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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

献。 中医药的治疗理念正逐渐被世界所接受，世界对中医药的需求也日益

增长，这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目前中医药境况不容乐观，

其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中药炮制操作不规范，缺乏炮制工

艺和相关质量标准，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其临床疗效。

中医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在这个理论下诞生了理、法、

方、药的辨证治疗体系，在该体系中的理、法、方、药四者密切相连，其中一

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中医的临床疗效产生巨大的影响。 古人认为：“夫

医学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辨证，其次则在用药。 理不明，证于何辨？

证不辨，药于何用？ ”而现代的中医临床教育模式重医轻药，药学的教育课

时远远少于医学部分，导致中医医生对中药知识相对匮乏，尤其是中药炮

制及炮制品的临床应用。

中医临床用药的主要形式是中药汤剂和中成药，但汤剂仍占相当大的

一部分，临床用药的基本特点是：复方配伍和加工炮制。 复方配伍可起到

“方之即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此成方之妙也”，通过复

方配伍能够调整药性，使群方能够满足辨证施治的需求。 但仅通过配伍不

能够全面地调整药性，古人云“是药三分毒”，如何才能使药性峻猛的药物

安全地应用到临床？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中药加工炮制。 中药加工炮制是我

国传统医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通过加工炮制，

可起到减毒增效、缓和药性、改变性味归经、作用趋势的作用，使药物更好

地适应辨证施治的要求。

目前中药炮制品的临床应用日益减少，其原因有二：其一，中药炮制行

业相当一部分炮制品已不再生产，药店没有炮制品可用；其二，临床医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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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药有何炮制品及其临床应用的特点，缺乏中药炮制知识。 由于以上原

因，中药炮制逐渐萎缩。 要振兴中药炮制，必须从临床应用开始。 正如一个

产品，没有市场自然会被淘汰，只有中药炮制品大量应用到临床，中药炮制

才能真正发展。 针对目前的状况，我们组织人员编写本手册，目的是推广中

药炮制品的临床应用，为临床医生提供参考，弘扬中药传统特色。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疏漏谬误之处，敬请各位同仁赐教，

以便进一步修订提高，共同为繁荣中医药事业，推进中药炮制品种的临床

应用作出贡献。

编者

20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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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第一章 绪 论

中药炮制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依照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结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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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制是我

国的一项传统制药技术，也是我国医药学特有的制药术语。 历史上又称“炮

炙” “修合” “修制”“修治”“修事”等。 如汉代张仲景的《金匮玉函经》记载：

“药物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一如后法，顺方者福，逆之者殃……”首次

提出“炮炙”一词。 南北朝刘宋时代雷敩的《雷公炮炙论》以“炮炙”这一术语

做书名，而在正文中多用“修事” 。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则称：“凡有修

合，依法炮制……”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说：“……修制，谨炮

炙也。 ”而于正文中每药项下例“修治”专项。 “修事”最早见于《雷公炮炙论》

正文，清代张仲岩的炮制专著《修事指南》，用“修事”做书名，而正文中用

“炮制” 。 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中，则“修制”“修治”“炮制”均可见到。

中药炮制学是专门研究中药炮制理论、方法（工艺）、规格、质量标准及

其发展方向的学科。 其任务是在继承传统中药炮制的理论、方法、规格标准

基础上，应用现代科学对其进行整理、研究，逐步搞清炮制原理与临床疗效

关系等问题，以提高药材炮制质量和其临床疗效，实现中药炮制现代化，使

其更好地为人类的保健事业服务。

从历代有关资料来看，“炮制” 虽然名称不同， 但记载的内容都是一致

的，而且多用“炮炙” 。 从字义上来看，“炮”和“炙”都离不开火，而这两字仅

代表中药整个加工处理技术中的两种火处理方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及人们对医药知识的积累， 对药材加工处理方法的丰富， 超出了火的范

围，使“炮炙”两字不能确切反映和概括药材加工处理的全貌，为了既保持原

意，又能较广泛地包括药物的各种加工技术，现代多用“炮制”一词。 “炮” 代

表各种与火有关的加工处理技术，而“制”则代表各种更广泛的加工处理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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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药炮制的起源和发展

一、中药炮制的起源

中药炮制是祖国医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它同中医临床相

结合，在我国人民防病治病中起了重要作用，保证了中医临床用药的安全、

有效。 今天，它仍然为我国医药事业继续贡献着力量。

中药炮制是随着中药的发现和应用而产生的， 有了中药就有了中药的

炮制。其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有时误食

某些有毒植物和动物，以致发生呕吐、泄泻、昏迷，甚至死亡，也有吃了之后

使自己疾病减轻或消失，久而久之，这种感性知识积累多了便形成了最初

的药物知识。 《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

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 ”为了服用方便，要

将药物进行清洗、劈成小块或锉、捣为粗末等简单加工，这便是中药炮制的

萌芽。

中药炮制古称炮炙，是由“炮”和“炙”两字来定名的，按字义来看都是离

不开“火”字，可见火的发现与利用，与中药炮制技术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药 “炮炙” ，就是指用火加工处理药材的方法。 《礼维·含文嘉》明确指出：

