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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化!

中药炮制理论炮制原理研究史初探$清代前部分%

唐廷猷

!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 峨眉山%U#V!"#$

!摘要"%中药炮制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所以中药炮制理论是从中医学基础理论中衍生出来的& 后者又

常派生出中医学炮制原理& 三者就这样紧密相关联着) 炮制理论指导药材炮制方法选择& 炮制原理是药材达到炮制

目的的原因说明) 炮制原理研究& 清代前是指药材炮制方法是否符合中医药的传统理论及其临床验证& 因而是炮制

学的核心问题) 炮制理论* 原理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战国至金元以奠定中医学炮制理论为主( 明清两代以认识

炮制中医学原理为主) 文中将中医药基础理论与炮制理论* 炮制原理结合起来归纳& 目的是还其本源& 体现出内在

联系) 共计总结出 #V 条中医学炮制理论和 #! 条中医学炮制增效* 减毒原理)

!关键词"%炮制方法( 炮制理论( 炮制原理( 炮制中医学原理( 炮制减毒与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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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前言

8;8 中医理论* 炮制理论* 炮制原理三者关系

中医理论指中医药基础理论& 主要是研究人体

生理* 病理* 诊断* 治则* 药性和用药原则* 疾病

预防) 炮制理论是研究炮制目的* 炮制原则* 炮制

选择依据* 炮制对药材的影响等问题) 炮制原理是

研究药材达到炮制目的的原因所在) 但是& 中药炮

制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所以中药炮制理

论是从中医药理论中衍生出来的& 后者又常派生出

中医学炮制原理& 三者就这样紧密相关联着)

清代以前& 炮制原理是指药材炮制方法是否符

合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及其临床验证& 现代还包括是

否符合现代科学的理论及其临床验证) 它涉及炮制

方法是否合理& 是否应该改进使之真正符合临床需

要) 因而中药炮制原理研究是中药炮制学的核心问

题& 引起不少人关注)

中药的炮制方法出现很早& 可以说是与药共生&

而且延续至今& 形成了一门新学科& 发展为一门新

产业) 而炮制理论* 炮制原理研究则出现较迟& 因

为中医学理论的认识* 积累& 经历了约二千年之久

的漫长过程) 其中逐渐积累的炮制理论* 炮制原理

亦很丰富& 但未见两者的专题梳理研究) 笔者认为

此题意义重大& 思考多年今才成文) 因有较大难度&

故曰初探& 以期抛砖引玉)

8;< 古今三书的炮制方法

炮制方法是研究炮制理论* 炮制原理的基础&

它既是出发点& 又是归宿处) 中药的炮制方法蕴藏

于历代医药文献中& 浩如烟海) 但有的记载过于繁

琐并不实用& 有的则全无炮制说明使精华无存) 今

择有代表性三本古今文献& 对炮制方法予以简述)

#0!0# 战国 -五十二病方. 的炮制方法%本书是早

于 -黄帝内经. 的第一部医方书& 成书于公元前三

世纪) 文字难认* 难写* 难懂) 对其炮制方法深研

的人很少) #D$# 年& 张振平发表论文 " -五十二病

方. 中的药物炮制法#& 统计有挑选加工* 切制*

粉碎* 燔$烤%* 熬$炒%* 鴐$焙%* 炙* 炮* 渍* 焖

煅 #" 种炮制方法+#,

) #D$! 年& 尚志钧发表论文

" -五十二病方. 药物炮制概况#

+!,

& 比前文作了稍

详统计) 尚文总结炮制方法为治削* 水制* 火制*

水火制 V 大类 #7 小类 E7 法& 是今大部分炮制方法

的源头)

#0!0! 南宋 -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 的炮制方法%

-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 是南宋官药局 #!"$ 年修订

成药标准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时& 增补的炮制规

范) 文存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 中) 实

用性强) 笔者曾写文统计有 77 种炮制方法+F,

) 分引

如下)

净制 !# 法' 去枝梗* 去芦头* 去心* 去皮* 去

粗皮* 去须* 去刺* 去叉尾* 去苗* 去根* 去节*

去茎叶* 去毛* 去底* 去瓤* 去壳* 去核* 去髓*

去残肉* 去头足翅* 去皮骨)

水制$含加辅料洗浸%#! 法' 水洗* 温汤洗* 酒

洗* 大豆汁洗* 水浸* 汤浸$烫水浸%* 沸汤浸*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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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 醋浸* 生姜汁浸* 甘草水浸* 米泔水浸)

切制 $ 法' ?* ?碎* 捣碎* ?细* 研细* 研

极细过罗* 捣罗为细末* 切片)

清炒 U 法' 微炒* 炒* 慢火炒* 炒熟* 炒熟透*

炒珠)

加辅料炒 V 法' 米炒* 盐粒炒* 麸炒* 面炒)

炙 7 法' 酒炙* 醋炙* 蜜炙* 姜汁炙* 麻油炙*

羊脂炙* 稀米粥炙)

煅 # 法' 明煅)

