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学实践杂志 年 月 日 第 卷第 期

综述

中药炮制药汁制法历史沿革及研究进展

崔 妮
， 史 辑 ， 景海 漪 ， 贾 夭柱 （

辽 宁 中 医药大学药学院 ， 辽宁 大连

摘要 系统 整理 了 药汁制 法 ，包括姜 汁 炙 、甘草汁炙 、米泔 水炙 、吴 茱萸汁 炙 、 黑豆 汁制 、胆汁 制 、 明矾水制 等的古 代 、近

代 、现代文献 ，对药 汁制法 的历史沿革及研究进展进行了 综述 。 为 开展炮制 辅料药汁 的 研究提 供有益的 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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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药汁制系指 中药与一种或多种 中 药或辅料的药 应用是在 《刘 涓子鬼遗方 》 ：

“

半夏 汤洗七遍 ， 生姜浸

汁共制 的一种炮制 方法
，
是 中 药炮制 的 重要组成部 一宿熬过 。

”

清代及其以前的中药姜制方法多达 多

分 。 根据辅料不 同 ， 可分为姜汁 炙 、甘草汁炙
、
米泔水 种 。 汉代《注解伤寒论 》记载 ：

“

厚朴 ， 姜炙 。

”

宋代 《局

炙 、胆汁制 、吴茱萸汁炙 、黑豆汁制 、 明矾水制 等 。 药 方》 ：

“

天南星 ，浸洗 ， 生姜 自 然 汁 煮软 ， 切 ， 焙干 。

”

宋

汁制法最早出现在南齐时期 的 《刘涓子鬼遗方 》 在半 《普济本事方》 ：

“

远志 ，
去 心

， 生姜汁炒 。

”

明 《 仁术便

夏项下载有
“

汤洗七遍
，
生姜浸一宿熬过 。

”

首次 明确 览 》 ：

“

白 术 姜汁炒 燥 湿痰 、寒痰 。 苍术
，
有姜 汁炒

提出药汁制则是在南北朝时期 的 《雷公炮炙论 》 中 ，书 者 。

”

宋 《圣济总 录 》记载的不 同配方 ：

“

白 附子 ， 为末

中记载 了 种中药炮制 的药汁制法 。 之后历代本草 生姜 自 然汁拌炒干细研 。

” “

附子 ，
四两炮裂去皮脐 ， 趋

中均收录有药汁制法 。 药汁制 的炮制 目 的 有增 强疗 热
，
切作片子浓薄如钱 用生姜半斤取汁 ，

以慢火 煮附

效
、降低毒性 、缓和副 作用 等 。 由于药汁制 加人 的辅 子令汁尽焙干 。

” “

枇杷叶
，
去毛姜汁炙 。

”

料如甘草汁 、吴茱萸汁 、黑豆汁等也属于 中药范畴 ， 因 姜炙炮制理论也多 有提 及 ， 明 《本 草蒙筌 》 ：

“

姜

此药汁制过的饮片其炮制前后 的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制发散
”

； 《医学人 门 》 ：

“

人脾姜制
”

； 清 《修事指南 》 ：

及临床适应证均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研究 的难度也增
“

姜制温散
”

。 姜炙 目 的主要是 引药 归 经 、
协同 增效 、

加 了很多 ， 相 当于 复方的研究 。 因此
，
本文 对药汁制 减毒 、降低刺激性等 。 如姜炙黄连 、 姜炙栀子 ， 可

的各种方法 的历史沿革及现代研究进行 了综述 ， 期望 以抑制黄连 、梔子的寒性 ， 并增强其止呕作用 ， 是
“

以

为药汁制 的深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 热治寒
”

，

“

相反为制
”

；姜半夏 、天南 星
⋯ 可 以降低

毒性
， 降低刺激性 。 《重刊本草衍义 》记载 ：

“

厚朴 ， 不
姜炎法

以姜制 ， 则 棘人喉舌 。

”

《本草发 挥 》 中 记载
“

竹沥滑

生姜为姜科植物姜 （ 的新 痰 ，
非佐以姜汁 ， 不行经络 。

”

