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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灵胎（公元 1693－1771年），原名大椿，曾名大业，灵胎

乃其字，学识广博，尤精岐黄[1]；其对《内经》《难经》《伤寒》《本

经》及《临证指南医案》均有深入研究，堪称国医大家[2]。徐灵

胎对制药原则的研究，主要记载于《医学源流论》一书。在该

书上卷的方药制药论中，徐灵胎明确提出了中药的制药理论：

“凡物气厚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

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其制之义又各不

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

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制其性，或

制其味，或制其质……”[3]。徐灵胎制药论中说明了药物因其

固有的性味，大多具有一定的功效，而这些功效除了具有一定

的临床治疗作用，同时也会伴有一定的副作用或不良反应。

为了使药物能够在更好地发挥疗效的同时还能降低其副作用

和不良反应，可以使用一定的制药方法来实现。

徐灵胎制药论中提到的“相反”“相畏”一说，首次见于《神

农本草经》中的“七情和合”理论[4]；并且，徐灵胎的制药论也是

从长期的用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可指导现代中药的炮制生

产和临床应用。但是，目前对于徐灵胎制药论的现代分析鲜

有报道，为了较为全面地阐述徐灵胎制药论的现代研究及应

用发展状况，笔者以“徐灵胎”“制药论”等为关键词，在中国期

刊全文数据库、维普等检索源中检索相关文献，筛选 2004－

2014年的有效文献，对近年来有关制药论的技术应用、辅料应

用及药理变化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述。结果共查阅到相关文献

97篇，剔除 75篇，得到有效文献 22篇。现依据徐灵胎制药论

中的制药原则和制药方法，从不同炮制技术、不同炮制辅料以

及炮制后药物的药理药效和毒性变化方面入手，将近年来有

关制药论的相关技术应用、辅料应用及药理变化的研究进行

介绍。

1 徐灵胎的制药原则
1.1 相反为制

“七情和合”理论中强调的“相反”，是指两药同用能产生

毒性反应或副作用[5]；而徐灵胎制药论中的“相反为制”，是指

用药性相对立的辅料或中药来炮制，可制约中药的偏性或改

变药性[6]。可见，徐灵胎制药论中所说的“相反”不同于“七情”

