在各地各法现象,切
制长度排序为:湖南>河南>上海。11个地方炮制
规范中收载了酒地龙或酒炙,炮制过程中使用辅料
处理方式和用量存在差异,包括:①辅料处理方式不
同:9个地方(安徽、福建、贵州、河南、河北、江苏、山
西、四川、云南)炮制规范工艺先黄酒闷润后炒干;2
个地方(甘肃、浙江)炮制规范工艺为黄酒先闷润后
借助辅料砂炒。②辅料用量不同:3个地方(甘肃、山
西、云南)炮制规范中辅料为每100kg地龙,用黄酒

10kg;浙江炮制规范中辅料为每100kg地龙,用酒

12kg;2个地方(安徽、四川)炮制规范中辅料为每

100kg地龙,用黄酒12.5kg;2个地方(江苏、贵州)炮
制规范中辅料为每100kg地龙,用黄酒15kg;河南炮
制规范中辅料为每100kg地龙,用黄酒18kg;河北炮
制规范中辅料为每100kg地龙,用黄酒20kg。由此
可见,各地区炮制规范中黄酒用量排序为:河北>河
南>江苏、贵州>安徽、四川>浙江>甘肃、山西、
云南。
2个地方炮制规范中收载了炒地龙,均选用了

清炒法。5个地方炮制规范中收录了烫地龙,但选用
的辅料具有差异,其中广西炮制规范记载为与辅料
细砂拌炒,其余地区炮制规范记载为滑石粉拌炒或
烫法。3个地方炮制规范收录了甘草制地龙,但辅料
用量存在差异,其中广东炮制规范记载为每100kg
地龙,用甘草20kg;广西炮制规范记载为每100kg地
龙,用甘草10kg;湖北炮制规范记载为每100kg地
龙,用甘草2.5kg(煎水适量)。故各地区炮制规范中
甘草用量排序为:广东>广西>湖北。此外,通过查
阅书籍发现,使用甘草水泡后能去毒和去腥燥气味,
其中广东地区规定使用温甘草水,但未见详细的温
度要求,是否对有效成分产生影响有待研究。此外,
焙制地龙为四川地方特色炮制品。

表4 现行版各地方炮制规范收录的地龙炮制方法

序号 地方 现行标准 炮制品 炮制工艺 辅料及用量 文献来源

1 安徽

2005年版《安徽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2019年版《安徽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稍润,切段,干燥 无

酒地龙 取净地龙段,照酒炙法(附录Ⅰ),炒干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100kg 地 龙,用 黄 酒

12.5kg

酒地龙

取净地龙段,加黄酒拌匀,闷润至酒被吸尽,置锅

内用文火炒干,炒至表面呈微黄色或色泽加深,取
出,放凉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100kg 地 龙,用 黄 酒

12.5kg

[37]

[38]

2 北京

1974年版《北京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2008年版《北京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取原药材,用清水冲洗,去净杂质,切段、晒干,入
库即得

无

地龙肉

取净地龙置稍温水内捞一次,闷4~6小时,用碾

串裂或用刀劈开,再用清水洗净内脏和泥土,剪
段,晒干,入库即得

无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切长段,干燥 无

[39]

[40]

3 重庆
2006年版《重庆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
地龙 除去杂质,洗净,切段,干燥 无 [41]

4 福建
1988年版《福建省中药

炮制规范》

地龙 除去杂质,洗净,切段,干燥 无

酒地龙 取地龙段,照酒炙法炒干 辅料:黄酒 [42]

5 广东

2011年版《广东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第一

册)

1984年版《广东省中药

炮制规范》

甘草泡地龙

地龙

甘草泡地龙

(1)取净地龙段,放入温甘草水中,漫泡2小时。
捞起,干燥

(2)取净地龙,放人温甘草水中泡2小时,捞起,干
燥,切段,筛去灰屑

除去杂质,洗净,切段,晒干

取净地龙,放入温甘草水中,浸泡2小时,捞起,
干燥

辅 料:甘 草;用 量:每
100kg净地龙,用甘草

20kg(煮汤)

