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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药炮制，古称“炮炙”“修事”“修治”，是根

据中医药理论，依照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性

质，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所采取的一项制药技

术。炮制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药物的药效和用药安

全。本文将从炮制的目的、常用方法及其对药效的影响

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中药炮制的目的

中药炮制的目的多方面，主要包括：消除或降低药

物毒性，提高药物疗效，改变或缓和药物性能，便于调

剂和制剂等。这些目的旨在使药物更加符合临床用药的

需要，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中药炮制的常用方法及其作用

2.1  水制法
2.1.1  定义与目的
水制法是指利用水或其他液体辅料对药材进行处理

的方法。目的包括：一是清洁药物，去除表面的泥土、

灰尘和其他杂质。二是软化药物，使其便于后续的切制

或加工。三是降低或去除药物的毒性和不良气味。四是

调整药性，以满足特定的治疗需求。

2.1.2  常用方法及操作
水制法包括多种具体技术，常见的有淋、洗、泡、

漂、浸、润、水飞等。以下是一些主要方法的介绍：①

淋法：用清水淋洗药材，有助于去除药材表面的杂质。

②洗法：将药材放在清水中洗涤，去除污垢和杂质。洗

涤的时间和方式会根据药材的性质和污垢的程度而有所

不同。③泡法：将药材置于清水中浸泡，使其吸水变

软，并有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浸泡的时间和温度会根

据药材的性质和目的进行调整。④漂法：将药材置于宽

水或长流水中，反复换水，主要用于去除药材的盐味、

腥味或杂质。例如，海藻和昆布可以通过漂洗去除盐

分，紫河车则可通过漂洗去除腥味。漂洗的时间和换水

次数会根据药材的性质和漂洗的目的进行调整。⑤浸法

与润法：这两种方法都旨在使药材吸水变软。浸法通常

是将药材快速浸湿后立即取出，而润法则是使药材徐徐

吸收水分，更加充分地软化。这两种方法的具体操作会

根据药材的性质和软化的需求进行调整[1]。⑥水飞法：主

要用于处理一些不溶于水的矿物药。通过研磨、加水、

搅拌、沉淀等步骤，获取极细的粉末。这种方法能够显

著提高药材的利用率和疗效。

2.1.3  操作注意事项
在进行水制法时，需要根据药材的性质、季节和气

温来调整浸泡时间、换水次数以及搅拌频率，以确保药

材的质量并防止其腐烂变质。操作过程中要保持清洁，

避免交叉污染。对于含有毒性成分的药材，需要特别注

意处理方式和时间，以确保安全。

2.1.4  水制法的影响
水制法对药材的质量和疗效具有显著影响。通过适

当的水质处理，可以清洁药材、去除杂质、软化药材并

调整药性，从而提高药材的利用率和疗效。同时，水制

法还有助于降低药材的毒性，使其更加安全有效。

2.2  火制法
2.2.1  定义与目的
火制法，即利用火源对药材进行加热处理的方法。

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火的作用，调整药材的性能，去除

有害物质，增强药效，以满足临床用药的特定需求。

2.2.2  常用方法及操作
火制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具体操作：①炒法：

将药材置于锅中不断翻动以进行加热处理。根据炒的时

间和温度，炒法可进一步细分为炒黄、炒焦和炒炭。

例如，杏仁、芡实等可以通过炒黄来缓和药性；而焦白

术、焦神曲等则通过炒焦来增强特定疗效。②炙法：这

是一种用液体辅料拌炒药材的方法，能改变药性并增强

疗效。常见的炙法包括蜜炙、酥炙、酒炙、醋炙、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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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和姜汁炙。例如，蜜炙可以增强药材的润肺作用；酒

