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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炮制工艺的研究进展
郭晶

烟台大学药学院，山东烟台，264000；

摘要：蒙医药学距今已有几千年历史，它是传统中医药的重要构成部分。大部分蒙药为生用，但仍有一些药材因

其具有毒性而需要进行炮制。本文对蒙药炮制工艺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蒙药；炮制工艺

DOI：10.69979/3029-2808.25.05.034

作为蒙古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蒙医药学经过了

长期的实践，并在适应蒙古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下逐步发

展起来，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蒙医药学的整个

理论体系与长期以来的实践中，蒙药材的炮制都是蒙药

传统制药工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蒙药材炮制是指根据

患者的用药需求，药物本身具有的性质以及调剂的不同

要求所采取的制药技术。不同药物的炮制目的一般不同，

总的来说，炮制目的大致有以下六种：①使药物的毒副

作用降低或消除，保证用药安全；②使药物功效得到提

高；③使药物性能改变，符合临床需要；④有利于药物

储藏；⑤便于制剂；⑥便于服用
[1]
。

1 蒙药炮制研究进展

蒙古族药材大多以生用，但有些药材由于其毒副作

用，往往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方式进行加工，以充分发

挥其功效，适合治疗疾病。蒙药炮制学是蒙医药学的一

门分支，炮制工艺与蒙古族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蒙

药的炮制方法分为直接修制、水制、火制和水火共制四

大类。常用的炮制辅料有牛奶、酸奶汁、沙棘汤等
[2]
。

在临床实践中，有必要根据疾病的性质对药材进行炮制，

因此，有时同一种药材会有不同的炮制方法。例如，热

制寒水石用于治疗寒性疾病，凉制寒水石用于治疗热性

疾病；奶制寒水石用于滋养和强壮身体，烈制寒水石用

于消食破痞等，炮制方法是否合适将直接影响药效
[3]
。

目前，随着《内蒙古蒙成药标准》的废除，蒙药尚没有

合理合法的炮制标准。据了解，近些年来，蒙药大多采

用粉末入药，很少采用饮片入药。为了保留蒙药的传统

特色，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粉末饮片”的概念，几乎

涵盖了所有常用的蒙药
[2]
。

1.1 直接修制

直接修制是最简单的炮制方法，包括摘、颠、去壳

等。其目的是对药物中的杂质进行初步去除，使其更利

于储存。如金莲花、红花、连翘等，用手或其他工具去

除药材中的杂质和非药用部分，或根据药材的厚度和大

小选择药材，此为“捡”；王不留行利用簸箕扬去药物

中的空壳，以保持药物的纯净，此为“颠”；将蓖麻子

捣破或擦破去壳，以使药物纯净，增强疗效，此为“去

壳”
[4]
。以蓖麻子为例，本综述对有关其炮制工艺的文

献进行了简单的整理概述。

蓖麻子，蒙药名为阿拉格-麻吉，又称丹日哈（《认

药白晶鉴》）、阿拉格-巴豆（《无误蒙药鉴》）等，

为大戟科植物蓖麻的种子，具有泻下、消肿等作用
[5]
，

有毒。研究发现，以鸡蛋为辅料对蓖麻子进行炮制，可

使蓖麻子的毒性大大降低，而对肿瘤（人肺癌裸小鼠移

植瘤模型）的抑瘤率为 80.6%，抑瘤效果与丝裂菌素相

似
[6]
，表明了炮制蓖麻子具有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胡

延
[7]
等对蓖麻子不同炮制品的抗炎镇痛作用进行比较，

发现炒制蓖麻子和以鸡蛋作为辅料加热炮制的蓖麻子

均能起到降低毒性、保留药理作用的效果，但炒制蓖麻

子简便易行，抗炎镇痛效果较好。

1.2 水制

水制是指利用一些液体，如水、牛奶、药汁等对药

材进行滋润、浸制、漂洗、及水飞的一种处理方法。其

目的为除掉药材中的大部分杂质，进而使药材软化，减

弱药物毒性
[4]
。以草乌为例，本综述搜集整理了有关其

炮制工艺研究的文献，并对其进行简要概述。

草乌，蒙药名为泵阿，又称为毕卡、哈拉等，是毛

茛科植物北乌头的干燥块根。蒙医常用药物之一
[8]
，具

有祛风除湿、温经止痛的功效。然而，草乌毒性较大，

极易导致中毒甚至死亡。有研究认为，双酯型乌头碱是

草乌的主要毒性成分，如乌头碱和次乌头碱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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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草乌炮制方法的关键是降低毒性，保存药效
[9]
。蒙

