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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淡豆豉发酵炮制为例探讨北京特色炮制的
传承与发展

张 琳 付予劼 袁继巧 王满元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北京 100069）

【摘要】中药炮制是按照中医药理论，根据药材自身性质以及调剂、制剂和临床需要，所采取的一项制药技术，是确保

临床疗效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由于全国各地在药材资源、文化传统、用药习惯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炮制技

术各具特色。中药淡豆豉存在“各地各法”“一药多性”以及“同名异质”等客观现象。北京特色炮制重视“以药制药”，

淡豆豉炮制的鲜明特点在于发酵辅料应用“中药复方”，采用《治疫全书》“清瘟解毒汤”煎液泡煮马料豆，辅以青蒿，经

固态发酵后，增强其解表除烦的功效。深入分析不同的淡豆豉发酵炮制工艺的原始意图，应用现代科技方法，从生物效应

变化与化学物质变化等多个层面阐明“一药多性”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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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是按照中医药理论，根据药材自身

性质以及调剂、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

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是确保临床疗效的重要

手段之一。由于全国各地在药材资源、文化传统、

用药习惯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炮

制技术各具特色。整体而言，中药炮制技术流派

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2］。

有效传承与发扬各地的炮制流派技艺，对我国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3］。

自明代起，北京地区的中药生产和经营开始

兴起，加之宫廷御药制售往来，药业应运而生。

清代政府不重视官办医疗，取消了明代设立的惠

民药局，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药业的繁荣，进而引

发了北京地区炮制技艺的飞速发展［4-5］。民国时期

的北京商业，有靴、帽、茶、药之称谓，中药业

位列其中。众多中药店恪守因时、因地、因人制

宜原则，注重原药材与饮片质量，开展临方炮制，

遵守“丹皮封刀”等地域传统［6-7］。北京地区在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中医药学术流

派的形成与发展、中医药文化的孕育与弘扬、中

药加工炮制与用药习惯等方面特色鲜明。当前传

统炮制技艺流派面临着新的传承与发展机遇，有

必要深入开展相关现代研究，进而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8］。本文以“淡豆豉”为例，概要阐述

北京特色炮制品的成因及传承发扬的具体路径。

1 北京特色炮制的独特之处 
北京既非大宗药材道地产区，也非主要的加

工集散地，特色炮制技术的发展动力源于北京地

区汇集的名医资源与市场需求。其独特之处主要

体现在 3个方面：①名医资源丰富，包容性强，信

息交融快，促进新炮制方法与新饮片的产生；②
营销对象特别，更加注重药物安全；③差异化的

多元市场需求，能够发展部分技艺精良、用料丰

实的复杂饮片炮制工艺。此外，老字号中药商家

的制药实践也是中药炮制技术发展的重要来源。

明永乐年间的“万全堂”，嘉靖年间的“鹤年堂”，

万历年间的“永安堂”“雅观斋”等，都对中药炮

制与制剂技术有所发展，创制了牛黄清心丸、二

母宁嗽丸、牛黄抱龙丸、追风膏等疗效良好的传

统药物。北京中药堂号，如始于清康熙八年的

“同仁堂”，始于乾隆五十五年的“长春堂”，亦开

发出了“铜罐炖制”等特色炮制技术。北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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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的代表饮片包括淡豆豉、天南星、胆南星、

