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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为五加科植物 Panax ginseng C. A. Mey 的干燥根或

根茎，《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药中上品，“主补五脏，安精神，

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其在抗肿瘤、抗衰老、抗心律失常、提高免疫力及抗疲

劳等方面有很好的作用 [1-2]，表明人参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但是，服用人参过程中会出现血压升高、鼻衄、精神高度兴奋、

烦躁不安、失眠等症状[3]，因此人参一般炮制后应用。笔者通

过查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收录的近20年有

关人参及炮制品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的文献资料，并对

其进行总结和综述，以探讨炮制对人参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

用影响，为其新的炮制品研发奠定基础。

1 人参炮制方法
人参的诸多加工方法其目的在于清洁药材，防止人参虫

蛀和发霉变质，有利于贮存和运输；抑制人参中酶活性，减少

在自然干燥过程中酶对有效成分的破坏，以保存人参的药性；

增强其补益作用同时降低其对神经产生的毒害作用，使人参

炮制品比人参用作滋补药更安全、可靠、有效。由于人参加工

方法不同，使得人参各炮制品之间存在化学成分的种类和含

量差异，这样就引起其药理活性的变化，使临床应用亦不尽相

同。

1.1 古代炮制方法

人参古代炮制方法，南北朝刘宋时代有去芦头（《雷公炮

炙论》），唐代有“锉入药中，焙干”（《外台秘要》），宋代有焙制、

微炒、黄泥裹煨（《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去芦上蒸（《疮疡经验

全书》），元代有蜜炙法（《世医得效方》），明代有盐炒（《普济

方》）、陈酒浸（《寿世保元》）、人乳浸后饭上蒸（《先醒斋广笔

记》），清代有五灵脂制（《本草新编》）、川乌煮（《医学从众录》）

等方法。

1.2 现代炮制方法

现代人参炮制品是以鲜人参为原料，洗刷后经过不同的

加工工艺而制成的各具特色的产品。现在市面上销售的人参

炮制品包括鲜人参刷洗干净，晒干或 40～50 ℃烘干为“生晒

参”；鲜人参去除支根和须根，蒸制后干燥为“红参”；鲜人参经

保鲜处理后为“保鲜参”；鲜人参经灌糖为“糖参”；鲜人参经冷

冻干燥后为“冻干参”或“活性参”；鲜人参经煮烫后晒干为“大

力参”；人参切成厚度为0.1 mm、直径1.5 cm左右的“人参超薄

切片”[4]。

2 炮制对人参化学成分的影响
2.1 人参皂苷

人参皂苷是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大约有46种人参皂苷

已被分离鉴定，主要分为人参二醇型皂苷、人参三醇型皂苷和

齐墩果酸型皂苷三种类型。鲜人参、生晒参和红参中共有的

皂苷包括人参皂苷Ro、人参皂苷Rb1、人参皂苷Rb2、人参皂苷

Rc、人参皂苷Rd、人参皂苷Re、人参皂苷Rf、人参皂苷Rg1、人

参皂苷Rg2、人参皂苷F11、人参皂苷Rh1、人参皂苷Rg3。鲜人参

和生晒参中特有成分包括丙二酸单酰基人参皂苷Rb1、丙二酸

单酰基人参皂苷Rb2、丙二酸单酰基人参皂苷Rc和丙二酸单酰

基人参皂苷Rd，而鲜人参加工成红参过程中，人参皂苷发生脱

羧、水解和异构化反应，致使有些成分转化为活性更强的新化

合物，从而产生红参特有的人参皂苷，包括人参皂苷Rh2、20-

（R）-人参皂苷 Rh1、20-（S）-人参皂苷 Rg3、20-（R）-人参皂苷

Rg2、人参皂苷Rs1、人参皂苷Rs2
[5]，且红参中人参皂苷Rh1、人参

皂苷Rg3、人参皂苷Rg2含量显著高于生晒参[6]。

鲜人参在加工过程中，人参皂苷的含量有一定量的损失，

但冻干参损失的相对少些，因为降温冷冻干燥既能破坏人参

体内的酶类，又防止人参皂苷的破坏和流失[7]；而鲜人参加工

成红参过程中，由于丙二酸单酰基人参皂苷在加工过程中发

生水解生成丙二酸及其相应皂苷，使整体环境偏酸性，人参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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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炮制对人参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的影响，为其新的炮制品研发奠定基础。方法：查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库、维普数据库等收录的近20年有关人参及炮制品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总结和综述。结果：人参炮制方法

多样，炮制品以生晒参和红参为主。在人参加工成红参过程中，产生红参的特有成分，包括人参皂苷Rh2、20-（R）-人参皂苷Rh1、

20-（S）-人参皂苷Rg3、20-（R）-人参皂苷Rg2、人参皂苷Rs1、人参皂苷Rs2、麦芽酚、人参炔三醇和人参炔二醇等；炮制使人参在抗肿

瘤、抗疲劳、抗衰老、抗肝毒及促进组织血液循环方面的活性增强。结论：人参在加工过程中不但使各类成分发生转化，而且生成

活性更强的新化合物，但是目前并没有彻底解决其副作用问题。应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和临床应用的需要，结合中药炮制学理论，