淬 ! 法' 酒淬* 醋淬)

煨 V 法' 課火灰煨* 隔纸煨* 纸裹煨* 面裹煨)

蒸 ! 法' 清蒸* 酒蒸)

煮 E 法' 水煮* 酒煮* 醋煮* 盐水煮* 丹皮煮)

# 法) )

飞 F 法' 水飞* 酒飞* 盐水飞)

制霜 # 法' 榨油制霜)

#0!0F !"#E 年版 -中国药典!炮制通则. 的炮制方

法+V,

%本通则按净制* 切制* 炮炙* 其他制法 V 大

类收 EE 种炮制方法) 分述如下)

净制 #D 法' 挑选* 筛选* 风选* 水选* 剪*

切* 刮* 削* 剔除* 酶法* 剥离* 挤压* * 刷*

擦* 火燎* 烫* 撞* 碾串)

切制 U 法' 切片* 切段* 切块* 切丝* 捣碎*

碾碎)

炮炙 $ 法

$#%炒 U 法'

单炒$清炒%! 法' 炒黄* 炒焦)

加辅料炒 V 法' 麸炒* 砂炒* 蛤粉炒* 滑石

粉炒)

$!%炙 U 法' 酒炙* 醋炙* 盐炙* 姜炙* 蜜炙*

油$羊脂油%炙)

$F%制炭 ! 法' 炒炭* 煅炭)

$V%煅 ! 法' 明煅* 煅淬)

$E%蒸 ! 法' 清水蒸* 加液体辅料蒸)

$U%煮 ! 法' 清水煮* 加辅料煮)

$7%炖 # 法' 加液体辅料密闭隔水加热)

$$ % 煨 V 法' 面裹煨* 纸裹煨* 隔纸煨* 麸

皮煨)

其他 E 法' * 制霜$去油成霜%* 水飞* 发芽*

发酵)

本版和 !"#"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炮制通

则.& 都取消了加辅料炒中的土炒法) 据了解' 不是

土炒法无临床价值& 而是无法做出炮制标准& 故国

家药典暂时取消此法& 但地方 -炮制规范. 和各级

-中药炮制学. 教材仍须保留土炒法)

8;= 炮制理论炮制原理研究大致分期

中药炮制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是中

医药理论在饮片生产经营领域里的应用) 因而炮制

理论与临床医学* 临床药学理论同宗& 但有炮制学

自身特色& 一套独特的名词术语体系)

由于炮制理论与中医学基础理论密切相关& 炮

制原理与炮制理论也有直接联系& 所以炮制理论与

炮制原理研究历时较长) 大致可以分为基本完成中

医学炮制理论奠定( 和基本完成中医学炮制原理认

识两个阶段) 但两者常有交叉& 故为大致分法) 一

是前阶段也有炮制原理& 后阶段也有炮制理论( 二

是炮制理论与炮制原理常因果相随) 例如& 梁代陶

弘景既总结有炮制理论也总结有炮制原理( 清代徐

大椿也总结出两条炮制理论( 用醋* 盐等辅料炮制

起引药归经* 增强疗效作用& 前者属炮制理论& 后

者属炮制增效原理等)

必须说明& 古代并无 "炮制理论#* "炮制原

理# 这类名词& 现代也少见使用& 好像炮制只有经

验并无理论) 但实际已知其内涵存在& 并在用于指

导炮制实践)

笔者写此文& 将历代文献* 医家的炮制理论*

炮制原理总结& 依时序与中医学基础理论结合起来

归纳& 既为方便论述& 也希望追根溯源& 体现出它

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认识和丰富炮制学内容有所

裨益) 笔者也希望今后各级中药炮制学教材& 增加

-中药炮制理论与炮制原理. 一节& 以充实炮制学

的中医学理论和一般药学原则)

<9战国至金元基本完成中医学炮制理论奠定

<;8 战国至秦汉! -黄帝内经. 奠定三条炮制理论

基础

%% -黄帝内经. 原说是战国时书) 后有人研究&

认为不全都那样早) !"#U 年 #!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中国的中医药. 白皮书

说& 是秦汉时书$公元前 !!# 年至公元 !!" 年%) 现

在医学界多公认& -黄帝内经. 是战国至秦汉时期&

许多医家广泛搜集当时的医疗经验和理论& 不断予

以整理* 加工和补充的结果) 其中不少篇章又经过

魏晋南北朝甚至隋唐时期一些医家的修订和增补+E,

)

成为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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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一些内容& 也为中药炮制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用药安全问题)

这应从 -尚书. 说起) -尚书. 是中国最早的

历史文献& 成书于战国时期) -尚书!说命. 上篇

中& 有 "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一语) 是说吃药若

不到头昏眼花地步& 疾病是不会好的) 即药都有毒&

服药治病& 要对毒副反应忍着点)

