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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芝麻炮制历史悠久，炮制方法较多，笔者通过大量地查阅、整理、分析古代及现代医药文献，全面
论述了古今黑芝麻炮制方法、探讨炮制机理，说明传统方法中的净制与炒制是现今使用最多的方法，但随着对黑芝

麻药用价值的开发和科技的发展，黑芝麻油和黑芝麻提取物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文中对黑芝麻炮制的后续研究工作

提出设想，为找出黑芝麻的最佳炮制方法和其现代炮制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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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芝麻为脂麻科植物脂麻 Ｓｅｓａｍ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Ｌ
的干燥成熟种子。本品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１］：

“胡麻，味甘，平。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

长肌肉，填脑髓。久服，轻身不老。一名巨胜。”黑

芝麻原名胡麻，本经中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将其列

入谷部第二十二卷项下，胡麻取油以白者为胜，服

食以黑者为良，胡地者尤妙。 《梦溪笔谈》［２］中记

载：“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予已于 《灵苑

方》论之。其角有六棱者，有八棱者。中国之麻，

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粆麻，又名

牡麻。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

胡麻
#

之，谓汉麻为大麻也。” 《本草纲目》［３］中记

载：“巨胜即胡麻之角巨如方胜者，非二物也。方茎

以茎名，狗虱以形名，油麻、脂麻谓其多脂油也。”

张揖 《广雅》［４］中记载：“胡麻一名藤弘，弘亦巨

也”。杜宝 《大业拾遗记》［５］中记载：“隋大业四年，

改胡麻曰交麻。胡麻有迟、早二种，黑、白、赤三

色，其茎皆方，秋开白花，亦有带紫艳者，节节结

角，长者寸许。”古以胡麻为仙药，而近世罕用。历

代医方本草对黑芝麻的炮制方法记载颇多，但尚无

文献对其作系统阐述。

１　黑芝麻的古代炮制方法

１１东晋时期

《抱朴子》［６］中记载：“用上党胡麻三斗，淘净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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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蒸，令气遍。日干，以水淘去沫再蒸，如此九度。

以汤脱去皮，簸净，炒香为末，白蜜或枣膏丸弹子

大。每温酒化下一丸，日三服。”

１２南北朝时期

《雷公炮炙论》［７］中记载胡麻：“凡修事，以

水淘去浮者，晒干，以酒拌蒸，从巳至亥，出摊

晒干。臼中舂去粗皮，留薄皮，以小豆对拌同

炒，豆熟去豆用之。”《名医别录》［８］中记载 “以

作油，微寒。利大肠，胞衣不落。生者摩疮肿，

生秃发。一名狗虱，一名方茎，一名鸿藏。生

上党。”

１３唐代

《千金方》［９］中记载：“服乌麻方：纯黑乌麻及

旃檀色者，任多少与水拌令润，勿使太湿，蒸令气

遍即下。暴干再蒸，往返九蒸。暴讫，捣，去皮作

末。空肚水若酒服二方寸匕，日二服，渐渐不饥绝

谷。久服百病不生，常服延年不老，耐寒暑。”九蒸

九暴，主要目的是为了纠偏药材药性或增加药物成

分，使之更利于人体吸收。此外，《新修本草》［１０］中

记载：“服食家当九蒸，九暴，熬，捣，饵之断谷，

长生，充饥。虽易得，俗中学者尤不能恒服，而况

余药耶！蒸不熟，令人发落，其性与茯苓相宜。俗

方用之甚少，惟时以合汤丸耳。麻油生榨者如此，

若蒸炒正可供作食及燃耳，不入药用也。” 《外台秘

要方》［１１］中记载：“手脚酸痛微肿：用脂麻五升熬

研，酒一升，浸一宿。随意饮。小儿下痢齿白：用

油麻一合捣，和蜜汤服之。解下胎毒：小儿初生，

嚼生脂麻，绵包，与儿咂之，其毒自下。小儿急疳：

油麻嚼敷之。汤火伤灼：胡麻生研如泥，涂之。”

