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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性是指各种中药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作用，是中

药独特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

践中，以阴阳、脏腑、经络等学说为基础，根据中药的各种性质

及所表现出来的治疗作用，对中药性质与功能的高度概

括。药性的基本内容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

无毒等 [1]。中药炮制就是按照中医药理论，根据中药材自身性

质，以及调剂、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

制药技术。经炮制后中药可以达到增强疗效，降低毒副作用，

改变或缓和药性，引药归经，矫味矫臭等作用。本文拟就炮制

对中药药性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中药药性研究概述
中药药性是中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对于中药

药性的研究已有许多报道。张廷模等[2]认为，中药都具有寒、

热两性，通过适宜的炮制方法可以使某一特性突出而占主导

地位。刘培勋等 [3]提出中药药性物组学，根据中药药性的特

点，中药药性物组又可分为四气物组、五味物组、归经物组、毒

性物性组和比较药性物组，为中药药性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思

路与方法。杨洪军等[4]分析了一定亲缘关系范围内，具有同一

药性的药物，共同具备的药理作用和化学成分之间的关系，揭

示了中药药性-药理效应-化学成分之间的关联规律。陈永新

等[5]从中药脂类含量角度研究认为，中药寒热与其总脂含量存

在相关性，脂类是中药寒热药性的物质基础之一。盛良[6]分析

得出，中药的四气五味与能量有关，并从量子化学角度提出三

个假说：电子得失吸推阳一酸一气、阴一碱一味说；中药四气

五味化学成分说；中西药量化结合说。肖小河等[7]、廖庆文等[8]

认为，运用生物热力学的思路和方法来研究炮制对中药药性

的影响，在基础理论及实践操作方面均具有可行性。梁琦等[9]

认为中药药性具有多维性，是由诸多要素集合决定的。张永

清等[10]则提出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药性本质，重视进化层次、

生存状态、季节变化、环境及形质等因素与中药药性的相关

性，他提出了不能仅仅注重中药的物质分子组成研究的思

想。这些研究体现了当前中药药性研究的基本状况。

2 中药药性现代药理、临床研究概况
中医诊断与治疗疾病，多从寒热入手，寒者热之，热者寒

之的治疗原则就是药性的主要体现。对于中药的热性与寒

性，现代药理、临床提出了不同的判定指标。从机体功能上

说，温热药作用于机体的一般表现为功能的亢奋，机体功能亢

奋则需要消耗较多的能量，就会产生较多的热量；反之，寒凉

药作用于机体的一般表现为功能的抑制，机体功能抑制，则消

耗能量较少或抑制产热[8] 。梁月华等[11]、宋辉等[12]证实，寒凉

药使血清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甲状腺素、促黄体生成素含

量明显减少，垂体内 3种激素的含量增高，提示寒凉药抑制激

素释放，进而抑制内分泌系统；温热药则作用相反。同时，实

验还证实寒证患者使用热性药后，体温、血压、心率等均有不

同程度的升高和增快，植物神经平衡指数逐渐升高，尿内儿茶

酚胺类、17-羟皮质类固醇排出量迅速增加；而热证患者用寒凉

药治疗后作用相反。周灿平等[13]选用黄连及其炮制品为研究

对象，推测出通过改变ATP酶活性，引起机体能量代谢变化是

黄连药性改变的内在机制。孙莹莹等[14]通过扫描大鼠舌体丝

状乳头的密度，丝状乳头和蕈状乳头角质化程度，来判定中药

寒热药性，这也为研究寒热性药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特

异性指标。廖庆文等 [8]报道，在抑制大肠杆菌生长代谢过程

中，温性药、平性药增加代谢热的输出，温性药对代谢热的增

加远远大于平性药，凉性药则降低代谢热的输出，以此可以划

分药物的药性。

3 炮制对药性的影响
3.1 对四气五味的影响

四气，亦称四性，指药物的寒、热、温、凉四种特性，它是根

据药物作用于人体之后，人体所发生不同反应和治疗效果而

作出的概括性的归纳。五味，指药物的辛、苦、甘、酸、咸五种

味道，是药物滋味与功效相结合的归纳。凡药物性味多偏胜

或偏弱，多不能满足临床用药要求，而通过炮制则可以很好地

解决大部分中药之偏性。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从炮制对中药

四气五味影响方面进行研究，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3.1.1 缓和中药寒凉、温热之性 中药药性太热有伤机体之

