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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中药饮片用名的规范化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查阅文献和对历版《中国药典》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15年版《中

国药典》（一部）中药饮片用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结果与结论：发现中药饮片生品命名不规范、炙法炮制中药饮片命名不规

范、中药饮片名称前加“净”“干”和名称后加“片”等不规范问题。针对这些不规范之处，提出在中药材名称前注明炮制方法、在中

药材名称后缀炮制后的形态名、在中药材名称前加辅料名、保持中药饮片名称与药材名称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生用的医疗用毒性

中药饮片必须标注“生”字、片型不宜在名称上出现等中药饮片炮制品命名建议和非炮制品中药饮片命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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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系指药材经过炮制后可直接用于中医临

床或制剂生产使用的处方药品[1]，其用名的规范与否直

接关系到患者的用药安全和疗效[2]。《中国药典》收录的

中药材、中药饮片的名称是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生产企

业、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对其命名时所遵循的法定依

据。由于《中国药典》在编撰中使用的中药饮片名称存

在着一些不规范的地方 [3]，造成中药饮片处方用名混

乱。笔者就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饮片项下中

药饮片用名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提出个人建议，与同道商榷。

1 中药饮片用名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1.1 关于中药饮片生品命名不规范的问题

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净制、切制的

生用饮片，按原中药材命名；特殊管理的毒性药材，在名

称前应加‘生’字；鲜品饮片在名称前应加上‘鲜’字”[4]。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大部分中药饮片生品用名

与其药材名相同，如山药、黄芩、大黄等。根据《医疗用

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要求，对处方未注明“生用”的毒性

中药，应当给付炮制品，如附子、半夏、白附子等[5]。医疗

用毒性中药饮片在处方中生用者必须标注“生”字，如生

马钱子、生川乌、生草乌等。但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

部）中有些普通中药饮片前面也加了“生”字，如生地黄、

生蒲黄、生石膏等。

1.1.1 关于生地黄的命名问题 地黄最早出现于魏吴

普《神农本草经》：“干地黄，味甘寒。主折跌绝筋，伤中，

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作汤，除寒热积聚，除痹，生者

尤良。久服，轻身不老。一名地髓，生川泽。名医曰：一

名苄，一名芑，生咸阳，黄土地者佳，二月八日采根阴

干”[6]。此处“干地黄”应为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

地黄饮片项下所谓的“生地黄”。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

方论》载：“生地黄……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其汁，

更绞地黄汁”[7]。这里记载的“生地黄”，应该是 2015年

版《中国药典》（一部）地黄饮片项下所谓的“鲜地黄”。

至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又载：“生地黄，气味大寒。主

治妇人崩中血不止，及产后血上薄心闷绝。伤身胎动下

血，胎不落，堕坠折，瘀血留血，鼻衄吐血，皆捣饮之”[8]。

根据其功能主治，也应该是鲜地黄。生地黄在古代本草

中为鲜地黄，应用广泛，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

生地黄方40多首，这其中以生地黄捣汁入药为多[8]。时

至清代汪昂《本草备要》仍将干地黄、生地黄、熟地黄明

确单列介绍，并指出：“生则寒，干则凉，熟则温。 故分为

三条，以便施用”[9]。生地黄意为干地黄，则始载于宋代

苏颂《本草图经》，该书记载：“地黄……二月、八月采根

阴干……阴干者是生地黄”[10]。由此可见，宋代以前本

草中“生地黄”是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地黄饮片

项下所谓的“鲜地黄”，“干地黄”是2015年版《中国药典》

（一部）地黄饮片项下所谓的“生地黄”。自宋代到清末

关于方剂中“生地黄”代表鲜地黄还是干地黄一直存有

争议，但是多数本草载明为鲜地黄。在 2015年版《中国

药典》（一部）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中，有关地黄的制剂

处方有146个，仅“丹膝颗粒”使用“生地黄”，其余全部使

用“地黄”。综上，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地黄饮片

项下使用“生地黄”，既不符合地黄的历史传统，也不符

合中药饮片的命名规范。

1.1.2 关于生蒲黄的命名问题 张晓东等[11]研究了从

汉至清的 172首含有蒲黄的方剂，处方名为“蒲黄”者

119首，占69.19％。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蒲黄饮

片项下只有“生蒲黄”和“蒲黄炭”，应该是相对“蒲黄炭”

或“炒蒲黄”的炮制品作用不同而命名。在2015年版《中

国药典》（一部）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中，含有蒲黄的 10

个制剂处方全部使用“蒲黄”，没有使用“生蒲黄”。 由此

可见，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使用“生蒲黄”不规范。

1.1.3 关于生石膏的命名问题 在汉代张仲景《伤寒

论》和《金匮要略》含有石膏的14首方剂中，只有竹叶石

膏汤处方用名为“生石膏”，其余全部使用“石膏”[12-13]。

在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中，

有关石膏的制剂处方 61个，仅清热解毒片使用“生石

膏”，其余全部使用“石膏”。石膏的常用饮片有“石膏”