研制新的人参炮制品，使其既能体现中医辨证施治精髓，又制约其副作用，提高临床应用安全性。

关键词 人参；生晒参；红参；炮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857



China Pharmacy 2016 Vol. 27 No. 6 中国药房 2016年第27卷第6期

苷在酸性的环境下容易水解生成人参皂苷元及其糖等，使得

人参总皂苷含量平均损失31.55％[8-9]；在糖参加工过程中大量

人参皂苷流失，使糖参中人参总皂苷的含量在所有人参炮制

品种中最低，此是一种不理想的加工方法[10]。

2.2 人参多糖类

日本学者从人参根中分离得到21种多糖类化合物。人参

含有的糖类成分主要有单糖、低聚糖和多糖。有一定生理活

性的人参糖类成分为人参多糖，人参含38.3％的水溶性多糖和

7.8％～10.0％的碱性多糖。从人参根中提取的人参多糖，

80％是人参淀粉，经淀粉酶脱去淀粉后的人参果胶主要由半

乳糖醛酸、半乳糖、阿拉伯糖残基组成，还有少量鼠李糖及未

知的戊糖衍生物。而在蒸制和烘烤过程中，人参淀粉糊化，转

变为白糊精，最后变成红糊精，使人参颜色变红。

鲜人参在蒸制、烘干等过程中部分淀粉降解为低聚糖和

单糖[11-12]，因此在单寡糖的组成上，红参中麦芽糖含量很高，同

时含有较多的阿拉伯糖、鼠李糖、半乳糖、半乳糖醛酸等，而果

糖较少。因此，红参中游离糖以蔗糖和麦芽糖为主（而生晒参

以蔗糖为主），使得红参的棕色提取物（淀粉糊化降解物）的紫

外吸收、还原性和抗氧化性均比白参强[13]。

2.3 挥发油

目前为止，已从人参挥发性成分中分离得到 90余种化合

物，主要由倍半萜类、长链饱和羧酸以及少量的芳香烃类物质

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倍半萜类。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

参过程中，挥发油成分平均损失69.50％，同时倍半萜种类占总

挥发油成分种类增加，且损失34种挥发油成分，产生6种红参

特有成分，从而引起挥发油成分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14]。

人参炔醇是聚乙炔醇类化合物的一种，在植物界中分布

甚广。1964年，高桥三雄等首次从生晒参中分离得到一种聚

炔醇类化合物单体，定名为人参炔醇。目前已从人参中分离

得到十一个聚烯炔类化合物。人参环氧炔醇在人参加工过程

中环氧环经水解作用后开环生成的人参炔三醇和人参炔二

醇，因此人参炔三醇和人参炔二醇成为红参的特有成分之

一[15-16]。

2.4 其他成分

人参中含有生物碱、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酶类、低

聚肽及多肽等成分。此外，人们还从人参根中分离鉴定了水

杨酸胺、麦芽酚及其葡萄糖苷、10种有机酸和非皂苷类的水溶

性苷等。人参中的微量元素含量十分丰富，常量元素中 Ca、

Mg、P元素含量较高，微量元素中Fe、Mn、Sr、Zn等营养元素含

量均较高。微量元素在炮制过程中因受高温、碳化被破坏，使

其在炮制前后的疗效有所不同。

人参根中的麦芽糖和氨基酸化合物在蒸制和烘烤干燥中

产生梅拉德反应生成麦芽酚，因此麦芽酚为红参特有成分之

一，白参中不含有[17]。在加工成红参的过程中各种类型氨基酸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18]。田七素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在炮

