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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煎药机不同煎煮方法对药材有效成分煎出率的影响。方法：选用主要成分明确、不同部位（根茎类的丹参、果

实种子类的栀子和叶类的桑叶）的3种中药饮片，测定3种煎药方法（不浸泡煎煮25 min、浸泡30 min后煎煮25 min、浸泡30 min后

煎煮50 min）煎煮各饮片后煎出液中各有效成分（丹酚酸B、栀子苷、芦丁）的含量并计算煎出率。结果：3种煎药方法下，丹参中丹

酚酸B煎出率分别为41.9％、71.6％、62.1％，栀子中栀子苷煎出率分别为68.9％、72.2％、75.6％，桑叶中芦丁煎出率分别为36.4％、

47.2％、56.2％。结论：栀子苷、芦丁煎出率随着煎煮时间延长略增加，丹酚酸B煎出率则随着煎煮时间延长略有降低。建议在采

用煎药机煎药时，对于不同处方、不同部位、不同有效成分的药材应采取不同的煎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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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of decoction machine on the extraction rate of ef-

fective components in medicinal materials. METHODS：3 kinds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with clear component and different parts

（rhizome Salvia miltiorrhiza，fruit Gardenia jasminoides and leaves Morus alba）were selected and decocted by 3 decoction meth-

ods（decocting for 25 min，decocting for 25 min after soaking for 30 min，decocting 50 min after soaking for 30 min）. The con-

tents of effective components（salvianolic acid B，jasminoidin，rutin）were determined and decocting rates were calculated. RE-

SULTS：Using 3 decoction methods，decocting rates of salvianolic acid B from S. miltiorrhiza were 41.9％，71.6％，62.1％；those

of geniposide from G. jasminoides were 68.9％，72.2％，75.6％；those of rutin from M. alba were 36.4％，47.2％，56.2％，respec-

tively. CONCLUSIONS：The decocting rates of geniposide and rutin are slightly increased with decoction time prolongs，while the

decocting rate of salvianolic acid B is decreased with decoction time prolongs. It is suggested to adopt different decoction time for

medicinal materials of different prescriptions，different parts and different effective components when using decoction machine.

KEYWORDS Decoction machine；Medicinal material；Salvia miltiorrhiza；Gardenia jasminoides；Morus alba；Decoction meth-

od；Decoction time；Decoct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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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药煎药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目前已经成为各

级中医院和社会中药房最主要的煎药方式。但中药煎药机在

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争议，比如有研究认为，所有药材一次

性加入可能会导致传统中药煎煮过程中需要后下的药材的挥

发性成分大量流失，而需要先煎的药材有效成分煎出率显著

降低[1-2]，从而影响疗效；另有研究则认为，煎药机煎出率不及

传统煎药方法煎出率[3-4]，但有的研究结果正相反，认为机器煎

药的有效成分煎出率要高于传统煎药方法[5-6]；还有学者则认

为，如果采用正确、科学的操作，煎药机煎药和传统煎药方法

对有效成分煎出率的影响并不大[7-8]。虽然观点和结论各不相

同，但是，随着中药煎药机功能的不断完善和研究的不断深

入，目前煎药机的应用已经呈不可取代趋势，甚至很多医院已

经逐步取消了传统煎药方式。故笔者筛选了 3种不同种类和

部位的常用中药，应用煎药机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煎煮，并对提

取液中各药材的指标性成分进行测定，以评价不同煎煮方式

对有效成分煎出率的影响。

1 材料
1.1 仪器

YJD20D-GL十功能型自动煎药机（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规格：20000CC）；11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包