到 -黄帝内经. 时& 认识有了提高& 认为药物

的毒性大小有无是有差别的) 该书 -素问!五常政

大论. 将药物分为大毒* 常毒* 小毒* 无毒四类&

并指出 "大毒治病& 十去其六( 常毒治病& 十去其

七( 小毒治病& 十去其八( 无毒治病& 十去其

九) 33勿使过之& 伤其正也)# 这是用药治病& 必

须遵循安全第一原则)

再对 -黄帝内经. 处方用药分析) 原说黄帝内

经有 #F 方共用 !E 味药) 后经考证& 小金丹方见

-素问遗篇!刺法论.& 此篇为宋代人补辑而成) 其

方为辰砂二两* 水磨雄黄一两* 叶子$上等%雌黄一

两* 紫金半两& 密闭煅于地中七日& 取出研三日&

白沙蜜为丸) 全为宋时制药之法) 扣除此方& 内经

实为 #! 方 !# 味药) !# 味药中有血余炭$素问!缪

刺论!左角发酒%* 治半夏$灵枢!邪客篇!半夏秫

米汤%! 个炮制品) 前者产生疗效& 后者降低毒性)

所以& 内经中虽无炮制减毒保证用药安全的直白&

但在实际用药中& 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要求)

因此& 炮制减毒保证用药安全& 成为炮制学的

首要任务和第一条炮制理论)

二是治疗原则问题)

该书 -素问!至真要大论. 和 -素问!三部九

候论.& 确立了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和 "虚则

补之* 实则泻之# 的治疗原则) 简言之& 即是疾病

带来的病理太过与不足& 用制其太过与扶其不足的

方法治疗& 使其恢复生理平衡) 用药治病& 该药的

药性本身& 也可能存在太过与不足问题) 药性太过

会带来毒副作用& 药性不足会降低治疗效果) 借助

这条治疗原则的启示& 为后世药物炮制以 "制其太

过& 扶其不足# 为总原则打下了理论基础) 制其太

过是降低毒副作用& 简称减毒& 主要方法是用药性

相反的药物或辅料来制其太过* 太猛的药性) 扶其

不足是增强疗效& 简称增效& 方法则有纯净药物和

辅料的协同作用等多种) 这也明确了炮制的主要目

的除减毒外& 还有增强疗效一条)

所以& 制其太过扶其不足的炮制总原则& 是第

二条炮制理论)

三是五脏与五味的相喜所入问题)

-素问!五脏生成篇!五味所合. 说' "心欲

苦& 肺欲辛& 肝欲酸& 脾欲甘& 肾欲咸& 此五味之

所合也)# 欲& 爱好& 喜欢之意) 此阐述了五味与五

脏的相宜关系) -素问!宣明五气论!五味所入.

则明确说' "酸入肝& 辛入肺& 苦入心& 咸入肾& 甘

入脾)# 这为醋* 盐等炮制辅料起 "引药归经# 作

用打下了理论基础) 所谓引药归经& 是引导药性到

达病变经络* 病位& 可以增强疗效)

所以& 引药归经是第三条炮制理论( 也是第一

条炮制增效的中医学原理)

<;< 东汉! -神农本草经. 总结有毒宜制原则和减

毒二方法

%% -神农本草经!序录.& 建立药有 "酸咸甘苦

辛五味& 寒热温凉四气# 及 "有毒无毒# 的药性理

论( 制定 "治寒以热药& 治热以寒药# 的治疗原

则( 提出 "有毒宜制& 可用相畏* 相杀# 的配伍减

毒法( "若毒药治病& 先起如黍粟& 病去即止) 不去

倍之& 不去什之# 的逐渐增大剂量使用原则+U,

) 这

些论述的意义有四'

一是药物的药性有了规范的统一表述)

二是重申内经用药治病& 应有毒宜制& 减毒使

用& 遵循安全第一原则)

三是减毒方法有相畏* 相杀的配伍减毒和降低

使用剂量二条) 后世广泛使用生姜做炮制辅料制半

夏毒& 即依二者的相畏* 相杀配伍关系) 因此& 选

择相畏相杀配伍关系的药物或辅料减毒& 即为第一

条炮制减毒的中医学原理)

四是遵从 -黄帝内经. 经义& 重申用药性相反

的药物或辅料制其太过* 太猛药性的原则) 这是第

四条炮制理论& 也是第二条炮制减毒中医学原理)

<;= 东汉!张仲景总结二条炮制理论

张仲景在 -金匮玉函经!卷一证治总例. 中

说' "凡和合汤药& 治诸草石虫兽33有须烧炼炮

炙& 生熟有定& 一如后法& 顺方是福& 逆之者殃)

又或须皮去肉& 或去皮须肉& 或须根去茎& 又须花

去实& 依方拣采& 治削极令净洁& 然后升合秤两&

勿令参差)

+7,

# 张仲景在此总结了二条炮制理论' 药

材必须经过炮制才能称取入药使用& 以确保安全有

效& 依序列为第五条炮制理论) 药材必须除净非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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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位& 才能确保用量准确取得疗效& 列为第六条

炮制理论)