清 《本草 害利 》 ：

“

竹茹
，

鲜根茎 。 姜味辛 、性温 ，能发表散寒
、止呕 开痰 、 解 入平呕逆药 姜 汁炒用 。

”

清 《得配本草 》 ：

“

杜 仲 ，
治酸

毒 。 《肘后备急方 》 提到 ：

“

中半夏毒 ，

以 生姜 汁干 姜 痛姜汁炒 。

”

《本草纲 目 》
：

“

香附
，
姜汁炒则化痰 。

”

《本

并解之 。

”

《本草经集注 》 ：

“

半夏 ， 有毒 ， 用 之必须 生 草害利 》 ：

“

竹茹 ，
入平呕逆药 姜汁炒用 。

”

姜
， 此是取其所畏 ’

以相制耳 。

”

生姜 汁作为炮制辅料 姜汁多是生 姜捣 取 自 然 汁 为 主
，
如 《 雷公炮 炙

论 》 姜 自 然汁拌蒸 ：

“

茹酱 ⋯ ⋯用生姜 自 然 汁拌之 ，

作者简介 崔 妮 ， 女 硕 士 研究生 助教 蒸一 日 了 ， 出 ，
日 干 。

”

《金 匮玉 函经 》载姜汁的制 备方

通讯作者 史 辑 丨
，

丨

法
“

生姜—斛 出 汁三 合半 。 皆薄切之 ， 乃 岛 绞取 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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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生者用干者 ，

一两 当二两
”

。 现代姜汁制备方 提出生熟之分 ， 即生甘草 可 以调和 药物峻猛之性 ，

法有生姜榨汁 、
生姜煮汁 、干姜煮汁 种

，
生姜和干姜 如炮制龙胆 、漏芦 、 栀子 、

甘遂
、雷丸等 。 此外

， 还可

用量不同 。 生姜干姜虽 同 出
一物 ， 因鲜品 、干品功效 以用于矿物药 ，解药物之毒性 ， 如炮制朱砂 、

云母
、

不同 干姜汁可以缓和 中药的寒性 ， 如姜炙黄连可 钟乳 、雄黄 、蜀漆等 ；
而炙甘草具有补脾益气的功效 ，

选用干姜煮汁
；
生姜汁可 以缓和 中药的毒副作用 ，

达 多用于炮制具有补益作用中药 ，
如远志 、

枸杞根等 。

到 降逆止呕 的 目 的 ， 如姜炙厚朴可选用生姜汁 。 甘草汁炮制方法多为甘草汤煮 、甘草汤浸 、甘草

姜汁炮制的方法近 种 ， 如姜炙 、 姜炒 、姜蒸 、 汤炒 、甘草汤洗 、甘草汤蒸等 。 现多为用甘草汁煮至

姜煮 、姜煨 、姜焙 、姜罨 、姜制 曲 等 ， 现在多为姜汁拌 汤尽 。 版药典收录甘草汁炙的药材有 巴戟天 、半

炒法 、姜汁煮制法 。 姜汁炙 中药 主要适用于祛痰止 夏 、远志 、吴茱萸 。 此外 ，何首乌 、马 钱子
°

、

咳 、降逆止呕功效 的 中 药 版药典收载 种姜 附子 、乌头
⑵

，
也有采用 甘草汁炮制 的记载 。

炙饮片 即竹茹 、厚朴 、
黄连 、草果 、半夏 、天南星 、 白 附

子
⑴

。 此 外
， 枇 杷 叶 、 浙 贝 母 、

僵 蚕
、 虎

杖
°

、香附 、 天麻 等也有报道采用姜炙法 。 米泔水 ，
也称

“

米泔
”

、

“

米渖
”

、

“

淅二泔
”

，

“

糯

“
米泔

”

，

“

米水
”

，是大米或糯米淘洗时第二次滤 出 的
甘草汁劣

白 色混浊液体 。
《本草纲 目 》 中记载

“

淅二柑 。 淅 ，

甘草 为 豆 科 植 物 甘 草 洗米也 。 泔
，
甘汁也。 第二次者 ， 清而可 用

”