括四元泵、二极管阵列检测器、自动进样器（美国安捷伦公

司）；AL104型电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1.2 中药饮片

从我院中药局选择了有效期内主要成分明确、不同种类

和部位的中药饮片。根茎类药材选用丹参，果实种子类药材

选用栀子，叶类药材选用桑叶。上述药材经我院主任中药师

贾树娟鉴定均为真品，符合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各项

药材项下“性状”特征。

1.3 药品与试剂

丹酚酸 B 对照品（批号：111562-201313）、栀子苷对照品

（批号：0749-200007）、芦丁对照品（批号：100080-200707）均购

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纯度均大于98.5％；乙腈、磷酸为

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液相用水为娃哈哈纯净水，煎

药用水采用日常煎药用的自来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不同煎煮方法

2.1.1 不浸泡直接煎煮25 min 精确称量丹参、栀子、桑叶各

500 g，分别装入煎药机纱布袋，放入煎药机中。用量杯称取自

来水，丹参、栀子分别加水 2 000 ml，桑叶加水 3 000 ml，加水

量均没过药袋。煎煮方法采取不浸泡密闭煎煮25 min，煎煮温

度显示为115～119 ℃。煎煮完成后抽取药液并压袋。

2.1.2 浸泡30 min后煎煮25 min 精确称量丹参、栀子、桑叶

各500 g，分别装入煎药机纱布袋，放入煎药机中。丹参、栀子

分别加水2 000 ml，桑叶加水 3 000 ml。浸泡 30 min后开始煎

煮，密闭煎煮25 min，煎煮温度显示为115～119 ℃。煎煮完成

后抽取药液并压袋。

2.1.3 浸泡30 min后煎煮50 min 精确称量丹参、栀子、桑叶

各500 g，分别装入煎药机纱布袋，放入煎药机中。丹参、栀子

分别加水2 000 ml，桑叶加水 3 000 ml。浸泡 30 min后开始煎

煮，密闭煎煮50 min，煎煮温度显示为115～119 ℃。煎煮完成

后抽取药液并压袋。

2.2 各样品液有效成分测定

2.2.1 丹参 （1）供试品溶液制备 ①煎煮液：分别精密吸取

煎煮液1 ml置于5 ml量瓶中，边振摇边加入无水乙醇至刻度，

充分振摇后静置，上清液滤过，即得煎煮液供试品溶液。②药

材：取丹参药材粉碎，过三号筛，取0.15 g，精密称定，置于具塞

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水（8 ∶2，V/V）50 m1，密塞，称定质量；

超声处理（功率：140 W，频率：42 kHz）30 min，放冷，再称定质

量；用甲醇-水（8 ∶ 2）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

滤液 5 ml，移至 10 ml量瓶中，加甲醇-水（8 ∶ 2）稀释至刻度，摇

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丹参药材供试品溶液。（2）对照品溶液

制备 精密称取丹酚酸B对照品 15.2 mg，用甲醇-水（8 ∶ 2）制

备成质量浓度为152 μg/ml的对照品溶液。（3）色谱条件 色谱

柱为Phenomenex Synergi Polar-RP（250 mm×4.6 mm ，4 μm）；

流动相：乙腈-0.1％磷酸水溶液（22 ∶ 78）；流速：1 ml/min；进样

量：10 μl；柱温：25 ℃；检测波长：286 nm。取浸泡30 min后煎

煮 25 min的供试品溶液（药材提取液，下同）和对照品溶液进

样，色谱图见图1A、B（其余图略）。

2.2.2 栀子 （1）供试品溶液制备 ①煎煮液：分别精密吸取

煎煮液2.5 ml置于50 ml量瓶中，加蒸馏水至刻度，充分混匀，

滤过，即得煎煮液供试品溶液。②药材：取栀子药材粉碎，过

四号筛，取0.1 g，精密称定；置于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25 ml，称定质量；超声处理 20 min，放冷，再称定质量，用甲醇

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10 ml，置于 25

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即得药材供试品溶液。（2）对

图1 高效液相色谱图
A、C、E.对照品；B、D、F.供试品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A，C，E. substance control；B，D，F. tes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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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栀子苷对照品 10.2 mg，用甲醇制成

质量浓度为 34 μg/ml的对照品溶液。（3）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Kromasil 100A C18（200 mm × 4.6 mm，5 μ m）；流动相 ：乙

腈-0.1％磷酸水溶液（15 ∶85）；流速：1 ml/min；进样量：10 μl；柱

温：25 ℃；检测波长：238 nm。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进

样，色谱图见图1C、D（其余图略）。

2.2.3 桑叶 （1）供试品溶液制备 ①煎煮液：分别精密吸取

煎煮液50 ml加入聚酰胺树脂柱（柱内径：20 mm，30～60目聚

酰胺10 g，乙醇湿法上柱，水洗净乙醇）中，先用200 ml水洗脱，

弃去水洗脱液；继用 70％（V/V）乙醇 100 ml洗脱，收集 70％乙

醇洗脱液，水浴蒸干；残渣加 70％乙醇适量使溶解，定量转移

至5 ml量瓶中，混匀，滤过，即得煎煮液供试品溶液。②药材：

取桑叶药材粉碎，过三号筛，取 1 g，精密称定，置于圆底烧瓶

中，加甲醇 50 ml，加热回流 30 min；滤过，滤渣再用甲醇 50 ml

同法提取 2次；合并滤液，减压回收溶剂，残渣加甲醇溶解，转

移至25 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药材供试品溶液。（2）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芦丁对照品