<;> 晋代!葛洪记载大豆汁解毒广泛

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 中记载' 大豆汁可以解

附子* 乌头* 巴豆* 半夏* 矾石毒+$,

& 后来大豆成

为炮制的减毒辅料之一) 因此& 辅料的解毒作用&

即成为第三条炮制减毒的中医学原理)

<;? 梁!陶弘景总结一条炮制理论和二条增效原理

陶弘景在 -本草经集注!序录. 中批评有的药

家说' "依方分药& 不量剥除& 如远志* 丹皮& 才不

收半( 地黄* 门冬& 三分耗一) 凡去皮除心之属&

分两皆不复相应& 病家惟依此用& 不知更秤取足)#

明确指出应除去药材非药用部位以保证疗效) 这与

张仲景之说相同& 可视为二人同创这第六条炮制理

论( 也是第二条炮制增效原理)

陶弘景又在 -序录. 稍后中说' "凡汤酒膏药&

旧方皆云 咀者& 谓称毕捣之如大豆者& 又使吹去

细末& 此于事殊不允( 药有易碎* 难碎& 多末* 少

末& 称两则不复均& 今皆细切之) 较略令如 咀者&

差得无末& 而片粒调和& 于药力同出& 无生熟

也)#

+D,陶此说饮片切制演变过程& 是由 咀* 捣碎

到切细) 切细目的是减少捣法药物粉末丢失降低药

效( 并且& 切制后& 处方用药大小厚薄相对一致&

有利于均衡煎出药性& 保证确切疗效) 这应是第三

条炮制增效原理)

<;@ 唐代!孙思邈论火制减毒及甘草等解毒辅料

孙思邈在 -备急千金要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

例. 中说' "常用乌头& 止言炮裂& 此物大毒& 难

循旧制& 当依治历节防己汤云& 凡用乌头& 皆去皮

熬$炒%令黑& 乃堪用& 不然至毒人& 特宜慎之)#

+#",

说明用炒令黑的火制法能破坏部分乌头毒素) 火制

破坏毒性& 这是第四条炮制减毒原理)

本书卷二十四 -解毒并杂治!解百药毒第二.

记载' 甘草* 大小豆汁解乌头* 附子及百药毒& 生

姜* 干姜解半夏毒等)

+##,扩大了常用减毒辅料应用)

<;A 北宋!王怀隐论炮制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

王怀隐在宋太宗淳化三年$DD! 年% -太平圣惠

方!卷二!论合和.

+#!,中说' "炮炙失其体性33&

虽有炮炙之名& 永无必愈之效& 是以医者必须殷勤

注意& 再四留心)# 南宋!许洪在 #!"$ 年 -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论合和. 中& 也收录了此

话) 这是对炮制的重要性111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

的最明确表述& 这是第七条炮制理论) 中药铺把炮

制环节作为经营内容之一& 与此也有一定关系)

<;B 金代!张元素创药性新理论提供炮制原理新

依据

%%张元素在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U 年% -珍珠

囊. 中& 创归经* 引经和升降浮沉的药性新理论&

并为当时和后世医家所接受& 逐渐成为临证用药的

原则之一)

+#F,这两条药性新理论后被引入炮制领域&

医药学家们发现' 它们竟可以根据用药需要& 通过

炮制方法使归经和升降浮沉得到增强或发生改变(

也使相关炮制理论* 炮制辅料选择* 炮制原理解释

有了新的理论依据)

<;C 元代 !王好古发现酒制升提药性

王好古在元成宗大德二年$#!D$ 年% -汤液本

草. 中指出' 酒有升腾向上作用& 酒制可以借酒力

升腾引药上行& 用于治疗头面及手梢* 皮肤之

疾病)

+#V,

=9明清两代基本完成炮制中医学原理认识

=;8 明代!陈嘉谟总结一条炮制理论和辅料四大

作用

%%嘉靖四十四年$#EUE 年%& 安徽祁门医药学家陈

嘉谟撰 -本草蒙筌. #F 卷) 该书总论中有 -咀片分

根梢. 和 -制造资水火. 两篇炮制专论' 提出了分

开不同药用部位( 炮制方法分为水制* 火制* 水火

共制的三类分类法( 酒* 姜* 盐* 醋* 童便* 米泔

水* 乳汁* 蜂蜜* 陈壁土* 麦麸皮* 乌豆汤* 甘草

汤* 羊脂油* 猪脂油 #V 种炮制辅料的使用目的( 以

及去心* 去瓤 ! 种净制法的目的)

-咀片分根梢. 说' "根梢各治& 尤勿混淆)# 即

不同药用部位应严格分开& 保证用药准确& 提高疗

效) 这是第八条炮制理论( 也是第四条炮制增效

原理)

-制造资水火. 的原文* 译文如下)

5原文6

制造资水火

凡药制造& 贵在适中& 不及则功效难求& 太过

则气味反失) 火制四' 有煅* 有炮* 有炙* 有炒之

不同( 水制三' 或渍* 或泡* 或洗之弗等( 水火共

制造者' 若蒸* 若煮而有二焉) 余外制虽多端& 总

不离此二者) 匪故弄巧& 各有意存) 酒制升提& 姜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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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发散& 入盐走肾脏仍使软坚& 用醋注肝经且资住