。 《炮

、胀果甘草 （ 或光果甘 灸大法 》 中记载
“

米相水 ， 即 淘米汁也
”

。

草 （
《

客 的 干燥根 和 根茎
】

。 甘草 用米泔水炮制 中药始见 于 《 备急 千金要方 》 ，糜

性味甘 、平 ， 有补脾益气 ，清热解毒 ，祛痰止咳 ， 缓 急 角 ⋯ ⋯

“

以清粟米泔浸之 ，
经两宿 即 干 ⋯ ⋯

”

。 《炮

止痛 调和诸药的作用 。 炙大法 》 中记载
“

米泔水 ， 即 淘米汁也
”

。 《雷公炮炙

《雷公炮炙论 》 ：

“

远 志 ， 去心 了 ，用熟甘草汤浸 论 》记载 ：

“

射干 ，
凡使 ， 先以 米泔水浸一宿 ，

漉 出 。

”

一宿 ，
漉 出 ， 曝干用之也 。

” “

如凡使枸杞根 ，破去心 ， 《 本草蒙筌 》 ：

“

米泔制 ， 去燥 性和 中
”

。

“

白 术 ，米泔

用熟甘草汤浸
一宿

，
然后焙 干用 。

”

此外 ， 钟乳石 、
防 渍一伏时 ，

咀片炒燥 。

” “

桔梗 ，
芦苗去净 泔渍 （ 洗米

葵 、龙胆草 、络石 、枸杞根 、真珠 、款冬花 、 白前 、梔子 、 泔渍
一

宿 ） 焙干 。

”

《普济方》 ：

“

附子 ，
米泔水一盏 ，

姜

枇杷叶 、雷丸等药均采用熟甘草汤或生甘草汤浸 、煮 半两研 浸三 日
，次用蛤粉炒制 ， 去皮脐

”

。 《证类本

等法来炮制 。 《太平 圣惠方 》 ：

“

干姜半两 ，
用甘草水 草 》 ：

“

苍术 ，
米泔水浸三两 日

， 逐 日 换水 ，候满 日 取

煮半 日
，曝干为末 。

”

《仁术便览 》 ：

“

远志甘草汤浸一 出
，
刮去黑皮

，
切做 片子 ， 曝干 ，

用慢 火炒 令黄色 。

”

宿 ，
去心 ，晒干 。

” “

巴戟天 ， 甘草汤浸去心 。

” “

款冬花 《博济方 》 ：

“

石菖蒲 ，
以淘米汁浸三 日 三夜 ， 每 日 换

去枝梗 甘草汤浸一 宿 ， 晒干用 。

”

《证治准绳 》 ：

“

如 米泔 取出 ，控干 。

”

《
圣济总 录 》

：

“

仙茅 ，糯米泔浸 ，

无法制半夏 ，
以甘草 汤泡七次 ，去 皮用 。

”

《 先醒斋 医 去赤汁 。

”

何首乌 ：

“

干者米泔水浸透 竹片刮 去皮
”

；

学广笔记 》 中 治肾 泄 的脾肾 双补丸 ，

“

巴 戟天
，
甘草 紫河车 ：

“

米泔水洗
”

；
桑螵蛸 ：

“

米泔水煮 。

”

汁煮 ，去骨 。

”

《本草纲 目 》 载 ：
米 泔水有清热 、

止 烦渴 、 利小

药物经甘草汁炙后可 以 降低毒性和 副作用 ，缓 便 、 凉血 、解毒等功效 。 用 米泔水作辅料炮制药材 ，

和药性 ，
调和诸药 ，

协 同增强 中药 的补益作用 。 《名 能降低药材的辛燥之性 ， 增强补脾和 中作用 。 米泔

医别录 》 ：

“

甘草能解 百药毒 。

”