“燧人氏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 ”用火把食物炮

生为熟，为后来药物的加工炮制所借鉴。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炙”字

为“炮肉也，从肉在火上” 。宋代陈彭年等《大宋重修广韵》解释“炮”字为“裹

物烧也”。 可见“炮”“炙”均源于食物加工。 这种用火炮生为熟的知识，逐渐

应用于处理药物方面，从而形成了中药加热炮制技术的雏形。

由于酒醋和油盐的发明， 以及人们对烹调技术的掌握， 对于制药的发

展，又起到了促进作用，丰富了用药经验并被应用于炮制药物，就产生了辅

料制法，充实了药物炮炙的内容。

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完善，中医内、外、妇、儿等临床分科的完成，针灸、麻

醉等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临床用药要求的提高，内服、外用制剂品种的增

加，对中药炮制技术、中药饮片品种要求越来越高，促进了中药炮制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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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中医药人员共同创立新的炮制技术、饮片品种，并随证用于临床，进行

总结和评价，同时不断进行改善和创新，总结炮制理论，增加饮片品种，扩

大临床用药范围，从而形成了我国独有的传统制药技术。

由此可知，炮制的起源，既非一个时代所产生，更非某一个人所独创，而

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二、中药炮制的发展概况

中药炮制是我国历代医药学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步积累和发展起来

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是中医用药的特点

所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药炮制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其发展大约可

分为四个时期：春秋战国至宋代，金元明，清代，现代炮制振兴、发展时期。

（一）春秋战国至宋代———中药炮制技术的起始和形成时期

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药物， 在应用药物的实践中认识到药

物的性质。 为了服用食物和药物，就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理。 火被发现

后，人类可以利用火使食物或药物由生变熟，变化其性质，以适应饮食或医

疗的需要，这实质上是临床中药炮制学的萌芽。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大量

的制药、用药实践，靠口耳相传，在实践中得以流传。 文字产生后，就有了炮

制的记载。 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中，除有挑拣、干

燥、切制等物理性加工的内容外，还有渍、泡、炙、熬、蒸、煮等多种制法，如

“取商牢（陆）渍醯（醋）中”等记载，反映了当时采用单味药治疗疾病时，开

始对药物进行一定的处理。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黄帝内

经》已有制药的记载。 如《灵枢·邪客》篇的“半夏秫米汤”，其中应用的“法半

夏”，即是制过的半夏。 生半夏毒性大，以“治”来减低毒性，可见当时已注意

到有毒药物的炮制。到秦、汉、三国时代，已发明了炼丹术。炼丹虽然不能实

现统治阶级长生不老的奢望，但在制炼过程中掌握了升华、蒸馏等方法，从

而促进了制药化学的发展。 到后汉对药物炮制更为重视，张仲景在他所著

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用方剂大多数注明了炮制，如麻黄去节，杏

仁去皮，附子炮，大黄酒洗等。 大约与此同时，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

草经》指出：“药有……及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

真伪新陈，并各有法。 ”这里所指“阴干暴干”是指产地加工，而“生熟”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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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药物炮制了。 如“露蜂房……熬”，“桑螵蛸……蒸”，“贝子……烧”等。

此书记载的炮制方法有炼、蒸、酒、煮、熬、烧等。 不但把当时所用的药物功

用作了总结，并记载了很多有关炮制的资料，如桑螵蛸用蒸法仍为现代所

采用。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在炮制方法和技术上有所改进，而且对

制药工具的选择也进行了研究，如切制骨碎补时须用铜刀，石榴皮忌用铁

器，煎药用瓦罐等，大多与现代科学是符合的。 到了南北朝时期，我国第一

部制药专著《雷公炮炙论》，把当时流传的炮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

后世炮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

经》之后的药物名著，提到蜜的炼制方法，认为“凡用蜜皆先火煎，拣去其

沫，令色为黄，则丸药经久不坏”。 这给后世炼蜜法提供了宝贵资料。 唐、宋

医学昌盛，药物炮制亦随着不断进步，尤其是宋代国家开办官药局，进行熟

药官卖，大力提倡制备成药，炮制方法相应地日益发展。 如《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所载的炮制法，名目较前增多。 同一煨法，就有面裹煨、纸裹煨的分

别，比《雷公炮炙论》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金元明———中药炮制理论的形成时期

金元时期，名医各有专长，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朱丹溪等均特别重

视药物炮制前后的不同应用。 元代张元素在《珍珠囊》一书中，认为黄芪、黄

连、黄柏、知母等苦寒药可用酒炒，借酒力上腾以作用于头面及手梢皮肤，

并认为药物“大凡生升熟降” 。 元代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一书中，引述李东

垣的《用药法象》的论述，初步总结了“生泻熟补”的认识。 并归纳“去湿以生

姜”“去膈上痰以蜜”等认识。 元代葛可久在《十药神书》中，通过对中药制炭

品的应用，总结提出了炭药止血理论，指出“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

见黑则止。 ”对后世中药制炭应用于止血影响很大。

明代在药物方面更有辉煌的成就。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列“修治”

一项。 《本草纲目》虽非炮制专著，但所载炮制方法，极大部分仍为今天药学

界所遵循。此外，缪希雍的《炮炙大法》是一部论述炮炙的专著。它依据药物

类别，分成水、火、土、金、石、草、木等十四都，叙述了四百多种药物的炮制

方法。 从内容来看，对于炮炙法的记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

挥。 明代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有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对炮制问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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