《日华子本草》［１２］中记载：“做汤沐头，去风润发，

滑皮肤，溢血色。”

１４五代

《蜀本草》［１３］中记载：“细研，涂发长头。白蜜

蒸为丸服，治百病。叶，作汤沐，润毛发，滑皮肤，

益血色。”

１５宋代

《太平圣惠方》［１４］中记载，炒黑芝麻：“微炒别

捣”；“炒焦”。《产育宝庆集》［１５］中记载：“退

皮。”此外， 《开宝本草》［１６］ 《嘉本草》［１７］中均

记载：“以作油，微寒，利大肠、胞衣不落，生者

摩疮肿、生秃发。”

１６明代

《本草品汇精要》［１８］中记载：“药性论云，患崩

中血凝疰者，生捣内汤中，绞汁服。别录云，生嚼

涂小儿头疮，及浸淫恶疮、妇人阴疮。” 《〈炮炙大

法〉释义》［１９］中记载： “凡修事，以水淘浮者去之，

沉者漉出，令干，以酒拌蒸从巳至亥，出摊晒干，

于臼中舂令粗皮一重尽，拌小豆相对同炒，小豆熟

即出，去小豆用之。蒸不熟，令人发落，与茯苓相

宜。” 《本草蒙筌》［２０］中记载： “蒸熟堪补虚羸，且

耐饥渴寒暑。生者嚼涂疮肿，秃发敷亦重生。榨油

可食，滑肠下胞甚良。泡水沐头发常润，煎汤灌病

牛即苏。”

１７清代

《本草经解》［２１］中记载：“脂麻仁色黑者良。酒

蒸晒。”

２　黑芝麻的现代炮制方法

黑芝麻的现代炮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用

黑芝麻，一种是炒黑芝麻。通过现代研究，黑芝麻

主要有补肝肾、滋肺气、润五脏的功能，用于肝肾

不足，肠燥便秘，筋骨无力，伤中，虚劳心惊等。

现今黑芝麻均系栽培，在我国山东、河北、河南、

四川、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有产［２２］。药材以颗粒

饱满、色黑者为佳。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国家与地方卫
生行政部门相继制定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对黑芝麻炮制品在外观性状、炮制方

法、质量标准上均作了一定规定，摘录详见表１。

３　黑芝麻的应用

３１黑芝麻的古代应用

黑芝麻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养生保健的佳品，

古代医药学家陶弘景评价黑芝麻为：“八谷之中，惟

此为良”［３３］。黑芝麻可益肝，补肾，养血，乌发，

美容。历代医药著作中对黑芝麻的用途均有记载。

详见表２。

·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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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黑芝麻现代炮制方法
来源 炮制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２３］ １黑芝麻：除去杂质，洗净，晒干。用时捣碎。
２炒黑芝麻：取净黑芝麻，照清炒法（通则０２１３）炒至有爆声。用时捣碎。

《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１２年版［２４］ 黑芝麻：除去杂质，洗净，晒干。用时捣碎。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１０年版［２５］ １黑芝麻：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晒干。
２炒黑芝麻：取净材料，照炒黄法（附录１）炒至有爆声。

《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９年版［２６］ １黑芝麻：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２炒黑芝麻：取净黑芝麻，照清炒法（附录１）炒至有爆裂声。用时捣碎。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８年版［２７］ １黑芝麻：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２炒黑芝麻：１）取净黑芝麻，用武火炒至有爆裂声时，取出，放凉。２）取净黑芝麻，
照清炒法（附录二）炒至有爆声。用时捣碎。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８年版［２８］ 黑芝麻：清炒。

《广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７年版［２９］ １黑芝麻：除去杂质，洗净，晒干。用时捣碎。
２炒黑芝麻：取生黑芝麻，用文火炒至有爆声，放凉，用时捣碎。