《本草正 》 ：

“

甘草味 水具吸附作用 ， 常用于浸泡 含挥发 油较 多 的 药物 。

至甘 得 中 和 之性 ， 有调 补之功 ， 故毒药得 之解其 《雷公炮炙论 》
：

“

凡使苦参 ， 采得 ， 用糯米浓泔 汁浸

毒
；

刚药得之和其性 ，
表药得之助其升 ； 下药得之缓 一宿 其腥秽气并浮 在水面上 ， 须重重淘过 ， 即 蒸之

其速 。

”

如 《景岳全书 》载 ：

“

附子性急
，
得甘草而后缓 从 已至 申

，
取晒 ， 切 用 。

”

用米 泔炙 以 除去苦参 的腥

附子之性
，毒得 甘草而后解 。

”

清 《本 草述 》 云 ：

“

远 秽气 。 《本草蒙筌 》 ：

“

米泔制去燥性和 中
”

。 宋代的

志 ， 因苦下行以 甘草缓 之使之上发也 。

”

《霍 乱论 》 ： 寇宗爽 ：

“

苍术辛烈 ， 须米泔浸洗二 日
，
去上粗皮用 。

“

附子 浓甘草汤煎去毒 。

”

即认为米泔炙能除去苍术辛 烈之性 。 《本草纲 目 》 ：

甘草汁为甘草药材加 水煎煮所得的 煎液 。 钮正
“

苍术性燥
， 故 以糯 米泔浸 去其油 ， 切片 焙 干用 。

”

睿等 、历 淑芬等 均对甘草 汁 的制备工艺 进行 《得配本草 》 ：

“

藜芦 ，
生用令人恶吐 ，

去头糯米泔浸 ，

优化 ，
确定甘草饮片 加水煎煮 次

，
每次

， 合并 煮透 ，
日 干用 。

”

《本草分经》 记载 ： 米泔 ， 清热凉血 ，

提取液即为辅料甘草汁 。 甘草汁 的体积用量与药材 利小便 ，用第二次者 。

质量最好是 ：

。 《雷公炮炙论 》 中 应用甘草汤 曾 《雷公炮炙论 》 中记载米 泔水有浓 、 淡之分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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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糯米泔 、粟米泔 、 白 米泔之分 ，
浸泡药材的 时间也

有长 、 短 （ 之分 。 以米泔水为辅料炮制药 材

的方法 为 ：取第 遍淘米水 适量 ， 煮 沸 ，
凉至适 宜温 黑豆为豆科植物大豆 的

度 ， 与净药材或切 制品 拌匀 ，焖透 置锅 内 用 文 火加 成熟干燥种子 。 李时珍 曰 ：

“

豆有五色 ， 各治五脏 ，

热 ，
翻炒至药材表面呈微黄火色 取出摊凉 即可 。 目 惟黑豆属水性寒 可以 人 肾 。 治水 、消 胀 、下气 、治风

前 因米泔水不易 收集 ，
实际 生产 中 ，常用 大米 热而活血解毒 。 常食用黑豆 ， 可百病不生 。

”

黑豆性

粉加 水 ，
充分搅拌后代替米泔水 味甘平 ，有 活血 、利 水 、解毒 、滋补等作用 。

米泔炙在古代应用较为普遍 ，如桔梗 、何首乌 、枳 《本草蒙筌 》 记载 ：

“

乌 豆汤 ， 甘草汤 渍曝 ，并解

壳 、香附 、紫河车 、益智 仁 、苦参 、半夏 、仙茅 、 川 芎等 ， 毒致令平和 。

”

《炮炙大法 》 记载 ：

“

苍术
，
米泔浸洗

尤其是苍术 、
白 术这两味药 ， 常采用米泔水作为 炮制 极净刮去皮拌黑豆蒸 。

” “

附子 ， 用 东流水并黑豆浸

辅料 ， 至今仍然沿用 。 现代常用米泔炙的药物有延胡 五 日夜 ， 然后 漉 出 于 日 中曝 令干 。

” “

女 贞 子 ， 籍后

索 、 白 术 、苍 术 、 藜 芦 、 莱 菔子 、 淫 羊 采 ， 阴 干 ，去粗皮 ， 内 更有细皮
， 实 白色 。 酒拌黑豆 回

藿 、紫金砂 等 。 由 于 目 前米泔水质量标准还未 蒸九次 。

”