制过程中田七素受热发生脱羧降解反应，会使其含量降低一

半 [19]；同时在人参加工过程中，鲜人参中的麦芽糖或葡萄糖与

精氨酸经梅拉德反应生成的精氨酸双糖苷（AFG）和精氨酸果

糖苷（AF），使得红参中游离精氨酸含量急剧下降[20]。另外，由

于温度高、时间长的炮制对蛋白质也产生影响，使红参中总蛋

白质损失较多。

脂肪酸中含量最高的是亚油酸，亚油酸是人体必需的脂

肪酸，是人体组织、细胞的组成成分。鲜人参蒸制成红参过程

中，加工热处理使甘油糖脂、甾醇苷脂肪酸酯等脂质类成分发

生水解，使亚油酸的相对含量上升，而棕榈酸、硬脂酸、油酸、

亚麻油酸含量下降[21]。

3 炮制对人参药理作用影响
鲜人参含有多种活性成分，经加工成生晒参或红参等制

品后，有些成分会发生转化，产生新的化学成分，而且某些成

分间的含量比例也发生改变，尤其是加工红参后变化更大，这

就是人参各炮制品某些药理活性在性质和作用强度上存上一

些差异的物质基础和原因。

3.1 对抗肿瘤作用的影响

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传统的化疗药物容易造成正常细

胞的损伤，进而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红参中的特有成分人

参皂苷Rh2和人参炔三醇等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现代药

理学研究证实：人参皂苷Rh2能诱导癌细胞的凋亡、分化及调

控细胞周期，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还能诱导癌细胞的逆

向转化，使增殖的癌细胞逆转为正常细胞[22]。人参炔三醇也被

证实具有较强抗肿瘤活性，它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细

胞周期停止于G2/M期[23]。在鲜人参和生晒参中不存在人参皂

苷Rh2和人参炔三醇，因此红参的抗肿瘤活性较生晒参强。

3.2 对耐缺氧、抗疲劳作用的影响

人参为补虚要药，具有扶正固本、大补元气之功效。按现

代药理学解释其实质为增强各脏器的功能，提高整个机体的

免疫能力。通过小鼠负重游泳试验和常压缺氧试验，结果表

明：生晒参和红参都具有抗疲劳和耐缺氧的作用，红参耐缺氧

时间显著长于生晒参，而红参与生晒参抗疲劳作用没有显著

差异[24]。

3.3 对抗衰老作用的影响

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人参“久服轻身延年”，表明人参

具有抗衰老的作用。比较生晒参和红参对H2O2处理的HepG2

细胞作用，结果表明红参具有更强的自由基清除活性[25]。而红

参抗氧化活性增强的原因在于红参中特有的人参皂苷Rh2能

显著提高过氧化氢酶活性[26]。同时，从红参中分离得到的麦芽

酚显著抗衰老作用。麦芽酚可与组织中自由基结合，抑制小

鼠肝内脂质过氧化反应，防止脂褐素生成与沉着，从而延缓了

细胞整合性的降低，从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27]。人参皂苷Rh2

麦芽酚及其苷类是红参特有成分之一，在鲜人参和生晒参中

不含有。因此，红参较生晒参抗衰老作用强。

3.4 对抗肝毒作用的影响

采用四氯化碳和半乳糖胺造成小鼠初级培养肝细胞致毒

药理模型，比较生晒参和红参的抗肝毒作用。结果表明，红参

含有20（S）-人参皂苷Rg3、人参皂苷Rh2、20（R）-人参皂苷Rg2、

人参皂苷Rh1，而生晒参不含有这些化合物。20（S）-人参皂苷

Rg2、Rh1和 20（R）-人参皂苷Rg3等稀有皂苷抗肝毒活性较强，

且R构型皂苷的抗肝毒活性强于S构型。特有的稀有皂苷及R

构型皂苷的存在，使得红参可能比生晒参有更强的抗肝毒作

用[28-29]。

3.5 对组织血液循环作用的影响

《名医别录》载人参有“通血脉”的作用，可用于治疗麻木、

头痛及与血液循环有关的症状。红参中特有皂苷对花生四烯

酸、U46619所致的血小板凝聚具有抑制作用，大大强于对照组

乙酰水杨酸[30-31]。松田秀秋等以红参和生晒参的 70％甲醇提

取物对组织血液循环、抗血栓及纤维蛋白溶解活化作用为指

标，研究红参与生晒参对组织血流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红

参与生晒参甲醇提取物各20 mg/kg均使大白鼠胃黏膜组织血

流量显著增加，且作用强度红参大于生晒参[32]。

··858



中国药房 2016年第27卷第6期 China Pharmacy 2016 Vol. 27 No. 6

3.6 红参与生晒参毒副作用比较

人参的毒性甚小，但是人内服人参酊剂100 ml后，仅感觉

轻度兴奋，内服200 ml可见中毒现象，出现瘙痒、眩晕、头痛及

鼻出血等症状，这主要是由于田七素的神经毒作用。在红参

加工过程中，田七素含量降低一半，因此红参作为滋补药更

安全[33]。

4 结语
目前，人们对人参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比较深入，

但是却忽略了人参不同炮制品之间的比较研究，虽然它们之

间有相似的临床应用，但是并不能相互替换使用[34-35]。因此，

本文对人参炮制前后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改变进行系统比

较，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另外，现今市场上人参制

品繁多，为确保人参制品质量的安全性、可靠性及药理活性，

应严格制定人参制品的生产加工规范。尽管现有的人参制品

在一定程度上能方便人们的使用，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其副

作用问题。因此，今后应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和临床应用的需

要，结合中药炮制学理论，研制新的人参炮制品，使其既能体

现中医辨证施治精髓，又制约其副作用，提高临床应用安全

性。总之，如何既充分利用人参良好的补益作用又确保其应

用安全性将是人参加工炮制与应用研究领域面临的新挑战，

值得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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