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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中药炮制学

研究进展与分析

"龙全江! 袁 健 （甘肃中医学院 兰州 !"####）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近 $ 年中药炮制研究进展：中药炮制研究相对比较重

视实验研究，其中以方法工艺研究和炮制化学研究为其主要方向，其次为炮制药理研究，而质量

标准、炮制与复方研究等还十分薄弱，文献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理论探讨不够深入等情况。作者

认为目前研究中主要问题有：综合性深入研究不足，缺乏中医药理论指导，从复方角度研究中药

炮制十分薄弱，不能全面揭示炮制意义；历史沿革及炮制理论研究不够等。炮制文献研究应在搞

清古人炮制意图的基础上再结合现代研究结果提出新见解；炮制化学研究应重视多种成分分析

与鉴别；炮制药理研究应结合中药作用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并加强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等

方面的研究以阐明炮制原理；炮制工艺研究以全面系统研究传统方法与新工艺研究相结合相比

较；质量标准研究中强调多指标成分的含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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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是中药学科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传统中医药特色的

重要体现。近年来中药炮制研究

在方法工艺、炮制化学、炮制药理

等方面有很大提高，本文通过文

献计量学方法对近 $ 年来中药炮

制研究进展作一分析总结，并对

目前中药炮制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及研究方向进行探讨。

一、研究现状

’: 资料来源

为反映中药 炮制研究 主要特

点，本文选定 ’++, 年至今中国中

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中药炮制核

心期刊《中国中药杂志》、《中成

药》、《时珍国医国药》、《基层中药

杂志》和《中草药》< ’ = % > 进行炮制

文献统计分析，为避免该数据库

个别信息重复所导致的误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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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药炮制实验研究方向分布及热点中药

序号 研究方向
百分比（篇数 + 实验性

文献总数 , *""- ）
高频率中药排序（篇数）

* 方法与工艺 ./’ #*
阿胶 0 . 1、厚朴（!）、乳香（!）、元胡 0 ! 1、
全蝎（!）、磁石（!）、肉豆蔻（!）、马钱子（!）

! 炮制化学 .(’ !.
三棱（2）、山茱萸（.）、马钱子（.）、狗脊（!）、

明党参（!）、水蛭（!）、黄连（!）、黄芩（!）

. 炮制药理 *3’ 24 莪术（!）、三棱（!）

# 质量标准 !’ 3"

2 炮制与复方 !’ 3"

序号 研究方向 百分比（篇数 + 文献研究总篇数 , *""- ）

* 历史沿革 !4’ 4!

! 传统经验 !!’ 44

. 理论杂谈 !"’ 43

# 文献综述 */’ /*

2 综合研究 3’ 3"