10.8 mg，用甲醇制成质量浓度为108 μg/ml的对照品溶液。（3）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Kromasil 100A C18（200 mm×4.6 mm，5

μm）；流动相：乙腈-0.1％磷酸水溶液（14 ∶ 86）；流速：1 ml/min；

进样量：10 μl；柱温：25 ℃；检测波长：257 nm。取供试品溶液

和对照品溶液进样，色谱图见图1E、F（其余图略）。

2.2.4 煎出率测定结果 计算各供试品溶液中不同有效成分

的含量，计算其煎出率：提取液中有效成分总量（g）/药材总量

（g）×药材中有效成分实际含量（％）×100。不同提取方法下丹

参、栀子、桑叶的有效成分的煎出率测定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煎煮方法下各药材有效成分的煎出率（％％）

Tab 1 Decocting rates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in each me-

dicinal material by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项目
药材中有效成分实际含量
不浸泡煎煮25 min煎出率
浸泡30 min煎煮25 min煎出率
浸泡30 min煎煮50 min煎出率

丹参
3.61

41.9

71.6

62.1

栀子
2.15

68.9

72.2

75.6

桑叶
0.13

36.4

47.2

56.2

由表1可见，3种药材浸泡后的煎出率均高于未浸泡者；栀

子、桑叶煎煮50 min的煎出率略高于煎煮25 min者，而丹参煎

煮时间长煎出率反而降低。

3 讨论

3.1 指标的选取

由于本试验3种有效成分的测定方法均来源于2015年版

《中国药典》（一部）项下相关方法，故方法学考察内容略。

3.1.1 丹参 丹参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清除

自由基和抗血栓的药理作用，丹酚酸B是丹参药材中主要有效

成分之一，但其性质很不稳定，易受热分解[9-10]。因此，本试验

选用丹参药材中药用价值较高且容易受热分解的丹酚酸B作

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煎煮方法对其提取效果的影响。本试

验结果表明，丹参药材浸泡后丹酚酸B煎出率明显增加，但浸

泡后煎煮25 min比煎煮50 min的煎出率高。这说明丹酚酸B

在高温下时间过长会有一定的水解，水解成丹参素，因此随着

提取时间的延长，其煎出率反而降低，故不宜长时间高温提

取。因此，在以丹参为君药或主要药味的处方中，建议药材浸

泡后提取。但以丹参为君药或主药的处方的煎煮时间对丹酚

酸B煎出率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试验考察。

3.1.2 栀子 栀子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尿、凉血解毒的功

效，主要用于热病心烦、湿热黄疸、淋证涩痛及外治扭挫伤痛

等症。栀子苷是栀子主要效成分，主要有镇痛、抗炎、抗内毒

素、保肝利胆、脑缺血保护等作用[11]。本试验选用栀子中栀子

苷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煎煮方法的煎出率。试验结果表

明，浸泡30 min后煎煮50 min的煎出率最高，但3种煎煮方法

的煎出率差异不是很明显。因此，在以栀子为君药或主要药

味的处方中，建议药材浸泡后煎煮，可根据方中其他药味综合

考虑适当调整提取时间。

3.1.3 桑叶 桑叶在临床上广泛用于利尿、降血糖、降血脂、

降血压等[12-13]。芦丁是桑叶中主要有效成分，而且芦丁广泛存

在于大量药材中，制剂生产时芦丁的提取一般以乙醇作为溶

剂，或者用碱性水溶液提取[13-14]。芦丁在水中溶解度较低，而

目前各医院或药房的煎药室只能采用水作为常规提取溶剂，

因此本试验选择桑叶作为含有难溶性有效成分的药材代表，

以芦丁煎出率为指标，考察不同煎煮方法对芦丁煎出率的影

响。本试验结果表明，桑叶药材浸泡 30 min后煎煮 50 min的

煎出率最高。因此，在以桑叶为君药或主要药材的处方中，或

者处方中的君药是以芦丁为主要有效成分的其他药材，建议

药材浸泡后煎煮50 min，或结合处方中其他药材综合考虑，适

当延长提取时间。

3.2 国内中医院煎药情况调查结果

笔者在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首届全国中药特色

技术传承人才培训中，走访了全国多家省级中医院，了解到很

多大型中医院目前基本上都是使用煎药机煎药。为了能够全

面了解煎药机的应用现状，笔者调查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的53家省级（32家）、市级（18家）、县级（3家）中医院煎

