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 1卷 3期

JZK publishing 医学研究

147

金属矿物类藏药传统炮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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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讨金属矿物类藏药的传统炮制工艺，通过分析金、银、铜、铁等金属矿物在藏药中的应用及其

炮制过程，揭示藏药炮制工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金属矿物类藏药在藏医药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炮制工艺不

仅关乎药物的毒性和疗效，还体现了藏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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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藏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

炮制工艺和丰富的药材资源，为治疗各种疾病提供了有

效的手段
[1]
。金属矿物类藏药在藏医药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炮制工艺不仅关乎药物的毒性和疗效，还体现了藏医

药文化的深厚底蕴
[2]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炮制目的、

具体工艺、临床应用等多个维度，对金属矿物类藏药的

传统炮制工艺进行深入探讨。

1.金属矿物类藏药的历史与分类

金属矿物类藏药在藏医药体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3]
。

据《四部医典》等古典文献记载，金属矿物类藏药在藏

医药中的应用可以追溯到公元 8世纪。这些金属矿物包

括金、银、铜、铁、锡、珍珠、绿松石等，它们并非简

单放入药物中，而是经过高僧活佛通过几百道工序的炼

制，将金属矿物转化成元素，再与其他药材配伍使用。

金属矿物类藏药按照其性质和用途，可以大致分为

以下几类：一是贵重金属类，如金、银等，它们多用于

珍宝类药物中，以增强药物的疗效和滋补作用；二是重

金属类，如铁、铜等，它们多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铁

粉可用于治疗酒精性肝硬化、白内障等；三是矿物类，

如硼砂、硫磺等，它们多用于药物的炮制过程中，以改

变或缓和药物的性效。

2.金属矿物类藏药的炮制目的

金属矿物类藏药的炮制过程是一个复杂且严谨的

工艺流程，其主要目的体现在多个方面
[4]
。首要目的是

去毒减毒，由于这类药物常含有一定的毒性或强烈性质，

通过精细的炮制工艺，能够有效去除或降低其毒性，确

保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性。例如，金在特殊炮制后转变

为黑色粉末，成为珍宝类药物的关键成分。此外，炮制

还能增效提效，通过工艺调整，改变金属矿物类药物的

性质与效果，使其更贴合临床需求，提升治疗效果。银

经过炮制，其清热解毒、滋补强身的功效得到显著增强
[5]
。同时，炮制还便于制剂和贮藏，金属矿物类药物原

本质地坚硬，加工难度大，但经过炮制后，质地变得柔

软，如铁粉可转变为易于研磨和配伍的粉末，大幅提升

了药物的可用性和稳定性。

3.金属矿物类藏药的具体炮制工艺

3.1 金的炮制工艺

金在藏药中多用于珍宝类药物中，以增强药物的疗

效和滋补作用。其炮制工艺主要包括去毒和煅烧两个过

程。

3.1.1去毒工艺

将金屑或小块金放入盛有藏制青稞酒的容器中，加

入黑矾（或黄矾）和沙棘果膏，用微火煮沸，然后在热

处发酵一昼夜。取出金屑，用冷开水冲洗，再用上述方

法煮沸、冲洗，最后泡入童便、星水、硼砂、碱土中煮

沸，取出金屑，用冷开水冲洗，如此重复三次，即可去

毒。

3.1.2煅烧工艺

将金锉成碎末，泡入食盐水中捣拌 3—4小时，然

后用清水冲洗数次。再加入胶糊、光梗丝石竹揉搓，加

入优质硫磺、硼砂、芝麻共捣，用胡麻油拌调，制成豌

豆大丸子放入特制的陶罐中，密封后煅烧直至闻不到硫

磺味为止。冷却后取出即得。或将金锤成蝉翼状薄片，

截成块，涂以硫磺加水拌调的糊状物，每块中间放一层

白布，叠起来放入陶罐中密封，用木炭火煅烧，等陶罐

变成红色且闻不到硫磺味时取出，吹去布灰，再用清水

洗净即得。

3.2 银的炮制工艺

3.2.1清洗垢锈工艺

取一干陶罐装入两矾溶液、童便、沙棘果膏，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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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成蝉翼状的白银薄片，用火煮沸 1.5 小时。倒出水液