阴，太寒有伤机体之阳。通过炮制可以缓和药物的药性，以制

其太过。性味缓和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以热制寒”和“以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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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两种[1]。蒋俊等[15]通过研究表明，黄连经吴茱萸汁炮制后，

黄连饮片中生物碱种类无显著变化，但却增加了吴茱萸汁含

有的酚酸类、苦味素类和生物碱类成分，上述成分的变化可能

是萸黄连寒性缓和的物质基础。任世禾等[16]研究表明，经甘草

汁制后吴茱萸碱和吴茱萸次碱含量降低，对缓和吴茱萸温燥

之性，发挥功效起有利作用。

3.1.2 增强寒凉、温热之性 药物药性太过会损伤机体，但药

性太弱又会使药物疗效不佳。经炮制以后，可以增强部分中

药的药效。例如：当归本身虽然是性味辛热，但用于临床活血

通络效果有时不太理想。吴双虎等[17]研究表明，氧自由基的增

多是引起血瘀的重要因素之一。邓红娟等[18]研究表明，酒当归

比生品当归对氧自由基的清除效果更好。可见，酒制当归可

以使其活血通络效果更好。

另外，虽然有些药物本身药性已经很强，但是临床遇到重

症患者时仍然会感觉药效不够，也可以经适宜炮制方法加以

解决。如：周韶华等[19]研究表明，胆汁制黄连对大肠杆菌的抑

制作用明显强于其他制品，说明用胆汁制黄连，可以增强其苦

寒之性。

3.1.3 改变中药寒热之性 每一味中药生品药性均固定，但

经炮制后有些药物的性味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这也使药物产

生了新的功能，扩大了新药的来源。例如：天南星性温，经胆

汁炮制后药性转寒，白宗利等[20]认为是由于胆汁中的成分浸入

天南星内，从根本上影响了天南星的理化性质，使得胆南星的

药性由温转寒。赵宇等[21]通过分析前人研究，推测地黄炮制过

程中梓醇含量的降低是地黄炮制前后药性改变的重要机制。

3.2 对升降浮沉的影响

升降浮沉是指中药对人体作用的不同趋向性，是中药的

重要理论之一[1]。一般而言，味辛、甘，性温、热的中药多有升

浮作用，而味苦、酸、咸，性寒、凉的中药多有沉降作用。但有

些中药经过炮制后，升降作用也会发生改变。徐海波[22]提出中

药升降浮沉具有固有性、特殊性、双向性、不显性和可变性，并

指出炮制与配伍是改变升降浮沉的重要因素。炮制对药物升

降浮沉的影响总体来说分为以下4种：

3.2.1 生升熟降 如砂仁生品化湿行气、温中止呕止泻，本为

升散之品，作用于中焦。熊磊等[23]研究发现，砂仁经炮制后，其

缩尿功能显著提高，说明盐制砂仁可以下行温肾，作用于下

焦。吕文海等[24]对莱菔子生制品水溶性成分群的变化进行研

究，认为生莱菔子入煎剂，导致萝卜苷在水浸煎煮过程中转化

为含硫化合物A209、B221；而炒莱菔子入煎剂，即可抑制这一

转化过程，使萝卜苷能在水煎液中存在，这种物质的转化，可

能是莱菔子“生熟异治”、“生升熟降”药性的物质基础之一。

3.2.2 升者益升 黄连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生品作用于上

焦，主清泻心火，经黄酒炮制后，借黄酒升腾之力，引药上行，

清头目之热。马雪松等[25]通过比较生黄连和酒黄连的表观油

水分布系数，发现酒黄连的亲脂性大于生黄连，推测酒黄连通

过血脑屏障的能力强于生品，这为进一步研究黄连“升者益

升”原理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

3.2.3 生降熟升 大黄经酒炮制后，所含的蒽醌苷分解成蒽

醌苷元，泻下能力被缓和，并且酒炒引药上行，可以清头目之

热，临床上用于目赤、咽肿、齿龈肿痛等证。李先端等[26]研究发

现，熟大黄较生大黄中蒽醌苷元类成分的含量有一定比例的

下降。推测大黄经酒炮制后，化学成分的改变是大黄由峻烈

泻下药转为治疗上焦疾病的主要作用机制。

3.2.4 降者益降 杜仲生用偏于益肝舒筋，经盐水制后可以

直达下焦，使其补肝肾、强筋骨、安胎作用增强。曹宇[27]研究证

明，经盐制后的杜仲所含杜仲胶被破坏，但其有效成分不损

失，而且更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盐制

杜仲的补肝肾、强筋骨、安胎作用增强的机制。

3.3 对归经的影响

3.3.1 改变归经作用 药物炮制后归经会发生改变，即使同

一种药物经过不同的方法炮制，归经也会发生改变，进而改变

药物的功效。例如：生姜入肺经，有发表散寒之功效；炮姜专

入脾经，能暖脾止泻；干姜入心经则有回阳救逆之功效。王维

皓等[28]研究发现，生姜中的特有成分色氨酸在其他炮制品中消

失；姜辣素作为生姜的主要成分，经干燥或加热炮制后形成姜

酚，成为干姜的主要成分；干姜在砂烫的条件下形成炮姜，产