《 本草 拾遗 》 记 载 ：

“

今 以 （ 黑 豆 ） 制 何首

确定 ，
因此药典未收载此种辅料炮制药材 。 乌 ，取以 引入肾经也 。

”

°

茱萸汁炙
材 一 是取其解 毒作 用 ， 如黑 豆汁炮制 附子 、 乌

吴茱萸 五 为 芸 头
⋯
等药 ；

二是取其滋补肝肾作用 ， 如 何首乌 经

香科植物 吴茱萸干燥将 近成熟 的果实
⋯

。 吴 茱萸 黑豆汁制后能增 强补肝肾 、益精血 、乌 须发 、强筋骨

味辛 、苦 ，性热 有小毒 具有温中 下气 ，散寒止痛
，降 的作用 ， 消 除 了 滑肠致泻的副 作用 。

逆止呕 温中止泻的功效 。 目 前黑 豆汁 的制 备 主要 是 加 水煎 煮 ， 白 俊其

该辅料的 应用可 追溯到 明代 ， 李 梃在 《医 学入 等 采用综合评分法对黑豆汁 的制 备工艺进行考

门 》 中记载 ：

“

吴茱萸水炒黄连调 胃厚 肠 ， 治冷 热不 察
；

杨 建 等 起草 了 黑 豆汁 的质 量标 准 ；
宋 艳刚

调 。

”

《寿世保元》 ：

“

黄连 ，
吴茱萸煎 汤炒 。

”

《 本草纲 等 对辅料黑豆 的质量控制 进 行研究 。 用黑豆汁

目 》载 ：

“

黄连 ，
人手少 阴 心经 ，

为治 火之 主药 ，

⋯ ⋯ 炮制 中药的方法 主要有黑豆汁蒸 、黑豆汁炖 、黑豆同

治气分湿热之火 ，
则 以茱萸汤 浸炒

”

。 《 本草 蒙 筌 》 ：
煮 、黑豆黄酒蒸 、黑豆汁高压蒸 、

黑豆 汁屉上蒸 、黑豆
“

（黄连 ） 治气分湿热之火则 以吴茱萸汤浸炒
”

； 张仲 汁浸等方法 。

岩《修事指南 》 中 ：

“

吴茱萸抑制苦寒 而扶 胃气 ⋯⋯
”

常采用黑豆 汁炮制 的有 乌头 、女贞 子
、
苍

李时珍在 《本草 纲 目 》 中 记载
“

黄连 ，

⋯ ⋯ 治 气分湿 术
⋯

：金櫻 根
⋯

乂藏边 大黄
‘

⋯
等 。 版药典仅

热之火 ， 则 以茱萸汤浸炒
”

。 《圣济总录 》 ：

“

黄连 ， 去 收录 了黑豆汁制 何首乌 。

须
，
以吴茱萸二两 同炒黄连 ， 去 茱萸不用 。

”

清 朝 出
日

现吴茱萸炙黄芩 《本草述 》称
“

（ 黄芩 ） 吴茱萸制者

为其人肝散滞火也
”

。 胆汁 为牛 、羊 、猪的 胆囊 胆汁 。 胆汁性味苦寒 ，

吴茱萸与性味苦寒的 药物共制 ，
可缓和药性 如 功能为清肝 明 目 、

利胆通肠 、解毒 。

吴茱萸汁炙黄连 可抑制 黄连 的苦寒之性
，使黄 胆汁制南星始见于宋代 《小儿药证直诀》

“

腊月

连寒而不滞 善清气分湿热 ，散肝胆郁火 ， 舒肝和 胃 酿牛胆 中 阴干百 日
”

。 《 奇效 良 方 》 ：

“

天南星 ，羊胆

而止呕 。 当 归用吴茱萸同 炒去萸为末可治久痢 制 。

”

张 仲岩 《修事指南 》 ：

“

牛 胆 汁制 去燥烈而清润

吴 茱萸制黄芩 为其人肝散滞火也 。
⋯ ⋯猪胆汁制 泻胆火 而达木郁 。

”