无

辅料:甘草;用量:每地

龙100kg,用甘草20kg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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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序号 地方 现行标准 炮制品 炮制工艺 辅料及用量 文献来源

6 广西
2007年版《广西壮族自

治区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

生地龙 除去杂质,抢水洗净,切段,及时干燥,筛去灰屑 无

制地龙
取甘草加适量水煎汤,去渣取汁,加生地龙段拌

匀,润透,取出,干燥

辅 料:甘 草;用 量:每
100kg地龙用甘草10kg

炒地龙
先将洁净细砂置锅内炒热,加入制地龙段炒至黄

色松脆为度,取出,筛去砂子,放凉
辅料:砂

[45]

7 贵州

1986年版《贵州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2005年版《贵州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用水洗净,沥去水分,晾至半

干,用铡刀铡成短节,干燥
无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切段,干燥 无

酒地龙
取净地龙,照酒炙法(附录一炮制通则)炒至棕黄

色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100kg净地龙,用黄酒

15kg

[46]

[47]

8 甘肃

1980年版《甘肃省中药

炮制规范》

2009年版《甘肃省中药

炮制规范》

地龙 除去杂质,洗净泥土,捞出,切段或配方时剪断 无

烫地龙
取滑石粉置锅内,加入净地龙,用武火加热,拌炒

至黄色鼓起,出锅,筛去滑石粉,放凉
辅料:滑石粉

酒地龙

取净地龙,用黄酒拌匀,待酒吸干,用中火将砂子

炒至烫手,投入净地龙,炒至微鼓起并转棕黄色,
微具焦斑点时,出锅,筛去砂子,放凉

辅料:黄酒、砂子;用量:
每100kg净地龙,用黄

酒10kg

[48]

[49]

9 河南

1974年版《河南省中药

材炮制规范》(修订本)

2005年版《河南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生用
拣去杂质,洗净泥土,及时捞出,晒干,切段1~1.5
厘米长

无

酒炙
取地龙段与黄酒拌匀,稍润,置锅内用文火炒至微

干,取出,放凉

辅料:黄酒;用量:每500
克地龙,用黄酒90克

地龙 除去杂质,洗净,切段,干燥 无

酒地龙 取地龙段,照酒炙法(炮制通则)炒至微干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100kg地龙段,用黄酒

18kg

[50]

[51]

10 河北
2003年版《河北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酒地龙

取净地龙放在洁净的容器内,喷洒黄酒,充分搅

拌,混匀,浸闷至酒吸尽,干燥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100kg 地 龙,用 黄 酒

20kg

[52]

11 湖南

1983年、1999年版《湖
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

2010年版《湖南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滑石粉炒

地龙

拣去杂质,抢水洗净泥砂,捞出,沥干,晒八成干,
切3~4厘米段片,晒干或烘干,筛去灰屑,用滑石

粉炒至鼓起,筛去滑石粉即得

辅料:滑石粉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切中段,干燥 无

炒地龙 取净地龙段,照滑石粉烫法(附录I),烫至鼓气 辅料:滑石粉

[53][54]

[55]

12 湖北
2009年版《湖北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除去杂质,用水或甘草水洗净,沥干,切段,干燥或

用砂炒至卷曲

辅料:甘草水、砂;用量:
每100kg地龙,用甘草

2.5kg(煎水适量)
[56]

13 黑龙江
2012年版《黑龙江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切段,干燥,即得 无 [57]

14 江苏

1980年版《江苏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2002年版《江苏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将原药拣去杂质,洗净,沥干,切中段,干燥,筛去