炙则有助于引导药力上行。③煅法：通过高温加热使药

材质地酥脆或焦化。这种方法常用于处理矿物药或贝壳

类药物，如煅石膏、煅龙骨等。④煨法：将药材用湿纸

或面糊包裹后，再进行加热处理。这种方法主要用于处

理含有挥发油或有效成分易被破坏的药材。

2.2.3  操作注意事项
在进行火制法时，需要严格控制火候和时间，以确

保药材的质量和疗效。同时，操作人员需要具备丰富的

经验和技能，以避免在炮制过程中产生有害物质或破坏

药材的有效成分。

2.2.4  火制法的影响
通过火制法处理的药材，其药性和疗效会发生显著变

化。例如，炒制可以使药材变得酥脆易碎，便于制剂和服

用；炙法则能增强药材的特定疗效并改变其作用趋向。这

些变化使得火制法成为中药炮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3  水火共制法
水火共制法是中药炮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它结合

了水和火的作用，通过加热和加湿处理来改变药材的性

能、增强疗效、降低毒性及副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药材

的纯净和切制。以下是对水火共制法的详细解释：

2.3.1  定义与原理
水火共制法，顾名思义，即同时利用水和火对药材

进行处理。这种方法主要基于中医药理论，通过蒸汽、

煮、炖等方式，使药材在水和火的共同作用下达到特定

的炮制目的。

2.3.2  常用方法及操作
水火共制法主要包括蒸、煮、炖等方法，具体操作

如下：①蒸法：利用蒸汽进行加热。根据药材特性和治疗

需求，蒸法可分为清蒸和辅料蒸。清蒸主要用于改变药材

性能，软化坚硬药材，便于切制。辅料蒸则通过添加辅料

来缓和药性或增强疗效。例如，将药物拌入液体辅料后蒸

制，如酒蒸、醋蒸等。②煮法：将药材或生片与水或加入

其他辅料共同加热煮制。根据辅料和目的的不同，煮法可

分为多种，如醋煮、豆腐煮等。醋煮主要用于减低药材毒

性或使有效成分易于溶出；豆腐煮则主要用于减低毒性并

疏松药材，便于制剂[2]。③其他方法：除了蒸和煮之外，

水火共制法还包括炖、焯等方法，这些方法也结合了水

和火的作用，以达到特定的炮制效果。

2.3.3  操作注意事项
在进行水火同治法时，需严格控制加水量、加热时

间和火候，以确保药材的质量和疗效。辅料的使用应根

据药材的特性和炮制目的进行选择，确保辅料的种类和

用量适当。炮制过程中应注意观察药材的变化，及时调

整炮制参数，以获得最佳效果。

2.3.4  水火共制法的影响
通过水火共制法处理的药材，其性能、疗效和毒性

会发生显著变化。例如，蒸制可以使药材软化并改变其

性能；煮制则有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和毒性的降低。这

些变化使得药材更加符合临床用药的需求，提高了药物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3]。

3��中药炮制对药效的影响

3.1  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副作用
3.1.1  作用机理
①净选与加工：首先，通过净选去除药材中的非药

用部分，如泥沙、杂质等，以减少不良反应的来源。②

加热处理：通过炒、炙、煅等方法，可以改变药材中

化学成分的性质和含量，进而降低毒性。例如，高温炒

制可以使某些有毒成分分解或挥发。③水处理：包括浸

泡、漂洗等，有助于溶解并去除部分水溶性毒性物质。

④加入辅料炮制：如使用醋、酒、姜汁等作为辅料进行

炮制，这些辅料有时能与药材中的有毒成分发生化学反

应，生成无毒或低毒的物质。

3.1.2  具体实例
以半夏为例，生半夏含有刺激性物质，直接服用可

能引起咽喉肿痛、失音等不良反应。通过炮制，如用姜

汁浸泡或煮制，可以显著降低半夏的毒性，使其更加安

全地用于临床治疗。

3.1.3  科学依据
现代研究表明，炮制过程中的加热、加水或加入辅

料等处理，能够引起药材中化学成分的变化，如水解、

氧化、还原等反应，从而改变药材的毒性。这些化学反

应有科学依据，并在实际操作中得到了验证[4]。

3.1.4  临床意义
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副作用对于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至关重要。炮制后的药材不仅减少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还能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3.1.5  注意事项
炮制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条件，如温度、时间、辅