《陕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７年版［３０］ １黑芝麻：取药材黑芝麻，除去杂质，洗净，低温干燥。
２炒黑芝麻：取饮片黑芝麻，照清炒法（附录１）炒至有爆裂声。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６年版［３１］ １黑芝麻：除去杂质，洗净，晒干。用时捣碎。
２炒黑芝麻：取净黑芝麻，照清炒法炒至有迸裂声及香气逸出，用时捣碎。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５年版［３２］ １黑芝麻：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淘净，干燥，用时捣碎。
２炒黑芝麻：取净黑芝麻，照清炒法（附录一炮制通则）用文火炒至有爆裂声，用时捣碎。

表２　黑芝麻古代用途
来源 用途

《本草纲目》 主治腰脚疼痛、手脚酸痛、偶感风寒、疔肿

恶疮、痔疮肿痛、坐板疮疥、妇女乳少、痈

疮不合、漏胎难产、眉毛不长等。

《神农本草经》 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

脑髓。

《抱朴子》 耐风湿，补衰老。

《肘后备急方》 胡麻五升，水一斗，煮取五升，含漱吐之。

茎叶皆可用。治牙齿痛肿。

《名医别录》 坚筋骨，疗金疮、止痛，及伤寒温疟，大吐

后虚热羸困，明耳目。

《新修本草》 生嚼涂小儿头疮及浸淫恶疮。

《食疗本草》 润五藏，主火灼，填骨髓，补虚气。

《食性本草》 疗妇人阴疮，初食利大小肠，久服即否，去

陈留新。

《普济方》 胡麻子生捣敷之。治浸淫恶疮。

《日华子诸家本草》 补中益气，养五藏，治劳气、产后羸困，耐

寒暑，止心惊。逐风湿气、游风、头风。

《嘉补注本草》 合苍耳子为散服之。治风癞。

《玉楸药解》 补益精液，润肝脏，养血舒筋。疗语蹇、步迟、

皮燥发枯、髓涸肉减、乳少、经阻诸证。医一

切疮疡，败毒消肿，生肌长肉。杀虫，生秃发。

３２黑芝麻的现代应用

黑芝麻为我国传统的滋补肝肾类中药，具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中医药和养生学家多将其作为药膳

治疗一些疾病［３４］。黑芝麻药食两用，含有丰富的脂

类、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黑芝麻中丰富的

卵磷脂是构成脑神经组织的脑脊髓的主要成分，有

很强的健脑增智作用，能促使细胞 “返老还童”。

黑芝麻还可增加细胞免疫，抵抗辐射，各种辐射危

害主要影响人体大脑和骨髓，使人免疫系统受损。

多吃补肾食品可增强机体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功能，

能有效保护人体健康。

通过市场调研发现，现代对黑芝麻做保健食品

的研究尤为热门，随着中医药和养生学家对黑色食

品的推崇，黑芝麻等黑色食品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和研究，在国内市场上多将黑芝麻加工成糊

类、羹类食品，或者制备芝麻油等，以黑芝麻为原

料的营养保健食品也越来越多，详见表３。
黑芝麻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人们的喜爱，像芝麻

蜜糕、黑芝麻椹糊、芝麻核桃粥、芝麻木耳茶、芝

麻杏仁蜜、芝麻五味葛根露、黑芝麻枣粥等，在满

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的同时，还起到了保健的作用，

因此，黑芝麻的研究发展前景是可观的。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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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黑芝麻的现代应用
产品名称 保健功能 主要原料