灰屑
无

制地龙
取净地龙段用酒拌匀、略闷,用文火炒至棕黄色有

焦斑时,取出,凉透

辅料:黄酒;用量:每净

地龙100公斤,用黄酒

15公斤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切段,干燥 无

制地龙
取净地龙段,用黄酒拌匀,略闷,用文火炒至棕黄

色有焦斑时,取出,凉透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100kg净地龙,用黄酒

15kg

[58]

[59]

15 江西

1991年版《江西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取原药,除去杂质,洗净,切段,晒干 无 [60]

2008年版《江西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除去杂质,洗净,切段,晒干 无 [61]

16 吉林

1986年版《吉林省中药

炮制标准》
地龙 除去杂质,用碾压扁或锤开,洗净泥沙,捞出,晒干 无 [62]

2021年 版 《吉 林 省 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第
一册)

炒地龙

取地龙段,照单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四部 通则0213),用文火炒至腥气逸出,表面

颜色稍加深时,取出,放凉

无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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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序号 地方 现行标准 炮制品 炮制工艺 辅料及用量 文献来源

17 辽宁
1986年版《辽宁省中药

炮制规范》

地龙肉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腹内泥土,取净肉,洗净,干
燥,剪成段

无

烫地龙
取滑石粉,置锅内加热,然后投入地龙肉,烫至鼓

起为度,取出,筛去滑石粉,放凉
辅料:滑石粉 [64]

18 宁夏
1997年版《宁夏中药炮

制规范》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切段,干燥,即得 无 [65]

19 上海

2008年版《上海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将原药除去杂质,喷潮,切段(5~10mm),快洗,及
时干燥,筛去灰屑

无 [66]

2018年版《上海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
地龙

将药材除去杂质,喷潮,切短段,快洗,及时干燥,
筛去灰屑

无 [67]

20 山东

1990年版《山东省中药

炮制规范》

2002年版《山东省中药

炮制规范》

地龙
广地龙除去杂质,洗净,稍晾,切段,干燥。土地龙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或碾碎,筛去土
无

炒地龙
将净地龙段置锅内,文火炒至表面色泽变深时,取
出,放凉

无

地龙 去净杂质,洗净,切段,干燥 无

炒地龙
将净地龙段置锅内,文火炒至表面色泽变深时,取
出,放凉

无

[68]

[69]

21 山西
1984年版《山西中药炮

制规范》

地龙
取原药材,拣去杂质,洗净泥土,及时捞出,晒干,
切10~15mm长段

无

酒地龙
取地龙段与黄酒拌匀,稍润,置锅内用文火炒至微

干,取出,放凉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500g地龙,用黄酒50g

[70]

22 四川

1977年版《四川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2002年版《四川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2015年版《四川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生用 取地龙,洗净泥沙,晒干,剪成节 无

焙制 取地龙节,焙干 无

地龙 洗去泥沙杂质,切段,干燥 无

酒地龙
取地龙除去杂质,洗净,稍润,切段,干燥。照酒炙

法(通则0213),炒干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100kg 地 龙,用 黄 酒

12.5kg

[71]

[72]

[73]

23 陕西
2007年版《陕西省中药

饮片标准》
地龙 取药材地龙,除去杂质,洗净,切长段,干燥 无 [74]

24 天津

2005年版《天津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喷淋微润,切段,干燥,筛去

土末
无 [75]

2012年版《天津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地龙饮

片项下
无 [76]

2018年版《天津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制地龙

取原药材或切段,除去杂质、虫蛙霉变。将滑石粉

置锅内加热,取净制后的地龙置锅内,翻动均匀,
炒至鼓起,取出。筛去滑石粉,放凉

辅料:滑石粉 [77]

25 云南
1986年版《云南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

地龙 取原药拣净杂质,铡成中节片,即可 无

酒地龙
取净地龙片,每50kg加酒5kg吸润后,用文火炒

至棕黄色有焦斑时,取出晾冷,即可

辅 料:黄 酒;用 量:每
50kg地龙,用黄酒5kg

[78]