表 ! 中药炮制文献研究方向分布

检出文献进行了人工排查。

!’ 结果与分析

0 * 1 实验研究：*33/ 年至今共

有炮制文献 !.3 篇，其中实验性

研 究 *./ 篇 ， 占 文 献 总 量 的

24’ 4#- ，方向分布及研究热点见

表 *。

0 ! 1 文献研究：*33/ 年至今的

!.3 篇 炮 制 文 献 中 ， 纯 文 献 研 究

*"* 篇 ，占 文献 总量 的 #!’ !(- ，

方向分布及研究热点见表 !。

.’ 讨论

从上述文献统计学 结果可以

看出5 中药炮制实验研究占文献总

量的 24’ 4#- ，说明中药炮制相对

比较重视实验研究。从表 * 可以看

出，方法工艺研究与炮制化学研究

类 文 献 占 实 验 研 究 文 献 的

4#’ (#- ，表明实验研究以方法工

艺研究和炮制化学研究为其主要

方向。而炮制药理类即研究炮制前

后药理、毒理作用变化的文献占实

验研究文献的 *3’ 24- ，明显低于

炮制化学类及方法工艺类，应引起

注意。质量标准类只占实验研究文

献的 !’ 3"- 。正好也反映出炮制

化学和炮制药理研究是其重要的

前提和基础，同时说明全面揭示炮

制原理并进一步研究炮制品质量

标准的还很少，这应引起炮制研究

者的重视。炮制与复方的研究也仅

占 !’ 3"- ，同样说明炮制与复方

关系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从表 ! 可以看出， 文献研究

中历史沿革类占 !4’ 4!- ，虽比例

相对较高，但依据中药炮制学科

特点，对历史沿革的研究仍显不

足。传统经验、理论杂谈、文献综

述 类 均 占 !"-
左右，但低水平

重复，理论探讨

不够深入。综合

性 研 究 类 仅 占

3’ 3"- ， 一 方 面

说明中药炮制不

够全面，另一方

面说明对中药炮制的研究尚缺乏

综合性分析。

二、存在的问题

近 2 年中药 炮制研究 的总体

现状与 !" 世纪最后 *" 年中药炮

制研究现状相似 6 . 7，预计这一状况

仍会持续存在一定时期。从具体

文献信息内容看，近几年中药炮

制研究具有综合性实验研究增多

的趋势，往往从化学、药理、工艺、

质量等多方面综合性深入开展研

究，例如马钱子、三棱、莪术、商

陆、水蛭、黄芪、大黄、明党参、天

南星等的研究即具一定代表性。

对 炮 制 机 理 的 研 究 向 高 水 平 发

展，例如桂枝、黄柏、大黄、虎杖

等，通过考查炮制对其抗氧化作

用的影响来探讨其炮制机理。但

存在如下问题。

*’ 综合性深入研究仍显不足

虽然炮制化 学与炮制 工艺的

研 究 为 中 药 炮 制 研 究 的 主 要 方

向，但从中药炮制研究整体来看，

综合性深入研究仍显不足。一些

炮制化学研究揭示了炮制前后化

学成分的变化，但尚未进一步研

究这些变化所产生的药理意义。

而一些炮制药理研究阐明了炮制

前后药理作用的改变，但并不能

揭示这些药理作用的改变是由何

活性成分的改变所引起。另就中

药所含活性成分而言，往往只关

心某一种或几种成分的变化，而

多成分全面分析的还不多，以至

不能全面揭示其炮制意义，也影

响和制约了合理炮制工艺的确定

及炮制品的质量标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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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中医药理论指导

运用化学、药理学等方法研究

中药炮制是目前中药炮制研究的

主要手段，而中药炮制是在中医

药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临床实践

积累起来的传统药学，用药以汤

剂为主，所以传统对药物炮制作

用的认识也主要以汤剂入药为前

提。而炮制化学的某些研究直接

运用现代化学方法对中药成分进

行 溶 剂 提 取 后 分 析 成 分 的 变 化 ，

特别是炮制前后有效成分变化不

大的，这种变化是否在煎煮过程

中体现出来，很少有比较性研究，

这种实验设计是否符合炮制原意

均值得探讨。另外，中医药理论的

一个显著特点是辨证论治，而炮

制药理研究中，多数以“症”为基

础，而不是中医的“证”，所以，单

纯运用现代药理学的实验指标分

析 炮 制 原 理 是 否 准 确 也 值 得 研

究。

#" 从复方角度研究中药炮制

还十分薄弱

中药经过合理炮制 并配伍组

成方剂入药是中医临床用药的特

点，方剂是调整体内系统平衡的

最优化治疗系统，药物通过配伍

组方可起到增效、减毒、缓和药性

或产生新药效等作用。一些研究

表明，单味中药的研究结果往往

与 组 成 方 剂 后 的 结 果 不 完 全 一

致，甚至相反，提示研究者应将单

味中药的炮制研究纳入方剂中进

行。但从复方角度研究中药炮制

还十分薄弱，表现为近年来炮制

与 复 方 关 系 的 研 究 成 果 十 分 有

限，并且就有限的研究而言，也仅

仅 是 初 步 的 探 索 性 的 实 验 研 究 ，

尚不能揭示其深刻内涵。

$" 不能全面揭示炮制意义

传统对中药炮制意 义认识的

主要方面减毒、增效作用通过化

学、药理学方法取得了相对较多

的研究成果。但还远不能全面揭

示中药传统炮制的意义。中药经

炮制后升降浮沉的变化，归经的

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机理研究还

很匮乏，或者说这些方面炮制理

论的认识目前还是基本处于经验

阶段，缺乏应有的更易被人们接

受的科学依据作支撑。

%" 历史沿革及炮制理论研究

不够

中药炮制的历史沿 革展示出

古人对炮制的认识，对炮制历史

沿革的研究可帮助我们认识中药

炮制的原本用意及历史演化，并

有助于我们对现代研究作一全面

科学的分析与评价。近年来虽对

一些单味药的历史沿革进行了专

题研究，但对大多数中药来说还

不够系统全面。同时，随着运用现

代 技 术 手 段 研 究 中 药 炮 制 的 增

多，对炮制历史沿革的研究有淡

化的倾向，传统理论的研究低水

平重复较多，这也可能是一些实

验研究结果与传统理论不一致的

原因之一。

三、今后研究设想

&" 中药炮制文献研究应重视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首先应加强对中药 炮制文献

研究的认识。中药炮制源于古代，

历 代 记 载 的 炮 制 方 法 有 的 有 依

据，有的是由推论而来，有正确

的，也有误传误用的，一味强调用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进 行 研 究 有 失 偏