后用温水漂洗 2次，再用冷水漂洗 3次。按上法重复 2

次后，再倒入童便、沙棘果膏依上法煮沸，用清水漂洗

3次。若银面仍有垢锈，则将银片放在炭火中烧，然后

放入酸酒和沙棘果膏配制的溶液中淬火。

3.2.2煅炭工艺

取硼砂、硫磺细粉用胡麻水或清水调成浆糊状，均

匀涂在每一银片上，用白布裹扎后放入底部铺有炭粉的

干净罐中。与锻金炭法一样用炭粉填空隙封口后放在炭

火上煅烧一天。先小火后大火煅烧直至闻不到硫磺味为

止。冷却后开封吹去炭灰取出银片用锉刀锉成细末用温

水漂洗 3次再用冷水漂洗多次至纯净无垢。

3.3 铜的炮制工艺

铜在藏药中多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风湿性关节炎、

贫血等。其炮制工艺主要包括去锈和煅烧两个过程。

3.3.1去锈工艺

将红铜锤成蜂翼状薄片放入装有明矾、酸酒、沙棘

果汁溶液的铁罐中煮沸 1小时。倒去水液后用冷水漂洗

3次再倒入酸酒、沙棘果汁溶液煮沸一定时间倒出溶液

清洗3次。如此重复 4次直至除去垢锈为止。

3.3.2煅烧工艺

取硼砂、硫磺细粉用清水调成浆状涂在每一铜片上

如煅金法一样放入铁罐煅烧 4小时。冷却后取出铜炭即

成。

3.4 铁的炮制工艺

铁在藏药中多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酒精性肝硬化、

白内障等。其炮制工艺主要包括除锈、解毒和煅灰三个

过程。

3.4.1除锈、解毒工艺

首先将铁磨成细铁粉，在不锈钢锅中把竹子排放整

齐撒上铁粉并加入适量的蒸馏水进行沸煮约1.5个小时。

然后将童子尿分两次加入其中续煮1个小时后把稀释好

的烧碱水加到不锈钢锅中再煮 30 分钟。最后将铁粉放

入纱布里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接着将铁粉倒入清洗好

的不锈钢锅中分别加入酥油和清油炒1个小时后除去油

再用开水冲洗干净。最后将铁粉放入捣药器中加入适量

的开水进行解毒、除锈的最终洗涤至铁粉完全显出白色

为止（需重复洗涤15 次）。

3.4.2煅灰工艺

将事先备好的硫磺、硼砂、诃子在粉碎机中打成粉

末后放在不同的不锈钢盆中。在搅拌机中加入除锈、解

毒的铁粉并加入适量的蒸馏水，将打好粉末的三种试剂

按铁粉所需反应的剂量加入其中搅拌 30 分钟。搅拌完

后再次加入蒸馏水制成糊状称量制成薄片混合物。然后

用纯棉白布裹住并用毛线捆住（松）晒干。将木炭在石

臼里打碎粉末过筛一个盘子将耐火泥涂在烧铁粉或混

合物的烤箱内部的底部和四壁。用木炭铺在烤箱里面放

入混合物每个混合物的距离也是 0.4cm。一横放 3个上

面又放入木炭粉。这样放 4排。最上层全部用木炭装满。

然后把耐火泥泥浆均匀地涂在烤箱顶部所有缝隙处。盖

好内部盖子将所有空隙再次用耐火泥堵住。内部盖子上

面放入足量沙子然后盖外部盖子。可放在灶上烤箱周围

全部用红砖与耐火泥封住将烤箱放在太阳下把用来封

口的耐火泥晒干。在进行焚烧之前再次检查是否出现缝

隙或开口处。用温火烧 1 个小时后冷却 30 分钟再次用

大火焚烧 6-7 个小时。之后将铁箱从灶上取出放在地上

冷却 24个小时左右。最后将冷却的烤箱打开取出烧制

好的铁粉在粉碎机中打成粉末以便用于制药。

4.金属矿物类藏药的临床应用

金属矿物类藏药经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后，在临床应

用中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和疗效
[6]
。这些药物的使用，

不仅丰富了藏医药的治疗手段，也为患者带来了福音。

4.1 金的临床应用

经过炮制后的金，在藏药中多用于珍宝类药物的配

伍
[7]
。这类药物通常具有滋补强身、延年益寿的功效。

例如，在一些珍贵的藏药方剂中，黄金粉末作为重要的

成分之一，能够增强药物的滋补作用，对于体虚乏力、

免疫力低下等症状有着显著的改善效果
[8]
。此外，金还

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能够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

害，从而延缓衰老过程。

4.2 银的临床应用

银在藏药中的应用同样广泛，且疗效显著。经过炮

制后的白银，其清热解毒、滋补强身的功效得到了进一

步的增强
[9]
。在治疗各种炎症、过敏症以及中毒等方面，

白银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例如，在治疗急性胃肠炎、

皮肤感染等疾病时，白银能够迅速抑制病原体的生长和

繁殖，减轻炎症反应，促进患者康复。同时，白银还能

够调节免疫系统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4.3 铜的临床应用

铜在藏药中多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贫血等疾病
[10]