和“煅石膏”。由此可见，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石

膏饮片项下使用“生石膏”不符合中药饮片的命名规则。

1.2 关于炙法炮制中药饮片命名不规范的问题

炙法在中药炮制学定义为“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

物，加入一定量的液体辅料拌炒的炮制方法称炙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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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所加辅料不同，分为酒炙、醋炙、盐炙、姜炙、蜜炙和油

炙6种方法”[14]。由此可见，“炙法”是一类中药饮片的炮

制方法。

1.2.1 关于蜜炙中药的命名问题 1977年版《中国药

典》（一部）使用“蜜炙黄芪”“蜜炙甘草”的名称，后来改

为“蜜黄芪”“蜜甘草”，在不造成混淆的前提下，名字更

加简洁明了。199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和2000年版

《中国药典》（一部）先后将“蜜红芪”“蜜甘草”“蜜黄芪”

单列，并将“蜜”改为“炙”，即称为“炙红芪”“炙甘草”“炙

黄芪”，但其他未单列的蜜炙品的名称未变，如蜜白前、

蜜百合、蜜前胡、蜜旋覆花、蜜紫菀、蜜罂粟壳、蜜麻黄、

蜜百部等。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依然沿用“炙红

芪”“炙甘草”“炙黄芪”，同一种炮制方法出现了2种不同

的命名方式，造成概念的混淆。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

称命名原则》：“以炒、蒸、煅等方法炮制的中药饮片，在

中药材名前冠以炮制方法或后缀以炮制后的形态名。

加辅料炮制的中药饮片，应冠以辅料名”[4]。在 2015年

版《中国药典》（一部）中，炙甘草描述为“ 取甘草片，照蜜

炙法（通则 0213）炒至黄色至深黄色，不粘手时取出，晾

凉”；炙红芪制法为“取红芪片，照蜜炙法（通则 0213）炒

至不粘手”；炙黄芪制法为“取黄芪片，照蜜炙法（通则

0213）炒至不粘手”。上述3种中药饮片均为加辅料炮制

的中药饮片，故应该冠以辅料名命名。很显然，以“炙”

字命名不严谨，易造成混乱。

1.2.2 关于油炙中药的命名问题 经油炙法炮制的中

药饮片也存在命名不规范的问题，如淫羊藿。淫羊藿炮

制最早出现于南北朝雷斅《雷公炮炙论》：“凡使，时呼仙

灵脾，须用夹刀夹去叶四畔花尽后，细锉，用羊脂相对拌

炒过，待羊脂尽为度”[15]。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

中“炙淫羊藿，取羊脂油加热熔化，加入淫羊藿丝，用文

火炒至均匀有光泽，取出，放凉。每100 kg淫羊藿，用羊

脂油（炼油）20 kg”。显然，以炙淫羊藿命名未体现辅料

名称，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4]，用羊脂油炮

制后的淫羊藿应命名为“羊脂油淫羊藿”。可见，经油炙

法炮制的中药饮片名称不规范。

1.3 关于中药饮片名称前加“净”的问题

中药材炮制之前都需要净制，即药材的净选加工，

这是中药饮片炮制的第一道工序，也是药材制成饮片或

制剂前的基础工作[16]。净制是在切制、炮制或调配、制

剂前，均应选取规定的药用部分，除去非药用部位、杂质

及霉变品、虫蛀品、灰屑等，使其达到药用纯度标准[17-18]。

如山楂切制后除去杂质及脱落的核，即为中药饮片山

楂。而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收载的山楂饮片

名称却为“净山楂”，此处明显为规格混淆于名称，加上

“净”是多此一举。在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成方

制剂和单味制剂中，没有使用“净山楂”饮片名称。可

见，在中药饮片名称之前加上“净”没有任何意义。

1.4 关于中药饮片名称前加“干”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中药饮片都需要经过干燥，鲜

品直接入药的中药饮片极少，所以，饮片名称前不需要

加“干”。有少数中药用鲜品入药时，在饮片名称前加

“鲜”以区别其对应的干品饮片。但 2015年版《中国药

典》（一部）中收载的石斛、益母草、鱼腥草等在干品饮片

前又加了“干”，如“干石斛”“干益母草”“干鱼腥草”。同

为鲜品入药的芦根，其干品用名为“芦根”，其命名原则

不一，造成中药饮片用名混乱。根据《中国药品通用名

称命名原则》[4]，中药饮片的中文名鲜品饮片在名称前应

加上“鲜”字，不加“鲜”字的中药饮片可以默认为干品。

在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中，

没有使用“干益母草”和“干鱼腥草”饮片名称。可见，在

名称前面加上“干”字实属画蛇添足。

1.5 关于中药饮片名称后加“片”的问题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有的中药饮片名称