颇，所以应加强对历史沿革的文

献整理研究，在搞清古人炮制的

原始意图的基础上再结合现代研

究结果，从而提出新见解，并对现

代炮制研究提供线索与理论。

!" 中药炮制原理研究应多视

角并强调整体作用

在化学成分 研究方面 ，仅将

其一个成分作为炮制前后定性定

量的指标，不能反映中药炮制的

全面意义，故应重视多种成分的

研究。在药理研究方面，应对传统

炮制品临床应用进行分析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中药作用的整体性

与系统性，选择合理的动物模型

进行多指标的研究。除此之外，应

加强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

等方面的研究，并结合复方进行

研究。还应考虑到，在上述研究方

面，依据中药炮制的学科性质和

特点，重视实验设计的合理性。只

有这样，其研究结果才能符合炮

制本意，也才能从本质上阐明中

药炮制的原理。

#" 中药炮制方法工艺研究应

继承与发扬相结合

一方面，由于中药炮制方法的

复杂性，多样性及多种辅料炮制

等特点，各种不同炮制方法都能

不同程度地改变药物的性能。因

此，在收集整理这些传统方法的

基础上，结合传统药性理论和现

代实验方法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

研究。另一方面，在现有研究的基

础上，对一些传统的炮制方法进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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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工艺研究，以利于运用现代

设备加快饮片生产机械化步伐。

#’ 炮制品质量标准研究强调

多指标成分的含量范围

炮制品缺乏科学规范的质量

标准是目前中药炮制研究成果不

能 得 到 广 泛 应 用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而上述研究工作的不够全面

与深入又直接影响到炮制品质量

标准的研究与制订。因此，一方面

要加强前期基础研究，在此基础

上，对于取得较多研究成果的炮

制品种，进行质量标准的研究与

制订。在建立科学分析方法的基

础上，更强调提供多指标成分的

含量范围，使其既能反映出炮制

品的炮制作用，即各炮制品临床

应用功效的区别，又能保证炮制

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总之，中药炮制的研究既要

充分体现出传统中医药特点，又

要尽可能地得到新理论，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设备的充实，只有这

样，才能在工艺、质量、临床疗效

等方面迅速提高，中药炮制得到

更大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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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中药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一些制药企业和保健品生产企

业急于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日本市场。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多半并

不了解日本的需求、日本的法律及有关规定、在日本销售许可的手续，更缺乏在

日本的销售网络和适应日本人习惯的销售方式和方法。这些都能在短期培训班

里得到解决。日本、韩国是传统医药消费最普遍的国家 0据日本厚生少统计：!"""
年日本保健品的年销售额为 /*+’ /, 亿元人民币，进入医保的医药销售额为

#,2,’ (2 亿元人民币 1，也是最具开发潜力的国际市场。深入了解该国市场，与日

本、韩国生产企业、贩买株式会社建立多元化层次的合作关系 0如互为产品销售

代理合作等 1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帮助我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寻找商机与对策，制定该地区产品营销策略和学习相关的经营管理经验，中国

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拟于 !""# 年在举办培训班并安排相关商务考察。

一、出访时间：!""# 年 + 月、*" 月；境外时间 *+ 天 0日本 *" 天、韩国 + 天 1
二、培训内容：*’ 健康食品在日本市场上的流通情况和发展前景；!’ 日本

市场上急需提供何种健康食品品目；,’ 与日本健康食品制造厂家及贩买会社合

作时的注意事项；#’ 日本厚生省有关健康食品的法律文献：!明确哪些中药是

可以作为健康食品使用的、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规定外的、哪些地是通过一些

操作可以通过的。 "健康食品从开发到营销的过程，销售许可证的申请方法。

#日本法律和中国卫生部的规定有何不同；+’ 中国产品在日本销售的难点和解

决方法；(’ 中国产品通过许可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合理节税的方法；/’ 访问日

本生产厂家和贩买会社，听取他们的意见、寻求合作的可能性；2’ 参观日本销售

健康食品的专门店、药店、通信贩买会社、讲习贩买会社、网络贩买会社、学习日

本的营销新方法和手段；-’ 同健康食品常用者、爱用者座谈，了解日本人的需

要；*"’ 参观日本厂家和相关的讲演会，了解其营销策略和技巧，索取宣传资

料。

三、考察内容：除安排上述有关参观和访问活动外，还将有：*’ 考察日、韩

国的风土人情、用药习惯及传统文化；!’ 访问有关政府部门、大学、研究所；,’
购买健康食品；#’ 参观健康食品展销会，探讨今后本企业产品出展的可能性。

四、培训地点及授课时间：*’ 培训地点：东京；!’ 时间：每天 , 单元，每单元

! 小时，共 *2 小时

联 系 人：刘 萍、张志华

通信地址：北京 2/! 信箱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

邮政编码：*"""2" 电话："*" 3 (!(*(,+! "*" 3 (!(+!/(!
传真："*" 3 (!(+!/(! 4 3 567&8 9:;< 567&’ =6:7>5’ 6=’ =?

欢迎参加天然药物、保健食品国际市场营销

和经营管理培训团访问日本、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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