。经过炮制后的铜，其药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治

疗风湿性关节炎时，铜能够减轻关节疼痛和肿胀，改善

关节活动度，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治疗贫血方

面，铜能够促进红细胞的生成和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

血液的携氧能力，从而改善贫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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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铁的临床应用

铁在藏药中多用于治疗酒精性肝硬化、白内障等疾

病
[11]
。经过炮制后的铁，其毒性得到了有效的降低，而

药效则得到了增强。在治疗酒精性肝硬化时，铁能够保

护肝脏细胞免受酒精的损害，促进肝脏功能的恢复。在

治疗白内障方面，铁则能够改善眼部微循环，促进晶状

体的新陈代谢，从而延缓白内障的进展。

5.金属矿物类藏药炮制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金属矿物类藏药炮制工艺作为藏医药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创新对于推动藏医药事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5.1 传承与发展

金属矿物类藏药炮制工艺的传承是一个复杂而漫

长的过程。这一工艺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

还需要对藏医药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因此，在传承

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技艺的传授和经验的积累，还要加

强对藏医药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同时，还可以通过举办

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推动金属矿物类藏药炮制工艺

的传承和发展。

5.2 创新与突破

在传承的基础上，金属矿物类藏药炮制工艺也需要

不断创新和突破。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医学研究

的深入发展，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金属矿物类藏药

的炮制工艺进行改进和优化。例如，可以利用现代分析

技术对炮制过程中的化学成分变化进行深入研究，从而

揭示炮制工艺的机理和规律；可以利用现代制药技术对

炮制工艺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提高炮制效率和质

量；还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对金属矿物类藏药进行开

发和利用，拓展其应用领域和疗效范围。

5.3 产学研合作

为了推动金属矿物类藏药炮制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制药

企业的合作，可以共同开展金属矿物类藏药炮制工艺的

研究和开发工作。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可以促进技术创新

和成果转化，还可以推动藏医药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结语

金属矿物类藏药作为藏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传统炮制工艺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通过详细分析金、

银、铜、铁等金属矿物在藏药中的应用及其炮制过程，

可以深刻认识到藏药炮制工艺的重要性和价值。同时，

金属矿物类藏药在临床应用中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疗

效和优势。在传承与创新方面，需要加强对藏医药文化

的学习和研究，推动金属矿物类藏药炮制工艺的传承与

发展；同时，还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炮制工艺进行

改进和优化，拓展其应用领域和疗效范围。通过产学研

合作等模式，可以共同推动藏医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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