清代 出 现 了黄连
，

吴茱萸汁 又称吴萸汁 ，为吴茱萸煎汤去渣而成 。

“

治肝胆之实 火 ，
则 以 猪胆 汁浸炒

”

。 《本草通玄 》 ：

陈卫红等
⑴
对吴茱萸汁 制备工 艺进行 了优化 ，

确 定
“

黄芩 ，得猪胆除肝胆火 。

”

最佳工艺 为 ： 倍量水 ， 浸泡 提 取 胆 汁与药物共制后 ，
能降低药物毒性 、 燥性 ， 增

共提取 次 。 蒋俊等 采用 法对 吴 茱萸汁 强疗效 ，还能改变药性 。 天南星经胆汁炮 制后可 降

中生物碱
、有机酸等成分进行分析 ，

为炮制辅料吴茱 低或消除其毒性 或燥性 。

“

天南 星 为 燥痰 之品 ，
以

萸汁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 牛胆汁 以杀其毒
”

。

“

胆南星 ⋯ ⋯ 降 痰 因 火动 如 神 ，

目 前吴茱萸汁作为辅料 主要是炮制黄连 两药 治小儿急惊必用 ⋯ ⋯较之南星味 苦性凉 ，故善解 风

不同配伍 比例在发挥药效方面也是有所不同的
⋯

。 痰热滞 ⋯ ⋯

”

天南星经胆汁炮制 后功效 由 燥湿化痰

版药典仅收载了 吴茱萸汁炙黄连
一味药 。 变为 清热化痰 ， 由散结消 肿 变为息风定惊 ， 药性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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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均与 天南 星不 同 。 用胆汁炮制 黄连 ， 可 以 使
“

寒 毒 的制法 ，也有皂荚 汁制天南星 以除其麻味的记载 。

者益寒
”

，
增强黄连的苦寒之性 。 《得配本草 》 载有

“

（ 地黄 ） 理肾气 ，
熟地汁拌蒸用 ， 痰

古代多用牛胆汁 、羊胆汁作为炮制用辅料 现代 膈胀满 萝 卜汁浸透 焙燥用 。

”

增加 了猪胆汁 。 杨伟鹏等
】 考察 了 猪胆 汁 和牛胆 药汁制法是一种传统的制药方法 ， 有理论 、有规

汁炮制 天南星 发现用牛胆汁炮制 的胆南星减毒存 律 、有质量要求 ，但由 于操作烦琐 ， 近年对于药汁制 的

效作用更好 。 胆汁制 的炮 制方法有多种 ，
如胆南星 研究较少 药典和各地规范收载的用量并不全面 。 需

的制作
一可 以 采用 制天南星粉与 牛 、羊或猪胆汁混 加强药汁制法的运用 与研究 。 导致工艺逐渐简化 ， 品

合加工 ；

二是可以采用生 天南星粉与 牛 、
羊或猪胆汁 种越来越少 ， 因此处方用药常与制法不符 ，不能得心

经发酵加工而成 。 钟凌云等 采用 法测定 应手 对症下药 影 响 中药疗效 的发挥 。 应加强对药

胆汁炙黄连后其有效成分小檗碱 、 巴马汀 、药根碱的 汁制文献的搜集整理 ，
深人研究药汁炙的相关工艺 ，

含量均有所增加 。 质量标准 ，
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以其对药理药效

目 前 常采 用胆 汁 制 的 药材 为 天南 星
°

和 黄 的影响 规范炮制用辅料药汁的制备技术 建立药汁

连 版药典仅收载 天南星一 味药采用 胆汁 的质量标准 加强对各种药汁的成分以及药物药汁炙

制 的炮制方法
⑴

。 前后成分 以及药效变化的研究 ，
从更科学 、深人 、

全面

的层面上揭示药汁炙的科学 内涵 进一步挖掘药汁的
日帆水 制

炮制作用 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后进行深人研究 。

白 矾主要成分为 。 外用解
， ，

参考文献
毒杀虫 ，

燥湿止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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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化痰作用 。 《 圣济总 录 》 载 ：