医用于处理草乌的常用炮制方法有诃子浸泡、童便（尿）

浸泡、酸奶浸泡等
[10]
。王全山比较了不同处理工艺（切

片和碾碎）烘制草乌中酯型碱和总生物碱的含量，得出

结论，草乌可以在炮制前通过碾碎工艺进行处理
[11]
。安

秀梅等根据草乌的祛风、除湿、止痛功效，采用热板痛

证模型、扭体痛证模型及大鼠足肿胀模型探究了草乌的

最佳炮制方法。研究表明，在诃子水制、甘草制、童尿

制、酸奶制等 11 种炮制方法中，诃子制草乌具有较强

的镇痛作用和明显的抗炎作用，是草乌的最佳炮制方法
[12]
。为了探讨诃子用量对草乌减毒效果的影响，刘帅等

制备了不同比例的诃子汤作为炮制辅料，分别对草乌进

行炮制，结论是，当草乌与诃子的比例为 2:1 时，草乌

的生物碱含量最低
[13]
。

1.3 火制

火制通常指用火对药材进行处理，如煅、炒等。其

目的为使药物的性状与气味有所改变，缓和药性，增强

疗效。炒制是将药物放在可加热的容器上，并在加热过

程中不断翻动，直至炒到所需程度（如小白蒿）；煅制

是指用大火直接或间接煅烧药材，使其质地疏松，便于

加工，增强疗效（如黑冰片）
[4]
。以小白蒿和黑冰片为

例，对二者的炮制工艺进行概括整理。

小白蒿，蒙药名为阿给
[14]
，为菊科多年生植物冷蒿

的地上部分，是古老而最常用的一种蒙药，主治各种出

血，关节肿胀，肾热，月经不调等
[15]
。关于小白蒿的炮

制，《认药白晶药鉴》
[16]
等多部蒙医药经典文献中记载

为配入止血方剂时炒制。小白蒿的炮制目的在于提高止

血作用，《蒙药炮制学》对此已予肯定
[17]
。张婉对小白

蒿炒炭炮制工艺与药效进行研究后提出：小白蒿生药经

炮制后，与凝血机制有关的无机元素含量增加，止血、

促凝作用效果有增强的趋势
[18]
。珠娜等对小白蒿的炮制

工艺及炮制品进行药理研究，得到小白蒿经过合理的炒

制后，其安全性和止血药效均有提高的结论
[19]
。

黑冰片，蒙名为哈日·嘎布日，是一种动物药，是

野猪的干燥粪便在高温下焖煅炮制所得的炭化物，是蒙

古族和藏族常用的药材之一
[20]
。其味苦，性辛、温，主

要用于治疗消化不良
[21]
。关于黑冰片的炮制方法自很早

以前就有记载，《藏医临床札记》中写到：“置泥罐中

密封，煅。”《识药学》记载：“将野猪粪置于铁锅内，

用瓦盖盖住，煅成炭。”传统的对于黑冰片的炮制方法

虽然比较经典,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炮制工艺相对

简单，炮制容器多为铸铁锅，容易引入铜元素，导致重

金属超标；炮制温度不可控；炮制时间、成品性状等只

能通过感官判断。因此，优化黑冰片的炮制方法非常重

要。陈朝军等
[22]
利用坩埚、马弗炉等现代工具对传统的

黑冰片炮制工艺进行改进，使炮制温度、时间、加热工

具等重要参数得以优化，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臧慧敏等
[23]
将黑冰片传统炮制工艺中防灰化的措施进行改进，进

