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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炮制工艺对中药药理作用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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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中药炮制是中医药学中的核心技术之一，对药材的性状、药效、毒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不同

的炮制工艺可以通过改变药材的物理、化学性质，优化药物的临床效果，提升其药效，同时降低药物的副作用。本文

分析了五种主要的中药炮制工艺：清炒法、醋制法、酒炙法、蜜炙法和盐制法，探讨了这些方法对药材有效成分的影

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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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药炮制是传统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通过特定的加工方法改变药材的性状和药效，旨在提升

其临床疗效，并最大程度地减少药材的毒性和副作用，

随着中药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炮制工艺也经历了从简单

的物理处理到复杂的化学调节的演变，每一种炮制工艺

都有其独特的适用性和作用机制，对中药的临床使用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提高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不同炮制工艺对中药药理作用的影响成为当前中医药研

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1��中药炮制的基本理论与意义

1.1  中药炮制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中药炮制是指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一定的

加工手段对天然药材进行处理，以改变其性状、药效及

毒副作用，从而提高药材的临床疗效，这一过程不仅包

括物理、化学方法的干预，还涉及对药材性味、归经、

功效等方面的调整[1]。炮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我国古代的医药典籍中已有对药材加工的记载。最早的

炮制方法出现在《黄帝内经》一书中，其中对一些常用

药材如姜、枸杞的炮制工艺进行了初步探讨。随着中医

学的发展，炮制逐渐成为了一门系统的技术。唐代医学

家孙思邈的《千金方》对中药炮制作了详细的总结，提

出了“炮制得当，药力倍增”的观点，标志着中药炮制

理论的成熟。宋代《本草纲目》则进一步将炮制工艺与

药材的性质、功效相结合，形成了更加完善的炮制学理

论体系。

明清时期，随着中药学理论的逐步深入，炮制工艺

逐渐丰富和多样化，传统的蒸、煮、炒等方法得到了新

的发展与创新[2]。尤其是在对中药性味、气味、功能进行

科学归纳的过程中，炮制工艺被进一步细化，为后来的

中医药学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代中药炮制不仅是

延续传统的经验方法，更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逐步采

用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手段进行质量控制和工艺优化，

比如采用现代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等技术分析炮制

过程中的有效成分变化，为炮制工艺的优化提供了科学

依据。

1.2  炮制在中药临床应用中的重要性
炮制在中药临床应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药

的性质复杂多变，且不同患者的体质差异使得药物的疗

效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通过对药材进行炮制处理，不

仅可以改变药物的性味、气味、归经等，还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调整药物的毒性、副作用及功效，最终提高中药

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3]。在中药材中，一些天然成分可能

具有较强的毒性或刺激性，直接使用这些未炮制的药材

可能会对患者产生不良反应，比如某些中药材在未经炮

制的情况下，可能含有大量的有害成分，如生物碱、鞣

质等，通过合适的炮制手段可以去除这些有害成分，减

少毒副作用，从而提高其在临床中的安全性。

很多中药成分在原药材中含量较低，或是由于分子

结构问题，人体吸收困难。而通过适当的炮制，可以改

变药物成分的溶解性、稳定性等特性，从而提高其在

体内的生物利用度，比如酒制和醋制等炮制工艺，能够

促进某些药材的溶解，提升其吸收率。不同的炮制方式

能够使药物在体内发挥更为精准的作用。根据患者的不

同病情和体质，选择不同的炮制方法，可以使药材的功

能更加针对性，比如某些药材经过酒炙或醋制后，能够

增强其温阳散寒的作用，适用于寒性体质的患者；而通

过蜜炙等工艺处理的药物，则可能更适合于治疗脾胃虚

弱、消化不良的患者，炮制工艺在中药的临床应用中还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能根据不同病症的需求进

行灵活调整。

2��主要炮制工艺及其特点分析

2.1  清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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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炒法是中药炮制中常见的一种方法，主要通过加