料的种类和用量等，以确保炮制效果的一致性和可预测

性。不同的药材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炮制方法，以达到

最佳的降毒效果。炮制后的药材应储存在干燥、阴凉的

地方，避免受潮和阳光直射，以保持其药效和安全性。

3.2  提高药物疗效
3.2.1  炮制方法与药物性能的改变
①辅料炮制：在炮制过程中，常通过添加辅料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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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药材的性能。例如，蜜炙可以增强药材的滋补和润肺

作用，醋制则有助于引导药力并增强药材的疏肝理气效

果。②改善溶解性和释放速度：通过炮制，药材的质地

可以得到改善，变得更加柔软，从而提高其有效成分的

溶解度和释放速度。这有助于药物在体内更快、更多地

被吸收，进而提高疗效。③药材纯净化处理：炮制过程

中会去除药材中的非药用部分，如泥沙、杂质等，使药

物更加纯净。纯净的药材能够更直接地发挥作用，提高

疗效。

3.2.2  具体实例分析
①蜜炙款冬花：款冬花经过蜜炙处理后，其润肺止

咳作用显著增强。这是因为蜂蜜本身具有润肺功效，与

款冬花的有效成分结合后，能够产生协同作用，从而更

好地发挥药效。这种炮制方法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并

得到了患者的良好反馈。②醋制香附：香附是一味具有

疏肝理气作用的药材。通过醋制，可以进一步增强其疏

肝理气的效果。醋的酸性有助于引导药力直达病所，同

时促进有效成分的释放和吸收，从而提高疗效。

3.2.3  临床意义与价值
一是提高治疗效果：通过炮制提高药物疗效，可以

使患者更快地感受到治疗效果，缩短病程，提高治愈

率。二是减少药物用量：由于疗效的提高，患者在使用

相同剂量的药物时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从而减少

了药物的用量和副作用的风险[4]。三是个性化治疗：不

同的炮制方法可以使药物更加适应不同患者的体质和需

求，实现个性化治疗，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效果。

3.2.4  注意事项与操作建议
一要严格掌握炮制方法：为确保药物的质量和疗效，

操作人员需要严格掌握炮制的方法和条件，遵循规范的炮

制流程。二要合理选择辅料：辅料的种类和用量对炮制效

果具有重要影响。在选择辅料时，应根据药材的性质和

临床需求进行合理搭配。三要注重患者反馈：在用药过程

中，应密切关注患者的反馈和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炮制方

法和用药剂量，以确保治疗效果的最大化[5]。

3.3  改变药物的作用趋向
3.3.1  引导药物直达病所
酒制大黄清上焦实热：大黄是一味具有泻下攻积、清

热泻火等功效的药材。当大黄用酒进行炮制后，其药性会

发生变化，更倾向于清除上焦（即心肺区域）的实热。这

是因为酒具有升散之性，能够引导大黄的药力上行，从而

更好地作用于上焦区域。这种做法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因

上焦实热引起的症状，如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等。

3.3.2  改变药物作用趋向
柴胡醋制增强疏肝解郁作用：柴胡原本就有疏肝解

郁的功效，但经过醋制后，这一功效会得到显著增强。

醋的酸性有助于引导柴胡的药力更加专注于肝脏区域，

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疏肝解郁的作用。这种炮制方法在临

床上常被用于治疗因肝气郁结引起的症状，如胸闷、烦

躁等。

3.3.3  临床意义与价值
通过炮制改变药物的作用趋向，可以使药物更加精

准地作用于病变部位，从而提高治疗的针对性。这不仅

可以增强疗效，还可以减少药物对其他正常组织的副作

用。炮制还可以使一些原本作用范围较窄的药物得以扩

展其应用范围。例如，原本主要作用于下焦的大黄，经

过酒制后可以用于治疗上焦的实热症状[6]。

3.3.4  注意事项与操作建议
为确保炮制效果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需要严格掌

握炮制的温度、时间、辅料的种类和用量等条件。不同的

炮制方法会使药物产生不同的作用趋向。在选择炮制方法

时，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临床需求来进行决策[7]。

结语

中药炮制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药

物疗效、降低毒副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探讨传统

中药炮制方法对药效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炮制在

中药制备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理。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我们相信中药炮制将会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和标准化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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