中的“相反”。如常用辅料黄酒炮制药物，可改变药性，宣行药

势，引药上行。具体来说，如一些药性沉降的苦寒药（黄芩、黄

柏、黄连、大黄等），经酒制后，可缓和苦寒之性，借酒上行之

力，引药上行。大黄为泻下药，其性味大苦大寒，生用气味重

浊，走而不守直达下焦，泻下作用峻烈，易伤胃气；经酒润炒干

后可使其力稍缓并借酒升提之性引药上行，起到清上焦实热

的作用；经酒炖后泻下作用缓和，活血祛瘀功效增加，以致通

达全身，在不同部位起到清热、消炎、活血化瘀的作用[7]。再如

黄连，其炮制历来有多种方法，现今主要用酒炒、姜汁制和吴

茱萸制等。吴茱萸辛热，以气盛；黄连苦寒，以味胜。用吴茱

萸制黄连，属于相反为制的范畴，一冷一热，阴阳相济，无偏胜

之害，使黄连不滞以清气分湿热，散肝胆郁火以和胃气[8]。

通过现代研究表明，相反为制是有其科学依据的。从药

物化学成分的变化可以看出吴茱萸制黄连的合理性。如蒋俊

等[9]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法检测黄

连饮片和萸黄连饮片中原小檗碱型生物碱类成分的含量，同

时还对吴茱萸饮片、炮制辅料吴茱萸汁、萸黄连饮片中酚酸

类、苦味素类和生物碱类组分的含量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萸

黄连饮片中黄连本身所含的生物碱类成分并无显著变化，但

是增加了炮制辅料吴茱萸汁含有的多种成分；其中萸黄连饮

片中绿原酸、吴茱萸内酯、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的含量分别

为3.37、1.49、0.12和0.12 mg/g，说明吴茱萸制黄连确实吸纳了

吴茱萸的某些成分。徐江等[10]采用高效液相-电喷雾-三重四

级杆质谱法同时测定 3批萸黄连饮片中绿原酸、药根碱、黄连

碱、巴马汀、小檗碱、吴茱萸内酯、吴茱萸碱和吴茱萸次碱的含

量。结果也显示在 3批萸黄连饮片中均检测到黄连饮片及吴

茱萸饮片中的多种成分，进一步验证了黄连经吴茱萸制后吸

收了吴茱萸饮片中的多种成分，进而起到了“相反为制”改变

药性的作用。王荣[11]对黄连不同炮制品进行了体外抗菌试验，

结果显示酒黄连、姜黄连和萸黄连的抗菌作用比黄连略有增

强。其中，萸黄连对沙门氏菌和变形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分

别为 0.01、0.03 g/ml，明显低于生黄连的 0.03、0.05 g/ml。蒋俊

等[12]选用昆明种小鼠，分别给予黄连和萸黄连，依据动物行为

的趋向性，考察黄连和萸黄连对小鼠温度趋向性的影响，进而

研究萸黄连“相反为制”前后寒热药性的差异。实验结果显

示，黄连和萸黄连组小鼠均出现趋热性，但是黄连组小鼠较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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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组小鼠趋热性更强，说明萸黄连较之黄连“寒性”确实有