“

半 夏 ， 白 矾水浸 七
’

哈工 ” ‘ ‘ 工古 曰
杨 中林 ， 韦英杰 ， 杜 慧 ，等 东北天南星不 同炮制 品 的毒性及

日
’焙干 。 天南星 ，

白 研水 煮 软切倍半两 《 普济
』
激性研则 中成药风糊 ： 丨 丨撒

方》 ：

“

半夏 ， 白 水煮焙 。 《 奇效 良方 》 载 ： 天南星
李大勤 应当 区 分生姜汁与干姜汁在姜炎法中 的 运用 吉

一两 ， 以 白 巩汤泡去毒水 ，
五七次 ，焙干为末 。

”

林 中 医药 名

目 前常 用 明 矾水炮制 的 饮 片 有半 夏
、
白 附 周 玉波 徐景华 ， 吴 春雷 姜炙枇杷叶 中 九种元素的 含量测定

子 、
天南星

⑶
。 白矾为含铝化合物 ，作为炮制辅料 湖北农业科学

在降低 中药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細 但过多摄
敏 不同炮制方法对浙 贝母中 贝母素含 量的 影响⑴ 中

、
药材 ， ，

可能会导致老年性痴呆 ’ 引 起小细胞性人 血 。 胃
清 徐月 清 ，冯天祷 等 不同炮制 方法对僵蚕指标性 成分

白巩炮制后的半夏 、天南星 、白 附子等 炮制 品 中 均有 的含量影响研究 时珍国 医国药 ：

白矶残 留 ， 因此必须严格规定饮片 的白 矾残 留量 。 江海燕 蔡少芳 潘 莹 虎杖不同炮制品 的实验研 究 中

医 药学 刊 ，

赵 高潮 ， 刘继宁 ， 姚春丽 香 附的炮制 临床应用浅析 陕西

除上述常用药汁外 ，
还有一迪药材也可 用于炮

巾 胃 ’ ’

何报作 ， 黄 敏 ， 曹颖轩 ， 等 姜天麻鉴 别特征及 鉴别方法 的

制其他药物 。 《雷
■

公炮灸论 》 ： （ 鹿莺 ） 用 精 自 然
研 究 中 国 中 医 药信息杂志

汁浸两 日 夜后 ， 漉出 ， 焙 令干 ， 细 捣 用 ，
免渴 人也

”

。 钮 正窨 毛淑杰 顾雪竹 等 中 药炮制 辅料甘草 汁的质量标

《修事指南》 ：

“

牛胆汁制去燥烈而清润 ， 秋石 制抑 阳 准研究 】 中国 实验 方剂学杂志

而养 阴 ，枸杞汤炙抑 阴 而养 阳
⋯ ⋯ 黄精 自 然 汁制 补 历淑芳 ’ 鲍实 杜 伟峰 ， 等 基于 中试 水平的 炮 制辅料 甘草

土而益母 ，
干漆制去血块而泻伏火

”

。 《得配本草 》 ：

工 巾 ’ ’

肖 凤霞 ， 邓超 明 ，刘 玉健 ， 等 巴戟 天炮 制前后微 量元素 的 含
“

（ 戟天 ） 歸 ，
金櫻子射斗炒

、

’
皆气 ’ 花 胃

量变化研細 中 药材 測 ， ⑴ ：慨

煮
”

。 《
医宗说约 》 ：

“

（ 香附 ）温经艾汁炒 ，
消 痰姜汁 杨武德 李晶 晶 李 伟 ， 等 半夏生 品及不 同炮 制 品 中 多糖

炒
”

。 据 《 药豁 》载
“

（ 黄芩 ） 以麦冬汁浸之 ， 又 能润 的含量分析 时珍国 医国药 ， 丨

肺家之燥 。

”

宋代还 曾 出现大蒜或 巴豆煮乌头 以减 （ 下转 第 页 ）



药学实践杂 志 年 月 日第 卷第 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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