一步优化了黑冰片的炮制方法。

1.4 水火共制

水火共制指的是在药材的炮制过程中，既要用到各

种液体辅料，又要用火进行加热的炮制方法。其目的为

使药材性状发生改变，毒副作用降低，药效增强，便于

切制。常见的水火共制法有蒸和煮，也包括烫和焯
[4]
。

以黄精为例。

黄精，蒙名为查干-呼日，又名日阿尼等，为百合

科植物黄精、多花黄精的根茎，味甘、涩、苦，性温，

主治身体虚弱、胃寒、消化不良等
[24]
。服用生黄精会刺

激咽喉，有口舌麻木之感，临床应用需经过炮制，使其

刺激性降低，口感更好，利于服用
[25]
。对于黄精的炮制，

历代文献均有记载，其中，最早可追溯到晋代葛洪所著

的《抱朴子内篇》
[26]
。黄精的炮制方法多为蒸煮法，如

九蒸九晒、单蒸法、加辅料蒸等等。在《中药炮制大全》

以及《中国药典》中，对于黄精“九蒸九制”的炮制方

法均没有详细记录
[27]
。按照辅料的不同，黄精的多辅料

炮制方法包括黑豆、白酒、蜂蜜共制及生姜、黑豆、蜂

蜜共制等。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黄精的炮

制工艺在传统炮制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总体来

讲，仍以蒸制为主
[28]
。于澎

[29]
等提出了一种新型黄精炮

制方法，即将古代炮制与现代熟化技术相结合，将主观

评价与客观评价（多糖含量、水浸出物、醇浸出物）相

结合，多指标综合评价黄精的炮制工艺。

1.5 其他炮制方法

除以上四大类炮制方法外，有些药物也可用其他方

法进行炮制，如制霜等
[4]
。以木鳖子为例。

木鳖子，蒙药名为陶木-阿拉坦-其其格音-乌热，

是葫芦科苦瓜属植物木鳖的干燥成熟种子。主要分布在

中国南方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具有消肿散结、攻毒疗疮

的功效，主要用来治疗疮疡肿毒、乳痈、干癣等。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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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习用名有木必子、藤桐子、鸭鳖子等。木鳖子始载于

《开宝本草》，性苦，味甘，有毒。临床上曾发生过因

食用木鳖子而引起的急性中毒事件。木鳖子一般外用，

很少内服。它的果实营养丰富，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经

常作为水果和蔬菜食用，果皮及假种皮中含有类胡萝卜

素，可用于预防和治疗妇女及儿童的干眼病和夜盲症
[30

-31]
。木鳖子生品有毒，临床应用时需“去油制霜”以降

低毒性
[32]
。研究表明，木鳖子霜含油量应在 18%~20%

[33]
。

木鳖子的历代炮制方法如下所述：唐朝时期，《日华子

本草》记载：“醋磨，消肿毒”；宋朝时期，《博济方》

中有“烧令烟尽”的说法，用于治疗小儿疳气。“炒焦”

的炮制方法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所记载。“去

油制霜”的方法最早见于《朱氏》，是指“去壳，纸捶

出油”，用于治疗脚气彻骨痛；金元年间的《瑞竹》有

这样的说法:“木鳖子竹刀切片，用三年米醋，浸三宿，

其油已去，焙干，治风湿脚气，手臂举动不起”
[34]
；明

朝时期，《普济方》一书记载了多种炮制方法，如“去

壳，麸炒黄色”、“烧存性”、“去壳炒熟”等。同时

期，《保元》记载：“新瓦上焙干”。《正宗》载有油

制法，“香油搽壳上，灰焙，用肉。”清朝时期，人们

担心木鳖子有毒，故只作外用，以去油制霜为主要的炮

制方法
[35]
。到了现代，木鳖子的炮制方法有去壳取仁、

炒制、烫制、煨制及制霜等，其中以去油制霜法较为普

遍
[36]
。《中药炮制经验集成》收载了烘制及蒸制后去油

制霜的方法
[37]
。

2 总结与展望

蒙古族药材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包括植物、动物

和矿物。它们具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是内蒙古重要

的生物资源。蒙药炮制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蒙药理

论为指导，依据临床治疗和制剂类型，对原料药材进行

加工的技术。它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蒙古族人民智

慧的结晶。几千年来，蒙药的炮制和临床应用在提高药

物疗效和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然而，虽然目前蒙药的炮制体系相对完善，但仍存

在许多问题，如技术落后、指标不明确、辅料使用不规

范等。今后，需要制定更加规范合理的炮制方法，将传

统理论与现代科技方法相结合，使蒙药材的疗效更佳、

毒性更低、更有利于临床应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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