痛& 童便制除劣性降下& 米泔制去燥性和中& 乳制

滋润回枯助生阴血& 蜜制甘缓难化增益元阳& 陈壁

土制窃真气骤补中焦& 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膈&

乌豆汤* 甘草汤渍曝并解毒致令和平& 羊酥油* 猪

脂油涂烧咸渗骨容易脆断& 有剜去瓤免胀& 有抽去

心除烦) 大概具陈& 初学熟玩)

+#E,

5译文6

炮制基本方法用水制火制

凡对药材进行加工炮制& 贵在掌握好标准要求)

未达到炮制要求& 功效不能充分发挥& 炮制太过又

反而丧失药效) 火制法有煅* 炮* 炙* 炒 V 种( 水

制法有渍* 泡* 洗 F 种( 水火共制法有蒸* 煮 ! 种)

其余制法虽然还有多种& 但总离不开水制* 火制两

大基本方法) 不是故弄玄虚& 而是各种炮制方法都

有自己的用意) 酒制升提药性& 姜制增强发散& 盐

制引药性入肾经并能软坚散结& 醋制引药性入肝经

且增强止痛& 童便制除毒性引药性下行& 淘米水制

去燥性调和肠胃& 乳制滋阴润燥有助补血& 蜜制甘

味浓厚缓和药性作用持久并增补阳气& 陈壁土制借

其土气大补脾胃& 麦麸皮制抑燥烈之性不伤胃气&

黑豆汤* 甘草汤浸渍后晒干解毒并使作用和缓& 羊

脂油* 猪脂油涂骨烘烤使油脂全都渗入骨内骨易碎

断& 又有挖去果瓤避免腹胀& 抽去其心避免心烦)

炮制的方法目的大概就是这些& 初学的人要熟悉

牢记)

-制造资水火. 这些总结& 对炮制学做出了三

方面贡献' 一是明确指出炮制合格与否与临床疗效

密切相关) 二是炮制方法多达数十种& 归纳为水制*

火制* 水火共制三类& 起到执简驭繁作用) 三是概

括炮制辅料的主要作用& 是对中药炮制中医学原理

的直接表述) 此论内容通俗易懂& 文字简洁易诵&

在后世医界* 药业中广为流传& 影响至今) 所概括

炮制辅料的解毒作用* 引经作用* 协同作用和改变

升降浮沉作用趋向四条& 则是中药炮制减毒* 增效

的四条中医学原理) 扣除第一* 二条辅料作用与前

重复& 辅料的协同作用和改变升降浮沉适应治疗需

要& 则是第五* 第六条增效原理) 辅料能增强或改

变升降浮沉作用趋向适用治疗需要& 是第九条炮制

理论) 书中还对甘草* 白术* 地黄* 当归* 柴胡*

黄连* 大黄* 香附等数十种常用药材& 不同炮制品

有效用差异作了说明& 阐明炮制是中医辨证论治手

段之一) 这是陈嘉谟对炮制学的第四点贡献) 也是

第十条炮制理论)

=;< 李蓇记述增效减毒原理各二条

万历三年$#E7E 年%& 李蓇在 -医学入门!本草

总括. 中总结' "诸石火煅红& 入醋能为末#& "凡

药入肺蜜制& 入脾姜制& 入肾用盐& 入肝用醋& 入

心用童便( 凡药用火炮* 汤泡* 煅炒者去其毒

也#)

+#U,简述了热胀冷缩原理裂解矿物药和引药归经

两条增效原理( 以及加热破坏毒性* 水浸溶失毒性

二条减毒原理) 热胀冷缩裂解矿物药列为第七条增

效原理) 水浸溶失毒性列为第五条减毒原理)

=;= 李时珍丰富二条炮制理论和三条炮制原理

万历六年$#E7$ 年%&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

列 "修治# 一项& 对 F7! 种药材记载了前人和当时

的炮制方法& 还结合自己的实践对炮制理论和临床

应用进行总结) 他在本书 -序例第一卷!升降浮

沉. 中说' "酸咸无升& 甘辛无降& 寒无浮& 热无

沉& 其性然也) 而升者引之以咸寒& 则沉而直达下

焦( 沉者引之以酒& 则浮而上至颠顶) 33一物之

中& 有根升梢降& 生升熟降& 是升降在物亦在人

也)# 李时珍是说& 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是它的本来

属性& 但医药人可以用药性相反的药物或辅料& 对

它进行炮制处理& 则可以改变其升降浮沉的作用趋

向& 适应治疗需要) 李时珍此说对陈嘉谟同题之说

是一个有力补充) 因此& 二人共同总结了这列为第

九条的炮制理论)