所降低。上述实例从现代研究及应用发展方面印证了“相反

为制”传统制药理论的合理性。

1.2 相资为制

相资为制是指用药性相似的辅料或中药来炮制，以增强

药效，相当于中药配伍中的“相须”“相使”[6]。比如，在炮制中

辅料盐可起到引药下行、增强疗效、缓和药性的作用，如用其

炮制苦寒的知母、黄柏，可增强知母、黄柏滋阴降火的作用。

通过现代研究发现，药物经盐制后，盐水对中药细胞具有

较强的穿透力，可增强药物成分的溶解度，起到很好的增溶作

用，进而增强药物成分的煎出量，起到增强疗效的目的。李习

平等[13]采用HPLC法对不同炮制方法中知母的芒果苷含量进

行测定，结果显示，盐知母中芒果苷的含量为3.06％，炒知母中

含量为 2.97％，酒知母中含量为 2.76％，麸炒知母中含量为

2.44％，生知母中含量为 2.16％。由此可见，盐制知母与其他

炮制方法比较，确实增加了知母中芒果苷的溶出率。炮制常

用辅料——酒是较好的溶解剂，药物的有效成分在酒中易于

溶解，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也能提高药效。如白芍经酒炒

后，白芍水溶性多糖和鞣质含量较生品及白芍其他炮制品显

著增加[14]。吴茱萸制黄连时，吴茱萸中的有机酸与黄连中的生

物碱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生物碱盐，增大了其在水中的溶解

度，从而增强了其制酸和止呕作用[8]。延胡索中的生物碱以游

离状态存在，难溶于水；经加醋炮制后，游离生物碱转化为生

物碱盐而易溶于水。有研究显示，延胡索水浸总生物碱的浸

出率为0.32％左右；而用醋炮制后，其总生物碱的浸出率上升

到 0.5％，因此增强了延胡索的临床疗效[15]。隋峰等[16]采用酵

母菌致热建立大鼠发热模型，用以比较生大黄、酒大黄、熟大

黄、大黄炭的解热作用。结果显示，酒大黄的解热作用明显强

于生品及其他炮制品，并且解热作用持续时间也最长。可见，

酒对黄连的药理效果具有协同作用。总体来看，上述药物的

炮制都是遵循了“相资为制”的炮制原则而实现了增强疗效的

作用。

1.3 相恶为制

在中药“七情”之中相恶是指两药配伍，一种中药能降低

另一种中药的功效，属于配伍禁忌。而在中药炮制中相恶为

制是指用某种辅料或中药来炮制，以减弱某些中药的副作

用。实际上相恶为制是中药配伍中相恶内容在炮制中的延伸

应用。如苍术由于含有苍术醇、苍术酮等挥发油成分，对脾胃

的刺激性极大，不利于临床用药，在炮制中可采用米泔水制来

缓和其这一副作用。苍术经米泔水制后，由于米泔水本身的

吸附作用，再加上高热炒，使苍术中的挥发油被破坏或减少，

从而降低了副作用[17]。生苍术的燥性还可通过麸炒来降低，经

麸炒之后苍术的辛散力减弱，气变芳香，健脾燥湿的作用增

强。许腊英等[18]采用薄层鉴别的方法考察了苍术麸制品及其

辅料麦麸的变化，从薄层图谱中可以看到炒后麦麸与苍术有

一个相同斑点，而生麦麸无此斑点，麸炒过程中麦麸增加的成

分就是苍术失去的成分，说明麸炒苍术后确实起到相恶为制

的效果，降低了苍术中部分挥发油的含量而缓和了其燥性。

1.4 相畏为制

“畏”，惧也（《广雅》）。相畏为制是指用某种辅料或中药

来炮制，以制约另一种中药的毒副作用，相当于中药配伍中的

“相畏”“相杀”。如半夏、南星为有毒中药，炮制中常选用生姜

降低其毒性。另外一些辅料，古代医药著作在论述配伍问题

时虽未言及，但在炮制有毒中药时常用到，因此也应列为相畏

为制的内容。如用白矾、石灰、皂荚、生姜制半夏、南星；黑大

豆、甘草、豆腐制川乌等[6]。通过小鼠腹腔刺激性实验发现，单

用半夏对小鼠腹腔刺激性明显；加用生姜后刺激性得以降

低。由此可见，生姜可以减轻或抑制生半夏对小鼠的炎症反

应，起到减毒的作用[19]。天南星中的毒类成分毒芹碱经生姜炮

制后，含量大大降低，进而起到了降低毒性的作用。这些都在

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半夏畏生姜，南星畏生姜”的合理性。现

在对半夏的炮制法中多使用白矾。研究表明，半夏经过白矾

炮制后，不仅可以消除其麻辣刺激性，其水浸出物含量也显著

增加，进而起到了减毒增效的作用[19]。马钱子具有通络散结、

消肿定痛之功，但其有效成分士的宁和马钱子碱同时又是有

毒物质。经研究发现，在马钱子中这二者的含量大致相等，药

理作用也相似，但马钱子碱的疗效只有士的宁的1/40，毒性却

是士的宁的1/20。经过砂烫或油炸之后的马钱子，马钱子碱被

大量破坏，而士的宁仅部分被破坏，同时生成异马钱子碱和异

士的宁的氮氧化合物等毒性小的生物碱，从而起到了既降低

毒性又尽量保留有效成分的作用[20]。有学者利用电喷雾串联

质谱法分析了甘草炮制前、后附子的化学成分变化，结果显示

甘草中的成分可与附子中的有毒成分双酯型生物碱及其热解

产物发生脂交换反应，生成毒性更小的脂类生物碱；同时还发

现，附子中有少量的双酯型生物碱与甘草中的化合物形成了

难溶性的沉淀，从而达到减毒的目的[21]。

1.5 相喜为制

是指利用“五味入五脏”的关系，也就是五脏与五味相喜

来炮制。酸味在五行中归于五脏中的肝，因此入肝经药多用

醋制以增效，如醋炙柴胡、延胡索等。咸味在五行中归于五脏