七制香附、黄精、熟地黄、酒蒸大黄、百药煎，

以及小米炒党参、小米炒沙参、大青盐烫怀牛膝、

蜜水炙焦槟榔、米汤煨葛根、猪心血拌丹参、乳

香拌当归、砂仁拌熟地黄等。

2 淡豆豉发酵炮制的历史沿革 
淡豆豉首载于《名医别录》，是栀子豉汤、瓜

蒂散、葱豉汤、银翘散、桑杏汤、加减葳蕤汤、

藿朴夏苓汤等方的组成药味，也是银翘解毒丸、

羚翘解毒丸、维C银翘片等中成药的原料［9-10］。李

东垣认为其“医伤寒切不可无”，王绍隆曰：“此

药乃宣郁之上剂也”，倪朱谟 《本草汇言》 载：

“淡豆豉，治天行时疾，疫疠瘟瘴之药也”。

淡豆豉作为发酵炮制药物，起源于酿造类食

品豆豉，其发酵炮制利用的是环境中的野生微生

物（多为霉菌、细菌），受地域、季节、气候等环

境因素的影响，再之开放式的发酵生产方法，也

导致成品质量很不稳定。《齐民要术》记载：“豉

法，难好易坏，必须细意人，常一日再看之……

又须留意，冷暖宜适，难于调酒。”中药辅料的加

入，可以提高发酵过程的稳定性，但由于各地用

药习惯不同，发酵炮制时应用的中药辅料各具特

色，经过不同时代的演变与分化，淡豆豉药物制

备工艺出现了“各地各法”的现象［11］。

古代医家巧妙利用不同药性的辅料组合改变

淡豆豉发酵基质的探索，是宝贵的经验性创造，

丰富了中药发酵炮制技术。徐春甫《古今医统大

全》［12］记载了“造淡豆豉法”“江西淡豆豉法”等

3种不同的发酵制备方法，差异在于不使用中药辅

料、使用温性辅料“紫苏叶”和寒性辅料“桑

叶”。李时珍《本草纲目》［13］记载的造豉法已较为

成熟，采用青蒿、桑叶为辅料的多次发酵工艺进

行炮制。后世著作多沿袭《本草纲目》淡豆豉制

备方法，如《本草述》［14］《本草备要》［15］《本草从

新》［16］《本草求真》［17］《本经疏证》［18］《本草述钩

元》［19］ 等，也有部分对其做了修正，如卢子颐

《本草乘雅半偈》［20］疏方部分心疟章节收录再发酵

过程加入粳米促进微生物固态发酵的工艺，张璐

《本经逢原》［21］淡豆豉制法的再发酵过程有“酒拌

入瓮”的记载。

3 北京特色淡豆豉发酵炮制的特点分析及研究

价值 
近代以来，随着各地持续探索实践淡豆豉的

发酵炮制工艺，产生了不少卓有特色的品种，整

体上保留了“各地各法”的特点，有单次发酵与

多次发酵，不使用辅料、使用寒性辅料或温性辅

料、寒温辅料兼用、接种曲霉孢子以及添加面粉

与酒曲促进微生物生长繁殖等多个方面的差异［11］。

淡豆豉是通过炮制技术改变药性的典型药物，

其“偏凉”或“偏温”与发酵辅料的种类密切相

关。黑豆性平，淡豆豉以桑叶、青蒿发酵者性寒，

以麻黄、紫苏叶发酵者性温，治疗风热感冒、温

病烦闷者 （热病胸中烦闷之证） 多用性寒者，治

疗风寒感冒多用性温者［22］。

淡豆豉原料包括不同豆类，主流本草以黑色

种皮大豆为主，如《本草纲目》［13］记载：“豉，诸

大豆皆可为之，以黑豆者入药。”《神农本草经

疏》［23］ 亦载：“豉，诸豆皆可为之，惟黑豆者入

药。有盐、淡二种，惟江右淡者治病。”然而，长

期以来，淡豆豉原料除黑豆外，仍有刀豆［24］、黄

色种皮大豆［25］、赤小豆［25］、黑芸豆［26］等其他豆

类。北京特色炮制淡豆豉善用黑豆 （乌豆，马料

豆），具有异黄酮类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高的

特点［27］。

清·熊立品在总结治疗温疫经验基础上，参

以吴又可治疫之书及喻嘉言论温之说，著成《治

疫全书》，其中“清瘟解毒汤”由白芷、玄参、柴

胡、连翘、桔梗、川芎、黄芩、羌活、赤芍、天

花粉、葛根、甘草、淡竹叶 13 味药组成，以生姜

为引，主治初起瘟疫，四时伤寒，头痛，憎寒发

热，呕吐恶心，咳嗽痰疾，气喘，面红目赤，咽

喉肿痛。北京特色炮制重视“以药制药”，其特点

在于发酵辅料应用“中药复方”，炮制方法应用

《治疫全书》“清瘟解毒汤”煎液泡煮马料豆，辅

以青蒿，经固态发酵后，增强其“解表除烦”功

效。北京地区应用中药复方发酵炮制淡豆豉的实

践，进一步促进了淡豆豉发酵工艺的创新，比如，

天津地区发展了应用《经验方抄》清瘟解毒丸处

方发酵炮制淡豆豉的特色工艺。

淡豆豉是一味从 1963 年版至 2020 年版十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药典”） 一直收