李时珍在论述黄连炮制品的临床应用时说' "黄

连入手少阴心经& 为治火之主药( 治本脏之火& 则

生用之( 治肝胆之实火& 则以猪胆汁浸炒( 治肝胆

之虚火& 则以醋浸炒( 治上焦之火& 则以酒炒( 治

中焦之火& 则以姜汁炒( 治下焦之火& 则以盐水或

朴消研细调水和炒( 治气分湿热之火& 则以$吴%茱

萸汤浸炒( 治血分块中伏火& 则以干漆末调水炒(

治食积之火& 则以黄土研细调水和炒) 诸法不独为

之引导& 盖辛热能制其苦寒& 咸寒能制其燥性& 在

用者详酌之)#

+#7,李时珍对黄连各种炮制品的不同临

床应用& 与陈嘉谟同样& 阐明了炮制是中医辨证论

治手段之一) 因此& 二人又共同总结了这列为第十

条的炮制理论)

李时珍所述& 还丰富了前人三条炮制原理' 一

是引药归经& 或者改变作用趋向直达病位增强疗效(

二是发挥辅料的协同作用& 提高疗效( 三是用药性

相反的药物或辅料制其过猛的药性& 使之作用平和)

!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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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仁宇提出用药生熟各宜论

自 -神农本草经!序录. 提出 "生熟# 概念后&

一直沿用至今) 在中药行业& 生即生药* 药材( 熟

即熟药* 成药) 在炮制领域& 生指经过净制* 切制

后的饮片& 又称生片( 熟指生片经过火制或水火共

制后的饮片& 又称熟片) 生片加工对药性影响不大&

熟片则对其质地* 性味* 归经* 升降浮沉都产生影

响& 因而生片* 熟片之间存在疗效差异& 早被认识)

所以李时珍有 "生升熟降# 之说) 崇祯十七年

$#UVV 年%& 傅仁宇在 -审视瑶函!卷一. 中总结为

"用药生熟各宜论#) 他说' "补汤宜用熟& 泻药不

嫌生#& 即所谓 "生泻熟补论#)

+#$,以后又发展出

"生峻熟缓#* " 生毒熟减# 等说法) 但是& 这些概

括只在一定范围内适用& 并不能概括全面) 若要使

此论成为第十一条炮制理论& 用傅仁宇原来的宽泛

之说' "用药生熟各宜论# 还较为恰当) 即用药治

病& 该生用的生用& 该熟用的熟用& 不能放弃炮炙

不用& 一律生片入药) 不过此说与第九条炮制是中

医辨证论治手段之一& 有一定程度的近似)

=;? 清代!张仲岩总结 EU 种炮制法目的和一条炮制

理论

%%康熙四十三年$#7"V 年%& 张仲岩写成清代炮制

专书 -修事指南.) 他在该书总论 -炮制论上.*

-炮制论下. 中& 强调炮制的重要性& 重申了用药

性相反的药物或辅料对药材进行炮制处理& 以达到

降低毒性* 缓和药性之目的) -炮制论. 上下两篇

所述有一定学术价值& 但少有引用& 而且还出现一

个 "雷敷难题#& 故特作一定考释) 先看 !"#F 年版

-修事指南释义!炮制论上. 的原文与译文)

5原文6

药有生熟& 制有修事& 乌得卤莽决裂& 概言咀

片可用也) 近世用药& 畴无修治& 惜不得其传) 曷

不思药草创于神农& 炮制始于雷敷& 若不宗神农本

经& 安知药草之精良7 不遵雷敷修事& 安知炮制之

真妙也7 夫药性出自本草& 炮制亦出自本草& 使夫

本草参彻& 何愁药性不灵& 炮制不效也7 其不效者&

皆由炮制之不的) 始于后人谬撰汤头药性& 妄名雷

公炮制& 及检阅斯书并无炮制之说& 以致炮制不明&

药性不确& 则汤方无准而病症不验也)

寻因检本草& 知雷公始创制度& 时珍辈增补修

事) 有时以物制药者& 有时以药制药者& 有时热药

而制冷药者& 有时良药而制毒药者& 有时润药而制

燥药者& 有时缓药而制烈药者& 有时霸药而制良药

者& 有时泻药而制补药者& 有时补泻良霸而各治

者) 33

5译文6

药有生用* 熟用& 炮制有净制* 切制* 炮炙&

怎么能轻率地放弃炮炙不用& 随便说切成饮片就可

以用了) 近世有些医生用药& 完全没有经过炮炙&

可惜呀& 前人的炮制方法不能传承下来) 为何不想

想& 药物开创于神农& 炮制开始于雷敷& 如果不效

法 -神农本草经.& 怎么知道药物的治病用途( 不

遵循雷敷的炮制方法& 怎么知道炮制对确保用药安

全有效有重要作用) 药物的功效主治出自本草记载&

药物的炮制方法也出自本草记载& 如果人们深入透

彻地学习掌握本草知识& 哪里会担心药效不灵* 炮

制不起作用呢4 凡是用药无效的& 都是由于加工炮

制不达要求所致) 这是始于后世有些人乱写汤头药

性之书& 并盗用 -雷公炮制. 之名& 到查阅这些书

时& 却并无炮制内容之说& 所以导致药材的炮制方

法不清楚& 药性不准确& 则所用方药效用也不准确&

因而治病就没有效果了)