中的肾，因此入肾经药多以盐制，起到引药入肾的作用，如盐

炙菟丝子、杜仲等。采用相喜为制，是为了使药物既能够引药

入经，又能增强药物疗效[6]。

2 徐灵胎的制药方法
2.1 制其形

是指通过炮制改变中药的外观形态[6]。有些药物药用部

位功效有异，因此需分开入药，如麻黄、当归等。有一些动物

或昆虫类毒性中药，也可通过直接将含有毒性的非药用部位

除去，起到降毒作用。如昆虫类青娘子、红娘子等多去头、足、

翅；动物类蛤蚧去头、足、鳞片。再如胶类药物中的阿胶，质黏

腻，且有腥臭味，不利于服用，炮制中多采用蛤粉炒。经蛤粉

炒后的阿胶质地变得酥脆易碎，不仅降低了滋腻之性，而且起

到了矫味矫臭的作用。

2.2 制其性

是指通过炮制缓和或改变中药的性能。通过炮制，或抑

制中药过偏之性，免伤正气；或增强中药的寒热温凉之性，或

改变中药的升、降、浮、沉等性质[6]。如生地黄性寒，具清热生

津、凉血、止血的作用，制成熟地后药性由寒转温，可达到补血

滋阴的目的，同时滋腻之性也甚于生地黄。又如知母，为寒凉

药，归肺、胃、肾经，具有清热降火、生津润燥的作用。盐制后

引药下行，专于入肾，增强了其滋阴降火的作用。药物酒制升

提，如大黄药材气味重浊，直达下焦，酒制后则可引药上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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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焦湿热。黄柏本清下焦湿热，酒制后引药上行，则可清上焦

热。黄芪生用适于表虚不固的自汗或疮疡久不愈合的治疗，

经蜜炙后补中益气、扶脾生血的作用增强，适用于气虚血弱的

患者。莱菔子生用有升散作用，炒后则主要用来降气化痰、消

食除胀[22]。由此可见，遵循制其性的制法，药物通过炮制的确

可使其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等性能发生改变而起到一定的治

疗作用。

2.3 制其味

是指通过炮制调整中药的五味。根据临床用药要求，用

不同的方法炮制，特别是用辅料炮制，可达到“制其太过，扶其

不足”的目的；或通过某些辅料或方法来矫正中药本身的不良

气味，增加某种香味，利于患者接受[6]。如酒炙乌梢蛇、醋炒五

灵脂、麸炒僵蚕、滑石粉烫刺猬皮等。动物药的腥膻气味来自

三甲胺、胺基戊醛类等成分，因此炮制中多采用酒制方法。经

酒制后此类成分可随酒挥发去除。酒中还含有酯类等醇香物

质，同时起到矫臭矫味作用[5]。麦麸具有引药入脾经的作用，

故凡具有补脾开胃功效的药物，经麸炒后可产生焦香气，给人

以良好刺激，既增进食欲，又增强醒脾和胃的功效。中药芡实

经麸炒后可产生香气，提高补脾止泻、温肾固精的作用。山

药、薏苡仁、神曲等经麸炒后，亦有相同效果。再如僵蚕药材，

本身气味腥臭，不利于服用，而经麸炒后借麦麸香气矫正僵蚕

不良气味，同时借助麦麸的吸附和炒制时的高温，可除去僵蚕

身上的菌丝分泌物，既降低僵蚕对胃的刺激性，又利于贮存。

2.4 制其质

是指通过炮制改变中药的质地。许多中药质地坚硬，若

改变中药的质地，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疗效。如王不留

行炒至爆花，穿山甲砂炒至膨胀鼓起，龟甲、鳖甲砂炒至酥脆，

矿物药煅或淬等，均有利于煎出有效成分或易于粉碎，起到更

好地服务于临床的作用[5]。

3 结语
通过对徐灵胎制药论现代应用研究文献的梳理，不难发

现其是对中药炮制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开展徐灵胎制药论

的现代研究，既要注重研究制药原则和制药方法，更要注重联

系实际的观点，全面把握制药论的科学内涵，这样才可以更好

地将传统理论古为今用。

中药炮制学是一项传统的制药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有效继承中药炮制学的传统理论，是中药炮制领域发展创新

的源泉和基础。尽管徐灵胎制药论有着丰富的理论经验和广

阔的产业前景，但是当前的发展现状还是不能很好地满足现

代炮制的需求，因此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基础

理论、研究方法、实践应用等方面不断实现自主创新，以满足

当今中医药发展的需要。

徐灵胎的制药论作为中药炮制学的核心理论，对医药行

业降低饮片成本、保证饮片疗效发挥了极为有利的作用。从

目前各版《炮制规范》《中药炮制学》等书籍中也不难发现，该

制药论中阐明的基本观点，今天仍然在指导中药炮制的生产

与应用。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解析传统炮制理论也显得尤为重要。应用徐灵胎

的制药原则与制法研制新的炮制辅料与炮制工艺将是未来研

究的一个新方向与新思路，进而为中药炮制更好地应用于临

床提供更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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