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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贮存年限的陈皮的药效比较研究

仲小青 李 倩
石嘴山市中医医院 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 要：目的：以不同储存年限的陈皮药材为主，对其药效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方法：在我院展开试验研究工

作，时间为2023年8月—— 2024年8月期间，共选择我院中药房中四个贮存时间的陈皮药材作为对象，分别为6个月、
18个月、24个月、36个月，分别将其应用在痰液粘稠的小鼠中，对其应用的祛痰效果进行观察比较。结果：储存年限
为18个月的陈皮水煎剂储存年限为36个月的挥发油与其他药材的祛痰效果比较更好，数据与其他组别对比结果均显
示为（P < 0.05）。同时，小剂量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数据差异显著（P < 0.05），其他数据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 > 
0.05）。结论：祛痰效果中，36个月的挥发油陈皮和18个月的水煎剂陈皮效果更好，可根据不同年限选择不同剂型进
行应用，以便于提高陈皮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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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又称为橘皮，是传统中药中广泛使用的药材

之一[1]，主要来源于芸香科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

熟果皮。由于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广泛的应用，陈皮在

中医药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研究发现，陈皮具有多种

药理活性，包括抗氧化、抗炎、抗菌、降血脂、抗过敏

和改善消化等作用[2]。这些药理作用使得陈皮在临床中广

泛用于治疗消化不良、咳嗽、痰多等症状。然而，陈皮

的药效不仅受到其植物种类的影响，还与其贮存年限有

密切关系。陈皮在贮存过程中，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自然

发酵，其内部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可能会发生显著变

化。传统中医学认为，陈皮贮存时间越长，药效越好，

这种陈年陈皮被称为“陈陈皮”或“老陈皮”，被认为

具有更强的药效，特别是在理气、燥湿、化痰等方面的

作用更为显著[3]。为进一步验证相关理论，本研究于我院

展开，将不同年限的陈皮应用在小鼠中展开实验，以便

于比较不同贮存年限的陈皮的药效，以揭示贮存年限对

陈皮药效的影响，为临床合理使用陈皮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分析
本研究实验所用的陈皮样本将从中国广东新会、广

西、福建等地采购。选择贮存年限为6个月、18个月、
24个月、36个月的陈皮样本，以便比较贮存年限对药效
的影响。采购时将从正规药材市场及有资质的供应商处

选购，确保样本的真实性和一致性。共准备两种剂型，

分别为水煎剂和挥发性。水煎剂：每种贮存年限的陈皮

将按照传统中药方法进行水煎。通常，取适量粉碎后的

陈皮样本，按1:10（w/v）的比例加入蒸馏水中，煎煮两
次，每次30分钟。两次煎煮液合并，过滤，浓缩至适当

体积备用。通过减压浓缩法将煎剂浓缩至一定浓度，以

便进行药效试验。挥发油的提取：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

取陈皮中的挥发油。将粉碎后的陈皮样本置于蒸馏装置

中，蒸馏得到挥发油，将油层收集并除去水分，储存在

密封棕色瓶中，置于低温环境下保存。使用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仪（GC-MS）对提取的挥发油进行分析，确定其
主要成分如柠檬烯、α-蒎烯等的含量。

1.2  方法
选用健康的成年小鼠（雄性），体重18-22克。实

验前将小鼠在实验室环境下适应一周。随后将小鼠随机

分为11组，每组10只小鼠，包括：对照组（给予生理盐
水）、桔梗小剂量组、桔梗大剂量组、6个月小剂量、6
个月大剂量组、18个月小剂量组、18个月大剂量组、24
个月小剂量组、24个月大剂量组、36个月小剂量组、36
个月大剂量组。给药方法，采用灌胃法（口服灌胃）给

药，每天一次，连续给药4周。末次给药后禁药不禁水，
持续时间12h。随后在第二天在小鼠腹腔给予酚红溶液注
射，剂量为0.6ml，1h过后尾部注射空气处死，随后取各
小鼠器官周围组织，将甲状软骨下直达气管分支处的一

段气管，长度控制在3-4cm，在其中放置生理盐水，随后
加入2.0ml/L的NaOH，并用CIS-7200型的分光光度计，在
波长为542nm下给出测定的浓度值，并对酚红含量进行计
算，比较各组结果。

2��结果

2.1  各组水煎剂对小鼠气管段组织酚红排泌量
储存年限为18个月的陈皮水煎剂与其他药材的祛痰

效果比较更好，数据与其他组别对比结果均显示为（P < 
0.05）。同时，小剂量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数据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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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其他数据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 > 0.05），
具体对比见表1。
表1��比较各组水煎剂对小鼠气管段组织酚红排泌量

（ ）

组别 剂量（g/kg） 分泌量（μg/ml）

对照组（n = 10） 25 0.26±0.04

桔梗小剂量（n = 10） 15 0.34±0.03

桔梗大剂量组（n = 10） 25 0.53±0.06

6个月小剂量（n = 10） 15 0.34±0.05

6个月大剂量组（n = 10） 25 0.56±0.06

18个月小剂量组（n = 10） 15 0.32±0.03

18个月大剂量组（n = 10） 25 0.55±0.06

24个月小剂量组（n = 10） 15 0.52±0.07

24个月大剂量组（n = 10） 25 0.66±0.08

36个月小剂量组（n = 10） 15 0.52±0.04

36个月大剂量组（n = 10） 25 0.66±0.06

2.2  各组挥发油对小鼠气管段组织酚红排泌量
储存年限为46个月的陈皮挥发油与其他药材的祛痰

效果比较更好，数据与其他组别对比结果均显示为（P < 
0.05）。同时，小剂量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数据差异显著
（P < 0.05），其他数据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 > 0.05），
具体对比见表2。
表1��比较各组挥发油对小鼠气管段组织酚红排泌量