顺着时序查阅历代本草& 知道雷公始立药材炮

制要求& 李时珍等在本草书中增补了专讲炮制的

"修事# 一项) 有的用辅料制药& 有的用他药制药&

有的用热性药制寒性药& 有的用无毒药制有毒药&

有的用滋润药制燥性药& 有的用和缓药制烈性药&

有的用烈性药制和缓药& 有的用祛邪药制补益药&

有的药则分别用补益* 祛邪* 和缓* 烈性药进行炮

制) 33

-炮制论下.& 集中简括了 EU 种炮制方法的目

的& 其中包含' 使用酒* 姜* 盐* 醋* 童便* 米泔

水* 乳汁* 蜜* 陈壁土* 面粉* 乌豆汤* 甘草汤*

羊脂油* 猪脂油* 麻油* 吴萸汁* 猪胆汁* 牛胆汁*

秋石* 枸杞汤* 麸皮* 糯米* 牡蛤粉* 黄精自然汁*

黑芝麻* 矾石汤* 皂角水* 干漆水* 蒲草* 芭蕉水*

荷叶 F# 种炮制辅料制( 煅* 煨* 炙* 炒* 浸* 泡*

洗* 蒸* 煮* 煎* 阴干* 晒干* 烘* 捣杵* 镑末*

水磨* 怀干 #7 种炮制方法( 去穰* 去心* 去头芦*

去核* 去皮* 去丝* 去筋膜* 去鳞甲 $ 种净制法(

以及炮制使用银器* 砂锅* 竹刀* 铁器 V 种材质的

利弊) 首尾有总结说' "药固虔修& 制法迥别& 而气

味相殊& 各归所喜也#( "凡修事各有其故& 因药殊

制者一定之方& 因病殊制者变化之用#)

这些辅料作用& 与 -本草蒙筌. 表述原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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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总结语则是说' 药材炮制固有严格工艺& 但各

自的炮制方法有很大差别) 这是因其药性不同& 应

有不同的炮制法与之相适应) 接着又作了重要补充

说明' 凡药材炮制都有其因& 或因药性之需而制者&

或因疾病之需而制者)

张仲岩这些论述& 一是强调了炮制合格与否与

临床疗效直接相关( 二是扩大了 -神农本草经!序

录. "有毒宜制# 的制毒方法& 继承* 充实了可用

药性相反的药物或辅料为制原则) 三是说药物炮制

法选择有两个根据' 药物本身性质和疾病治疗需要)

这两个根据对确定炮制定义十分重要& 这是第十二

条炮制理论)

但是& 文中盛赞始创炮制的名人雷敷& 查了许

多资料却找不到此人存在的依据) 其中最重要的两

本查书如下)

第一本是李云主编& #D$$ 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的 -中医人名辞典.) 该辞典载古今医家 #" E""

余人& 其中雷姓 #D 人& 中有雷公* 雷
!

& 但无

雷敷)

第二本是叶定江* 原思通主编& !""E 年上海科

技出版社出版的 -中药炮制学辞典.) 内有 "人物

著作篇#& 载炮制界人物 #EU 位) 中也有雷
!

& 无

雷敷)

这让笔者猜想' 这两本专业辞典& 不可能将始

创炮制的名人雷敷漏掉( 或者原本炮制界就无雷敷

这人& 是张仲岩将始创炮制人错写为雷敷了) 细看

原文& 先后有 "炮制始于雷敷#& "不遵雷敷修事#&

"雷公始创制度& 时珍辈增补修事# 三语) 对比一*

三两句& 二人始创同为炮制& 可知雷敷与雷公是同

一人) 雷公名气很大& 当然不是指上古黄帝臣雷公

这个传说中的人物& 而是指南北朝刘宋炮制学家雷

!

)

!

的繁体字 "

"

#& 与 "敷# 的字形接近& 张

仲岩将雷
"

误写为雷敷& 或者是后人传抄* 刻印之

误& 也就有可能了)

又听说有人见过一文& 说雷敷是唐代人& 生平*

职业不详) 唐朝盛时有 $""" 万人口& 有几人名雷敷

也有可能) 但肯定不是中药炮制的创始人) 不然&

前两部权威专业辞典一定会收入) 巧是后来看见原

书新版已将雷敷改正为雷
!

了+#D,

)

何人始创炮制4 谁也说不清楚) 但肯定不是雷

!

) 因为人们早已知道& 战国 -五十二病方. 中有

不少炮制内容( 东汉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 更用了

四五十种炮制方法& 涉及上百种药材) -五十二病

方. 虽然清时未见& -伤寒杂病论. 却为清代医药

家娴熟) 说东汉以后几百年的雷敷或雷
!