26 浙江

1986年版《浙江省中药

炮制规范》

2005年版《浙江省中药

炮制规范》

2015年版《浙江省中药

炮制规范》

生地龙
取原药,除去杂质,抢水洗净,沥干,切成中段,干
燥

无

酒地龙

取生地龙,用黄酒拌匀,待酒吸干,将沙子炒至烫

手,投入生地龙,炒至微鼓起并转棕黄色,微具焦

斑时,取出,筛去沙子

辅料:黄酒、沙;用量:每
生地龙100kg,用黄酒

12.5kg
地龙 取原药,除去杂质,抢水洗净,切段,低温干燥 无

酒地龙

取地龙,于酒拌匀,稍闷。另取沙子,置热锅中翻

动,待其滑利,投入地龙,炒至表面棕黄色,微鼓起

时,取出,筛去沙子,摊凉

辅料:酒、沙;用量:每地

龙100kg,用酒12kg

酒地龙
取地龙饮片,与酒拌匀,稍闷 照沙烫法烫至表面

棕黄色,微鼓起时,取出,筛去沙子,摊凉

辅料:酒、沙;用量:每地

龙100kg,用酒12kg

[79]

[80]

[81]

3 讨论

地龙最早出现于《神农本草经》[1],其称呼最早
见于唐代蔺道人所撰《仙授理伤续断秘方》[18]。古代

药用地龙品种较多,其中“白颈蚯蚓”为主流,与现代
“广地龙”为同源,从199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开始,地龙来源除收载“广地龙”外,“沪地龙”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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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土地龙”,目前市售地龙药材伪品较多,可能为
“土地龙”一类。历代对地龙性味归经、功效的描述
基本与现代描述一致,其味咸,性寒,归肝、脾、膀胱
经,主治包括伤寒伏热、蛇瘕、去三虫、黄疸及治耳聋
等,且服用方法从简单演变为精准依方依法使用。
3.1 地龙古法炮制的传承和创新

历代本草书籍记载地龙多炮制入药,古代炮制
方法多达20种,有阴干、去土、盐制、熬制、蜀椒糯米
熬制、烧用等。而现行国家标准及26个地方规范收
载地龙炮制方法有6种,包括地龙、酒地龙、炒地龙、
烫地龙、甘草制地和焙制地龙,其他古代炮制方法趋
于消失。但地龙现代的炮制方法基本传承了古代传
统的炮制方法,并在古代的基础上,使用的炮制辅料
种类和方法不断完善,现代地龙炮制品有明显的地
域和流派特色,如焙制地龙为四川地方特色炮制品。
目前地龙的炮制品主要以生品和酒炙品为主流[3-10],
但关于地龙多辅料炮制方面的研究较少,对古人炮
制的原始意图认识不足,以致其传统炮制方法传承
与创新不足。现代研究应对地龙传统炮制目的以现
代分析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以对不同炮制品
的临床应用与新品开发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指导。
3.2 地龙饮片质量标准提升

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地龙各项质量标
准逐渐修订完善,其中鉴别检查项由最初的性状鉴
别逐渐完善为性状、显微、薄层鉴别和检查,无含量
测定项,缺少专属性成分或药效成分作为含量测定
评价指标。现已有诸多学者进行了酒制或甘草制炮
制工艺的相关优化研究[8-10],但优选的工艺参数结果
却各不相同甚至差异较大,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样品来源、辅料、炮制方式、优化评价指标等因
素的不同所致,或因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
各地方炮制规范所载炮制的火候-时间-终点等要
求简单,多依赖炒药工的经验决断,故地龙炮制规范
难以实施标准化和规范化。现阶段有关传统中药地
龙药效物质等的研究深度不足,应采用先进技术加
强对地龙炮制机理的研究,促进炮制工艺的传承和
创新,加快完善各地炮制规范,系统化和整体化地加
快提升中药饮片质量标准,确保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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