（ ）

组别 剂量（g/kg） 分泌量（μg/ml）

对照组（n = 10） 25 0.15±0.03

6个月小剂量（n = 10） 15 0.20±0.06

6个月大剂量组（n = 10） 25 0.70±0.11

18个月小剂量组（n = 10） 15 0.16±0.04

18个月大剂量组（n = 10） 25 0.55±0.06

24个月小剂量组（n = 10） 15 0.21±0.05

24个月大剂量组（n = 10） 25 0.65±0.07

36个月小剂量组（n = 10） 15 0.21±0.07

36个月大剂量组（n = 10） 25 0.60±0.08

3��讨论

陈皮是传统中医药中广泛使用的药材之一，其主要

来源于芸香科植物橘的干燥成熟果皮。陈皮味辛、苦，

性温，归脾、肺经，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陈皮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挥

发油、柠檬苦素等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赋予了陈皮广泛

的药理作用，包括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抗菌、降血

脂、改善消化功能和中枢神经调节等[4]。特别是在呼吸系

统方面，陈皮以其显著的祛痰作用著称，常用于治疗咳

嗽痰多、痰湿阻肺等症状[5]。陈皮中的挥发油成分，如柠

檬烯、α-蒎烯，具有良好的祛痰、平喘和抗炎作用；黄酮
类化合物则通过抑制气道上皮细胞的炎症反应，进一步

增强了其祛痰效果。

陈皮的贮存年限被认为对其药效具有显著影响，尤

其是在传统中医学中，有“陈者更良”的说法，即陈皮

贮存时间越长，药效越好[6]。贮存过程中，陈皮的主要活

性成分如黄酮类化合物和挥发油发生一系列氧化、聚合

反应，这些变化可能会增加某些药理活性的成分浓度，

同时减弱刺激性成分的含量，从而使陈皮在祛痰、止咳

等方面的效果更为温和而持久。然而，过长时间的贮存

也可能导致部分活性成分降解或挥发，从而降低药效[7]。

因此，适宜的贮存年限对于陈皮药效的发挥至关重要。

本研究通过比较不同贮存年限陈皮的水煎剂和挥发

油的祛痰效果发现，贮存18个月的陈皮水煎剂和贮存36
个月的陈皮挥发油在祛痰效果上优于其他组别，这些组

别的效果均显著优于空白对照组（P < 0.05）。这些结果
表明，在适当的贮存条件下，陈皮的祛痰药效可以得到

显著提升。这可能是由于贮存期间化学成分的变化，使

得某些具有强效祛痰和抗炎作用的成分浓度增加[8]。例

如，黄酮类化合物在适当贮存后，其抗炎和免疫调节活

性可能更显著，从而增强陈皮的祛痰效果。同时，挥发

油中的柠檬烯和α-蒎烯等成分可能在适宜的贮存期内得
以稳定存在，保持其挥发性和活性，从而提高整体药效
[9]。对其结果进行具体分析来看，18个月贮存的陈皮水
煎剂显示出显著的祛痰效果。这可能与其水溶性成分在

18个月内保持最佳活性有关。陈皮富含多种黄酮类化合
物，如橙皮苷、柚皮苷等，这些成分在适宜的贮存时间

内可以更稳定地存在并保持活性，从而在祛痰和化痰方

面发挥良好作用。水煎剂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提取方式，

通过高温煎煮，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能够充分溶解在水中

供人体吸收利用。18个月贮存的陈皮可能在此期间内部
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得其有效成分更易被释放和

吸收，从而增强了其临床功效。而36个月贮存的陈皮挥
发油也表现出了卓越的祛痰效果。挥发油是陈皮的主要

成分之一，具有芳香特性，这些成分能刺激呼吸道，增

加支气管分泌，帮助稀释痰液并促进排出。在36个月的
贮存过程中，陈皮的挥发油成分可能经历了一些氧化和

降解反应，这些变化或许能够增加挥发油的药理活性，

增强其在治疗呼吸道疾病中的效果。此外，较长的贮存

时间可能导致挥发油浓度相对提高，使得36个月的陈皮
在祛痰效果上更为显著。与之相比，6个月和24个月贮存
的陈皮在祛痰效果上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优势。这提示了

陈皮的药效可能并非随贮存时间的增加而线性提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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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一个最佳的贮存时间窗口。在此窗口期内，陈皮

的主要活性成分能够维持在理想的浓度和活性水平。超

过这一贮存时间后，虽然某些成分可能进一步浓缩或转

化，但不一定能够进一步提高药效。本研究揭示了不同

贮存年限的陈皮在祛痰效果上的差异，表明在临床应用

中可以根据患者需求选择合适贮存年限和剂型的陈皮。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陈皮的药效，还能为其在治疗呼吸系

统疾病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陈皮作为一味传统中药材，其药效不仅

与自身化学成分相关，还与贮存年限密切相关。研究表

明，陈皮在适宜的贮存时间内可发挥最佳的药效，如祛

痰效果，而过长或过短的贮存可能导致药效的减弱或变

化。贮存18个月的陈皮水煎剂和贮存36个月的挥发油在
祛痰效果上表现优异，这为临床合理使用陈皮提供了科

学依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贮存条件（如

温度、湿度、光照等）对陈皮活性成分及药效的影响，

优化贮存方法，以更好地保持和发挥陈皮的药效。此

外，对陈皮的现代药理机制研究也应进一步深化，以便

更科学地指导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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