普济牌贵妃口服液 调节免疫 黑芝麻

神威牌二黑软胶囊 调节血脂 黑芝麻油

辰星口服液 调节血压 黑芝麻

三康牌海麦舒冲剂 调节血糖 黑芝麻

华孚牌莫愁口服液 改善睡眠 黑芝麻

新视明牌新视明冲剂 改善视力 黑芝麻

常青春牌盈润胶囊 促进泌乳 黑芝麻

朱博士牌通便胶囊 润肠通便 黑芝麻提取物

致明德牌吾清口服液 辅助降血脂、对化

学性肝损伤有辅助

保护功能

黑芝麻

英健牌源力口服液 延缓衰老、抗疲劳 黑芝麻

东方黄龙牌灵芝参口服液 抗氧化、祛黄褐斑 黑芝麻

百媚牌玉颜胶囊 美容（祛黄褐斑） 黑芝麻

清牌减肥晶（原名：清牌

减肥精）

减肥 黑芝麻

４　总结

我国的黑芝麻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广，品种较

多，因此对黑芝麻药用价值的开发，具有广阔的前

景， 《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３５］与 《医用中药饮片

学》［３６］中也有相关的记载。随着科技的发展，黑芝麻

的炮制工艺也趋于精细和完善，黑芝麻油和黑芝麻提

取物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但炮制工艺合理性及其改进

方法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比如，黑芝麻具有益

肝、补肾、养血、乌发、美容等功效，但究竟黑芝麻用

量最低为多少才会起到这样的效果？用量是否有叠加效

果？还需进一步研究。国际上，芝麻油已经广泛用于各

类化妆品，国外冷榨芝麻油应用于化妆品、药品已在相

关法规中有明确规定，但我国还未明文规定，也因此芝

麻油的冷榨工艺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１］　佚名．神农本草经［Ｍ］．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１６：１６４．

［２］　沈括．梦溪笔谈［Ｍ］．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８４．
［３］　李时珍．本草纲目［Ｍ］．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１４：１０６７．
［４］　曹宪音，张揖．广雅［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２９．
［５］　杜宝．大业杂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９．
［６］　葛洪．抱朴子［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０．
［７］　雷

"

．雷公炮炙论［Ｍ］．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５：２１．

［８］　陶弘景．名医别录［Ｍ］．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１９８６：９６．

［９］　孙思邈．千金方［Ｍ］．刘清国，等．校．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１９９８：６５９．

［１０］苏敬．新修本草［Ｍ］．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７９．

［１１］王焘．外台秘要方［Ｍ］．高文铸，校．北京：华夏出版社，
１９９３：１１．

［１２］日华子．日华子本草［Ｍ］．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３：１０．

［１３］韩保升．蜀本草［Ｍ］．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２２．
［１４］王怀隐．太平圣惠方［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８１．
［１５］李师圣．产育保庆集［Ｍ］．清同治十年辛未（１８７１）湖北

崇文书局刻本．
［１６］卢多逊．开宝本草［Ｍ］．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８：４０１．
［１７］掌禹锡．嘉本草［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１．
［１８］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１．
［１９］缪希雍．炮炙大法释义［Ｍ］．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９：１７９．
［２０］陈嘉谟．本草蒙筌［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６６．
［２１］叶桂．本草经解［Ｍ］．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２８．
［２２］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大辞典（下册）［Ｍ］．上海：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３３７３３３８．
［２３］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四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５：６１１．
［２４］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Ｍ］．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９７．
［２５］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Ｍ］．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０５．
［２６］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Ｍ］．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５３．
［２７］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Ｍ］．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８９．
［２８］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５１２．
［２９］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Ｍ］．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７：５２３．

［３０］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陕西省中药饮片标准［Ｍ］．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４５．

［３１］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及标准［Ｍ］．重庆：重庆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０７．

［３２］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Ｍ］．２００５年版．贵阳：贵州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８５．

［３３］李时珍．本草纲目［Ｍ］．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４：６５４．

［３４］盛淑平，柳玉勇．多用途的黑芝麻方２０款［Ｊ］．药膳食
疗，２００４，３（１１）：３２．

［３５］王孝涛．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Ｍ］．南昌：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８６：６１１．

［３６］原思通．医用中药饮片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６　　编辑：韩兆东）

·６７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