药室的各方面情况。结果，各医院均有煎药机，各级医院全部

采用煎药机煎药的医院分别有12、13、2家，共27家；采用常压

煎药的医院分别有8、6、1家，共15家；采用高压一煎的医院分

别有24、12、2家，共38家；采用高压一煎20～30 min的医院分

别有 5、3、1家，共 9家；采用高压一煎 40～60 min的医院分别

有 15、7、1家，共 23家；采用高压一煎 60～90 min的医院分别

有 4、2、0家，共 6家。结果表明，多数医院使用煎药机密闭煎

煮1次的方式，而且煎煮时间差别较大。在调查过程中笔者还

了解到，很多医院每天煎药数量很大，煎药人员工作量大，部

分煎药室出现缩短煎药时间、不浸泡直接煎煮的现象。因此，

建立科学合理、相对统一的煎药方法和操作规程具有较高的科

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3.3 煎煮方法对一些常用中药材有效成分煎出率的影响

笔者对2008年以来的大量有关药材提取的文献进行了收

集整理，根据药用部位和药材性质不同，筛选了一些与传统煎

煮理论结果存在差异的文献的观点，希望能对临床和药学工

作者的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3.3.1 根茎类药材 对于根茎类药材或以根茎类药材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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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应尽量增加提取时间，或增加药材浸泡时间，以确保有

效成分的煎出。如林家寿[15]研究探讨了黄连解毒汤在不同煎

煮条件下有效成分的变化规律，认为生物碱和黄芩苷成分在

60 min 煎煮 2次时溶出率明显提高；党参在煎煮时间不低于

120 min时方可最大限度地使有效成分析出[16]；生草乌煎煮4 h

能有效减少乌头碱的含量[17]；天麻药材的适宜煎煮时间为3 h[18]。

3.3.2 含挥发性有效成分的药材 对于以易挥发性有效成分

为主的药材，应短时间煎煮，防止有效成分挥发。比如葛姗姗

等 [19]研究认为，砂仁和白豆蔻煎煮时间宜分别控制在 3～6

min、2 min以内；惠恩健[20]经研究得出佛手、木香、厚朴花、砂仁

和白豆蔻5味理气药的煎煮时间均不宜过长。

3.3.3 含不稳定有效成分的药材 对于一些含有容易发生变

化的有效成分的药材，也应短时间煎煮，防止有效成分损失。

朱伟等[21]以芍药苷、阿魏酸的含量为指标，确定补阳还五汤的

最佳煎煮时间为30 min，而时间过长或过短均不利于有效成分

的煎出。邵珠德等[22]以桂枝中肉桂酸、桂皮醛的含量为指标，

确立桂枝水煎煮提取的最优工艺为水煎 2次，一煎 30 min，二

煎 10 min，此条件下肉桂酸、桂皮醛的煎出率分别为 63.74％、

9.03％。刘永涛等[23]研究发现，沸腾后仍用武火继续煎煮生大

黄约20 min时，5种游离蒽醌的总含量最高。

3.3.4 含有毒成分的药材 对于一些含有有毒成分的药材，

增加煎煮时间可以使有毒成分部分降解或挥发，从而改变毒

效成分的含量。如黄鲛等 [24]测定了细辛药材及细辛 30、60、

90、120 min水煎液中甲基丁香酚、黄樟醚和细辛脂素的含量，

结果显示，细辛汤剂先煎或久煎，可以显著减少毒性成分甲基

丁香酚和黄樟醚的含量，亦有利于有效成分细辛脂素的溶出。

基于本试验结果和相关文献内容，可以看出在使用煎药

机时不能采取“千方”一律的煎煮方法，对于不同处方、不同部

位、不同有效成分的中药饮片应该采取不同的煎煮时间，要

“因药、因方而异”。建议相关药学工作者应进一步加强对中

药煎煮方法的试验研究，以药用有效成分为考察指标，全面研

究影响药材煎出率的各种因素及相互关系，以确定最优煎煮

方法，充分、科学地利用煎药机的优点，规范煎药机的使用，提

高中药的使用率和临床疗效，为临床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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