热炒制药材，使其达到某种特定的药效要求。该方法具

有相对简单、操作方便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多种药材的

处理。清炒法不仅可以去除药材的杂质，还能有效调节

其药性，增强其药效，在炒制过程中药材的表面会发生

变化，产生热力作用，促进其有效成分的释放或改变，

清炒法的主要特点是温和的加热处理，通常使用较低温

度或直接用干炒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药材的性味、气

味等会有所改变，有些药材可能由于炒制过程中的热量

作用，其挥发性成分得到去除或转化，比如炒制某些草

药后能够减少其苦味或涩味，使其更易于患者服用[4]。

2.2  醋制法
醋制法是中药炮制中常见的手段之一，其主要通过

将药材与醋共同加工，从而改变药材的性质和药效。醋

作为一种具有酸性和温热性质的物质，能够在炮制过程

中起到溶解、软化和引导药效成分的作用。醋制法广泛

应用于治疗湿热、痰湿、风湿等症状的中药材，能够有

效调整药材的药效和功效，醋制法的特点在于使用酸性

液体来增强药物的作用，特别是在软化硬质药材、提高

药材的渗透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醋的加入能够使药材

的有效成分更易溶解或释放，从而提高药物的利用率。

对于一些寒凉药材，醋的加入可以调节其性质，增强药

材的温阳作用。

2.3  酒炙法
酒炙法是通过酒的作用对药材进行加热加工的一种

传统炮制工艺。酒具有温热、活血、散寒等作用，能够

在炮制过程中增强药物的药效，并帮助药材中的活性

成分更好地释放。酒炙法特别适用于那些需要活血、驱

寒、舒筋的药材，如当归、川芎、红花等，酒炙法的最

大特点是利用酒的挥发性和温热特性，通过加热使药材

中的有效成分得到更好的浸润和激发。酒能够帮助药物

的有效成分更迅速地进入体内，同时提高药物的生物利

用度。对于一些寒凉药材，酒炙可以减少其寒性，增强

温阳效果，使其更适合治疗寒湿、痰湿等症状，此外，

酒炙法还能够帮助药物发挥舒筋活络、化瘀止痛的作

用，常见于治疗风湿、血瘀等疾病的药材。

2.4  蜜炙法
蜜炙法是中药炮制中另一种常见的工艺，通过将药材

与蜂蜜混合后进行加热处理，以改变药材的性质和药效。

蜜炙法的主要作用是增强药物的滋补作用，调和药性，减

轻药材的毒性，常用于治疗体虚、气血不足等症状。

蜜炙法的关键在于蜂蜜的使用，蜂蜜是一种温和的

天然物质，具有滋阴、润燥、补气养血的作用。通过与

药材的结合，蜂蜜能够帮助药材更好地发挥其滋补作

用，增强药物的疗效。尤其是对于一些具有辛热、燥烈

性质的药材，蜜炙能够调和其药性，使药物的作用更加

温和，减少对患者的刺激。

蜜炙法常用于一些滋补类药物的炮制，如党参、黄

芪、白术等，能够增强其补气、益血的效果。此外，蜜

炙法还有助于改善药材的口感，特别适用于需要长期服

用的药材，能够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蜜炙后的药材味道

更加甘甜，有利于药物的接受和吸收。

2.5  盐制法
盐制法是一种通过盐的作用对药材进行处理的传统

炮制方法。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促进药效吸收

等作用，盐制法主要通过盐的这些特性对药材进行炮

制，从而调整其药效，尤其适用于那些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利水作用的药材。

盐制法的特点在于盐的吸附性和渗透性。盐能够帮

助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更好地渗透到药材的内部，促进其

活性成分的释放。对于一些具有毒性的药材，盐的加入

可以中和或降低其毒性，使药物更加安全可用。同时，

盐还能增强药物的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效果，广泛用

于治疗湿热、痰湿、积滞等症状。

盐制法常见于一些具有清热解毒、消肿利水作用的

药材，如地黄、半夏、甘草等，通过盐制可以减少药材

的寒性，增强其药效。此外，盐制法还能够改善药材的

口感，尤其是对于一些较苦或较涩的药材，盐的加入有

助于调和其味道，使其更容易被患者接受。

3��不同炮制工艺对药材有效成分的影响机制

3.1  提高药物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
中药炮制工艺对药物的吸收利用率有显著的影响。