始创炮制&

也是不恰当的了)

=;@ 徐大椿对炮制中医学理论和原理作完美总结

清代虽然有人用药不经炮制& 但是& 随着商业

发展& 饮片加工炮制出现方法越来越多& 工艺越来

越复杂情况) 甚至有的把有一定范围的炮制原则&

推广到其他药材& 从而想树立良好形象& 牟取更多

经营利益) 不少医家对此提出批评) 乾隆二十二年

$#7E7 年%& 徐大椿在 -医学源流论. 中& 专门写了

一篇文笔犀利的经典之作 -制药论.& 从炮制中医

学理论* 原理角度出发& 批评滥施炮制的敛财目的

和背离中医药学术原则) 有关炮制的中医学理论*

原理研究原译文如下)

+原文,

"凡物气厚力大者& 无有不偏( 偏则有利必有

害) 欲取其利& 而去其害& 则用法以制之& 则药性

之偏者醇矣) 其制之义又各不同& 或以相反为制&

或以相资为制& 或以相恶为制& 或以相畏为制& 或

以相喜为制) 而制法又复不同& 或制其形& 或制其

性& 或制其味& 或制其质& 此 皆 巧 于 用 药 之

法也)#

+!",

+译文,

"凡是气味浓烈作用力强的药物& 药性没有不偏

的( 药物偏性对人体有利也必然有害) 想要取其有

利的治疗作用& 避免对人体有害的毒副作用& 可以

用炮制的方法来加以制约影响& 那么药性之偏就变

得醇和了) 药材的炮制原理各不相同' 有的用药性

相反者$药物或辅料%炮制& 有的用药性相助者炮

制& 有的用药性相恶者炮制& 有的用药性相畏者炮

制& 有的用五脏与五味相喜者炮制) 而炮制方法不

同直接目的也不一样' 有的改变药材形态& 有的影

响其性& 有的影响其味& 有的影响其质地& 这些都

要根据药材的具体运用需要来灵活选择炮制方法)#

徐大椿在此对炮制中医学理论和原理& 作出了

三条完美总结)

一是炮制的根本目的是 "取利去害#& 即保证

用药安全有效) 这是第十三条炮制理论)

二是用七情配伍学说* 五脏五味相喜学说& 概

括了炮制的中医学原理) 这可以说是对中药炮制中

医学原理的总结性概括)

三是炮制的 "取利去害# 目的& 是通过改变药

!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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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形态* 质地& 影响药材四气五味来实现的) 这是

第十四条炮制理论)

这三大问题& 形成了中药炮制学的核心理论)

对药业降低饮片成本& 确保中药饮片疗效极为有利)

看看当代流行的各地 -炮制规范.* 各级 -中药炮

制学. 教材或个人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炮制通则.& 很容易发现& 徐大椿 -制药论. 阐明

的基本理论& 仍在发挥指导作用)

>9中医学炮制理论与炮制原理小结

>;8 中医学炮制理论$见表 #%

表 89中医学炮制理论

中医学炮制理论 出处

$#%炮制减毒保证用药安全) $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制其太过扶其不足是炮制的总原则) $黄帝内经%

$F%盐醋等辅料制引药归经) $黄帝内经%

$V%用药性相反的药物或辅料制其太过的药性) $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E%药材必须经过炮制才能称取入药使用) $张仲景!金匮玉函经%

$U%药材必须除净非药用部位确保用量准确) $金匮玉函经* 本草经集注%

$7%炮制的重要性在于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

$$%分开不同药用部位保证用药准确) $陈嘉谟!本草蒙筌%

$D%改变或增强升降浮沉作用趋向适应用药需要) $本草蒙筌* 本草纲目%

$#"% 炮制是中医辨证论治手段之一) $本草蒙筌* 本草纲目%

$##%药物生用熟用各有适宜病情) $傅仁宇!审视瑶函%

$#!%炮制方法是根据药物性质和医疗需要而选择) $张仲岩!修事指南%

$#F%炮制根本目的是取利去害保证用药安全有效) $徐大椿!制药论%

$#V%炮制取利去害目的& 是通过改变药材形态* 质地& 影响药材四气五味来实现的) $徐大椿!制药论%

>;< 中医学炮制原理$见表 !%

表 <9中医学炮制原理

中医学炮制原理 出处

增效原理 $#%炮制辅料的引经增效作用) $黄帝内经%

$!%除去非药用部位提高疗效) $金匮玉函经* 本草经集注%

$F%切制后有利于处方各药均衡煎出药性)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V%分开不同药用部位用药准确提高疗效) $本草蒙筌%

$E%辅料的协同作用) $本草蒙筌%

$U%辅料改变或增强升降浮沉作用趋向增效作用) $本草蒙筌* 本草纲目%

$7%热胀冷缩淬裂矿物药增效作用) $李蓇!医学入门%

减毒原理 $#% 相畏相杀配伍关系的制毒作用) $神农本草经!序录%

$!%用药性相反的药物辅料制太过药性减毒作用) $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F%辅料的解毒作用) $葛洪!肘后备急方%

$V%火制破坏毒性)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E%水浸溶失毒性) $医学入门%

致谢%我校资深炮制教师冯建华提供部分资料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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