载制法工艺及质量标准的发酵类中药饮片。然而，

药典只收载了应用寒凉辅料 （桑叶与青蒿） 发酵

炮制的品种，并不能完全满足临床应用的需求。

各地方炮制规范遵照当地用药习惯，包含了多种

应用差异中药辅料发酵炮制的品种，导致当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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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豉“同名异质”的普遍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简称“药品法”）第四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中药饮片应当按照国家标准炮制；国家

药品标准没有规定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炮制规范

炮制。”当前，淡豆豉的应用现状与其要求尚有一

定距离，制约其临床合理制用，也具有潜在的用

药风险。部分地区的炮制工艺与国家标准 （中国

药典） 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淡豆豉“一药多

性”的科学内涵尚不明确。北京特色淡豆豉的工

艺优势与药性特点、与药典中制备淡豆豉的方法

相比是否确实增强“解表除烦”功效等相关问题

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4 北京特色淡豆豉发酵炮制的研究路径思考 
中药发酵炮制原理主要涉及 2个方面：一方面

是微生物对发酵基质的作用，即在一定条件下，

利用微生物产生的酶定向转化基质的某些成分而

提高活性成分含量、降低毒性成分含量或产生新

的化合物，以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同时微生物

也会产生丰富多样、具有一定生物活性的初级和

次级代谢产物；另一方面，发酵基质为微生物提

供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基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与代谢状况。

正品淡豆豉的固态发酵可归纳为以黑豆为原

料，经各种中药辅料处理，形成各有特色的基质，

通过前酵和后酵不同阶段微生物 ［和 （或） 酶］

与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赋予成品药性的过程。

在固态发酵中，微生物发酵的传质、传热及合成

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基质的影响。就微生物而言，

黑豆氮源过量、碳源相对缺乏，会对其正常生长

繁殖产生胁迫压力，作为营养基质并不理想。同

时，前、后酵不同的温湿度条件也会给微生物造

成胁迫压力。此外，发酵用中药辅料还会对微生

物产生叠加胁迫。发酵体系产生的胁迫压力会导

致微生物自身产生系列表现型与基因型的变化来

响应外界压力，比如，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及其分

泌的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纤维素酶、α-阿
拉伯糖苷酶、β-葡萄糖苷酶、β-葡萄糖醛酸苷酶

等均会发生改变。

笔者认为，关注发酵体系全要素与全过程，

以不加辅料发酵者为空白对照，从微生物、酶系、

代谢产物 3个维度，选择“桑叶+青蒿”（药典中的

炮制法）［28］、“麻黄+紫苏叶”（江西省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29］、“桑叶+青蒿+麻黄+紫苏叶”（湖北省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30］、清瘟解毒汤复方（北京市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31］4种代表性制法进行对比研

究，从生物效应与化学物质变化 2个层面评价“差

异药性”的客观基础，能够阐明不同中药辅料赋

予淡豆豉差异药性的炮制原理，改善淡豆豉“发

酵菌种不明”“药性基础不清”等不足。

5 结语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用现代科学解读其原

理，深入探讨中药的炮制原理与药性内涵，是当

前中医药科研的必然要求。梳理前人创造中药炮

制方法和运用中药炮制品的意图，是开展现代研

究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对淡豆豉的“一药多

性”，北京特色淡豆豉发酵制备过程寒温辅料兼用

对功效的影响，不同淡豆豉品种共性与个性的物

质基础等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淡豆豉的临床合理制用，以及相关经典名方和

特色复方科学价值的传承与发扬。今后应更多关

注北京特色淡豆豉，开展多学科交叉的临床与基

础研究，尽早明确其“一药多性”的科学内涵，

完善饮片的质量标准，解决当前“同名异质”的

临床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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