后加上“片”，以作为一种饮片规格，如肉苁蓉片、党参

片、黄芩片、黄连片、续断片、内蒙紫草切片、新疆紫草切

片、藁本片等。中药材加工成饮片之前都需经过净制、

切制等步骤，最终的中药饮片大都是片、丝、段、块等。

在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中，

没有使用“某某片”作为饮片名称。将“某某片”作为一

种中药饮片规格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是规格混淆于名

称。但某些中药饮片因其饮片有2种以上规格，如羚羊

角镑片以区别羚羊角粉，则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饮片规格。

1.6 关于中药饮片名称与药材名称不一致的问题

1.6.1 关于山茱萸的命名问题 山茱萸在2015年版《中

国药典》（一部）中描述为“本品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et Zucc.的干燥成熟果肉”。“山茱

萸”是药材名称，其饮片名称则是“山萸肉”，酒蒸后叫

“酒萸肉”，饮片名称与药材名称不一致，缺乏对应性，并

存在炮炙品名称不完整的问题。

1.6.2 关于炮炙品名称不完整的问题 部分中药饮片

炮炙品名称不完整 [19]，如甘草水煎液炮炙的巴戟天在

1963年版《中国药典》（一部）称为“炙巴戟”，自 1977年

版后均改为“制巴戟天”。同样，1963年版《中国药典》（一

部）的“蜜桑皮”“蜜冬花”“炒扁豆”“煅甘石”等，在之后

的版本中均改为“蜜桑白皮”“蜜款冬花”“炒白扁豆”“煅

炉甘石”，均与药材全名一致。在2015年版《中国药典》

（一部）中，灯心炭、侧柏炭、醋山甲等名称未与药材名称

保持一致，存在炮炙品名称不完整的问题，不利于识别。

2 中药饮片规范用名的建议
2.1 中药炮炙品的命名方法

2.1.1 以炒、蒸、煅等方法炮制的中药饮片的命名方法

以炒、蒸、煅等方法炮制的中药饮片，在中药材名称前

冠以炮制方法或后缀以炮制后的形态名；加辅料炮制的

中药饮片，应冠以辅料名。如肉豆蔻经麸煨后的炮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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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为“麸煨肉豆蔻”，即在中药材名称前注明炮制方

法；如巴豆经制霜法炮制后称为“巴豆霜”，即在中药材

名称后缀上炮制后的形态名；如白芍用酒炙法炮制后的

炮制品命名为“酒白芍”，即在中药材名称前加以辅料

名。甘草、黄芪、红芪用蜜制法炮制之后的炙甘草、炙黄

芪、炙红芪应规范为蜜甘草、蜜黄芪、蜜红芪；炙淫羊藿

应规范为“羊油淫羊藿”。尽量做到使以各种炮制方法

炮制后的饮片具有符合各自命名规则的中药饮片名称，

以规范炮炙品的名称，体现《中国药典》的权威性。

2.1.2 复合炮炙的中药饮片的命名方法 复合炮炙的

中药饮片以中药材名称前冠以炮制方法，后缀以炮制后

的形态名的方式命名。如艾叶，照炒炭法炒至表面焦黑

色，喷醋，炒干，与一般炭药制法不同，故命名为“醋艾

炭”。考虑到与药材名称的一致性，建议改为“醋艾叶炭”。

2.2 保持中药饮片名称与药材名称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为体现《中国药典》的严谨性，建议命名时与中药材

的全名一致，如山茱萸，存在饮片名称与药材名称不一

致、炮制品名称不完整的问题，建议新版药典予以考虑

修改。灯心炭、侧柏炭、醋山甲等名称与药材名称相比

不完整，建议修改为灯心草炭、侧柏叶炭、醋穿山甲。

2.3 非炮制品中药饮片命名建议

2.3.1 关于带“生”字中药饮片的命名 根据《医疗用毒

性药品管理办法》要求，生用医疗用毒性中药饮片时必

须标注“生”字[5]，以提示临床医师和药师，确保医疗用毒

性药品用药安全。其他生用的普通中药饮片名称应与

中药材命名一致，不应在其前加“生”字，建议新版药典

去掉生地黄、生蒲黄、生石膏前面的“生”字。生姜是例

外，其表示鲜品。

2.3.2 关于带“干”“净”“片”字中药饮片的命名 中药

饮片的名称加上“鲜”字表示为鲜品，饮片在名称前不加

“鲜”字的中药饮片默认为干品。建议干石斛、干益母

草、干鱼腥草等中药饮片去掉“干”字；净山楂等中药饮

片去掉“净”字；中药材需进行切片的品种很多，片型不

宜在名称上出现，建议肉苁蓉片、党参片、黄芩片、黄连

片等中药饮片去掉“片”字。鹿茸片、羚羊角镑片等中药

饮片除外，以与鹿茸粉、羚羊角粉区别。

3 结语
中药饮片是中医用药的精华[20]，也是临床药学服务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1]。中药饮片名称的规范化问题

已成为当前中医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促进

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 [22]。在《中国药典》的版本

更新过程中，中药饮片炮炙品的名称也需要不断调整，

以体现药典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中药饮片名称规范是

完善、提高药品质量标准，保证中药质量和疗效的需要，

有利于企业发展、医疗机构声誉和中医药生存，必须予

以足够的重视。因此，建立既符合国际标准，又符合中

医药实际情况的中药饮片规范名称体系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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