许多天然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在未经炮制时可能由于分子

结构不易被人体吸收，或与药物的配伍性差，导致其疗

效有限。通过炮制，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能够被更好地释

放、转化或激活，从而提高其在人体内的吸收效率，比

如蒸煮、炒制等方法能够通过热量或溶剂的作用，改变

药材的物理化学性质，使其有效成分以更易吸收的形式

存在。

一种典型的例子是某些药材中的糖类、挥发油和生

物碱类物质，在炮制过程中通过改变分子结构和溶解

度，使这些成分的生物利用度得到提升，比如黄芩在经

过酒炙后，其主要有效成分黄酮类化合物的溶解度大幅

度提高，这使得其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显著增加，从而提

升了其抗炎、抗菌等作用效果，此外，一些炮制工艺能

促进药物与人体其他生物分子的结合，进而优化其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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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3.2  降低药材的毒性与副作用
中药炮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特定的处理方法

降低药材的毒性和副作用。许多中药材虽然具有显著的

治疗作用，但在原料状态下含有的某些有毒成分可能

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因此必须通过炮制来去除或减轻

这些有害成分。这种毒性减轻的机制通常与炮制过程中

热力、化学反应以及成分转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比如川

乌、草乌等含有毒性成分的药材，在未经炮制前，其毒

性较强，易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然而，通过适当的炮

制，尤其是水煮、醋制等工艺，可以去除其部分毒性成

分，显著降低其毒副作用，比如川乌经过水煮后，其有

毒的生物碱类成分会被溶解掉，大大降低毒性。

3.3  增强药材的作用效果
炮制工艺对药材药效的增强机制非常复杂且多样。

不同的炮制方法能够通过改变药材的化学成分或改变其

生物活性，增强其治疗效果。炮制通过调整药材的有效

成分含量、性质和溶解度，使药物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药

理作用，从而提高疗效，比如酒炙法是增强药材药效的

一种常见方法，许多药材在经过酒炙后，其药效会有显

著提高。酒可以作为溶剂，帮助药材中的脂溶性成分更

好地释放，并促进其吸收[5]。酒炙不仅能够激发药材的温

阳作用，还能增强其抗炎、止痛等功效，比如酒炙后的

当归、川芎等药材，能更好地活血化瘀，治疗气血不足

引起的症状。蜜炙法也被广泛用于增强药材的效果，蜜

炙能够通过蜜糖的糖分与药材中的活性成分发生相互作

用，使其疗效得到提升，蜜炙常用于调和药物，特别是

在调和胃气、益气养血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3.4  产生新的有效成分
不同的炮制方法不仅能释放药材中原有的有效成

分，还能通过改变药材的化学结构或与外部环境的反

应，生成新的有效成分。这一机制为中药的多样性和独

特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炮制过程中，药材的化学成分会因温度、时间、溶

剂等因素发生变化，可能会引发化学反应或分解反应，生

成一些原料中未曾存在的新的有效物质，比如某些药材在

醋制过程中，醋酸与药材中的某些成分反应，可能生成新

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这些新生成的成分通常具有

较强的药理作用，如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炎等[6]。

酒炙法也是产生新有效成分的一个典型例子。酒在

炙制过程中不仅帮助药材中的脂溶性成分释放，还能与

药材中的成分发生反应，生成具有增强药效的新化合

物，酒炙工艺可能会影响药材中化学成分的转化，从而

改变其药理活性。

结语：通过对不同炮制工艺对中药药理作用的影响

机制的分析，炮制对中药有效成分的释放、转化和吸收

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不同的炮制工艺通过物理、化学

及生物学的机制影响药材的药效，比如清炒法和醋制法

通过改变药材的结构，提高其有效成分的溶解度，增强

药物的吸收率；酒炙法则能够通过促进药物的转化，增加

药物的生物利用度；蜜炙法和盐制法则能够降低药材的毒

性或副作用，增强其疗效。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

快，创新型人才逐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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