生姜酮。

3.3.2 增强归经作用 一种中药有时会归几经，同时作用于

机体的多个脏腑、经络，治疗多种疾病。通过中药炮制可以增

强某一种归经作用，使中药治疗某一脏腑经络的疾病更具疗

效。中药炮制很多都是以归经理论作指导，特别是用某些辅

料炮制药物，如醋炙入肝经，蜜制入脾经，盐制入肾经等。例

如：青皮入肝、胆、胃经，用醋炒后，可增强对肝经的作用。益

智仁入脾、肾经，经过盐制后则主入肾经；柴胡经醋制后，借醋

之酸味入肝经，从而发挥疏肝解郁之功效。知母入肺、胃、肾

经，具有清肺、凉胃、泻肾火的作用；盐制后主要作用于肾经，

可增强滋阴降火的功效。

3.4 对毒副作用的影响

人们自古以来就对安全用药十分重视，许多中药对人体

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但通过炮制可以达到减毒增效的目的。

不同的炮制方法，其解毒原理不同，包括使有毒成分减少、利

用辅料解毒、使毒性成分发生转变等[1]。例如：马钱子经过沙

炒后，利用高温使有毒成分士的宁含量降低，以使毒性减小；

斑蝥经米炒后，利用斑蝥素易升华特点和米对其的吸附性，使

斑蝥素含量降低[29]；乌头经煮制后，双酯型乌头碱转化为单酯

型乌头碱，从而达到降毒减毒的目的[29]。

4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中药炮制对中药的药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合理的炮制方

法不仅可以使现有中药被更好的利用，而且能为开发新药提

供新的方法。但是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1）研究缺乏中医理

论的指导。中药现代化引入了许多现代研究手段，但却忽略

了中药药性的基础应该基于中医药理论。（2）对于中药药性的

认识还不够成熟，没有具体的、系统的临床标准。（3）我国中药

炮制现在还存在诸如工艺传统、质量不可控、原理不明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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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4）中药炮制虽然对中药药性产生很大影响，但其机制尚

不完全明确。

综上所述，虽然炮制对中药药性影响的原理与机制还不

是很明确，但是随着对中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在中药研究

中不断引入现代科技，新的思想和方法正在逐渐应用于中药

的研究和探索中。要解决中药炮制对中药药性影响存在的问

题，应该更进一步的研究中药炮制的原理，明确中药的药性指

标、有效成分以及作用部位。将中医药传统理论与现代科学

技术相结合，真正做到既有中药现代化又不失中医药本身特

色的中药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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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会见瑞典卫生与社会事务大臣

本刊讯 2013年 4月 1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任李斌在京会见了瑞典卫生与社会事务大臣葛然·哈格隆

德（Göran Hägglund）及其一行，就加强中瑞卫生合作进行了会

谈。

李斌积极评价中瑞卫生合作的成果。她表示，中瑞两国

卫生合作历史悠久，卓有成效。两国虽然国情不同，但都面临

着人口老龄化、慢性非传染病高发等挑战。在两国卫生合作

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下，双方在卫生体制研究、传染病控制、抗

生素耐药、应对老龄化、癌症防治等方面开展了丰富和务实的

合作，并形成了稳定的工作机制。中方愿意继续深化各领域

的合作。

哈格隆德祝贺李斌就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他表示，瑞方一贯重视与中国的卫生合作，愿意推动与中

国卫生领域公立、私立和学术方面的合作。

哈格隆德是应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邀请来华访问

的。代表团在京参观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并将赴上海访问。瑞典驻华大使罗睿德（Lars

Freden）陪同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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