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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趁鲜加工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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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材趁鲜加工具有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有效成分损失和便于仓储运输等优势。《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年版中规定可以进行趁鲜加工的品种数较少，而初步调查发现，产地实际趁鲜加工品种数

远大于国家法规规定品种数，这给监管部门执法管理及中药产业健康发展都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解中药材趁鲜加

工的研究基础、掌握目前市场趁鲜加工现状、分析趁鲜加工的发展趋势并对趁鲜加工的发展和监管提供建议，对地

方标准、文献、专利中涉及的趁鲜加工品种进行分析，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这些品种在中药材市场中趁鲜加工实际

状况进行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通过多种方法筛选出的常见的 85种中药材在市场中均有趁鲜加工品。通过分

析中药材趁鲜加工可行性、研究现状及生产现状，发现在保证药材质量的前提下，适度、逐步放宽趁鲜加工品种范

围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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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sh processing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can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lower the cost, reduce

the loss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and facilitate th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According to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a few medicinal materials are allowed to be processed at the fresh state. However, a lot more are processed at the place of

production in reality, posing a challenge to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fresh processing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the

status quo of the fresh processing in the market, and the trend of fresh processing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upervision of fresh processing. To be specific, we analyzed the types of medicinal materials under fresh

processing in local standards, literature, and patents and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se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processed at

fresh state in the market with a questionnaire. A total of 85 common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screened out and their fresh-

processed products were all found in the market. After analyzing the feasibility of fresh processing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of fresh-processed products, we concluded that wider

application of fresh processing to Chinese medicinal represented a general trend only if the quality was ensured.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fresh processing; variety; investigation; status quo; development

趁鲜加工即新鲜药材或经一定方式处理后直接

切成片、块、段、瓣等，再干燥的加工方式。这种

方式省略了二次回水的步骤，避免了药材在缓慢干

燥过程中及在浸润过程中活性成分的流失，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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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保证了药材质量；同时，减少了用工，便于

储藏和运输，节约了成本[1]。最早的炮制专著《雷公

炮炙论》就有关于趁鲜加工的记载 [2]。现代研究表

明，黄芩、丹参等大宗药材经过相应的工艺趁鲜加

工后，其药材性状和活性成分含量均优于传统加工

工艺[3-4]。

虽然，趁鲜加工在保证药材质量、降低生产成

本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科研人员也

进行了大量的工艺优化研究，但各省份允许进行趁

鲜加工的品种仍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

下简称《中国药典》） 2020年版[5]允许进行趁鲜加

工的品种也仅从《中国药典》 2015年版[6]的 64种增

加到 68种，数量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初步调查发

现，多数大宗药材在市场上均可以见到“产地片”，

其中部分趁鲜加工品种并没有被《中国药典》 2020
年版和地方炮制规范收载。该方式虽然能够降低生

产成本，但却违反了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同时，在

调查中也发现，目前的中药材趁鲜加工多以小作坊

形式进行生产，缺乏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的保障，

造成生产的切片质量参差不齐。因此，本文对趁鲜

加工药材的研究现状和市场现状进行分析，以期为

放宽符合条件的趁鲜加工品种范围、制定切实可行

的监管政策提供依据，从而推动中药材趁鲜加工的

发展。

1 方法

1. 1 调查品种的确定

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方标准、文献及专利

（截至 2020年 9月）等，调查问卷中品种的确定原则

为《中国药典》 2020年版收录但不允许进行趁鲜加

工的品种。地方标准：查阅了 18个中药材主产省区

的地方炮制规范，汇总了以上地方炮制规范中允许

进行趁鲜加工的品种；文献：查阅中国知网、万方

等数据库，汇总了文献中可趁鲜加工的品种；专利：

查阅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网站，汇总了与趁鲜加工

相关的专利，确定了相关专利中可以进行趁鲜加工

的品种。地方标准、文献、专利均去除《中国药典》

2020年版允许的品种。

1. 2 调查问卷的编撰

为掌握和分析从地方标准、文献和专利中汇总

出的可以趁鲜加工品种在市场的状况，笔者设计了

调查问卷，在相关从业者中进行了调查。问卷内容

包括答卷者职业、工作地点、对涉及品种加工方式

的了解及对中药材趁鲜加工的建议。

2 结果

2. 1 地方标准、文献和专利中可以进行趁鲜加工的

品种分析

2. 1. 1 地方标准中可以进行趁鲜加工的品种 通

过对我国 18个中药材主产省区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进行分析，汇总地方炮制规范中规定的可以进行趁

鲜加工的品种（表 1）。从表 1中可以看出，在 18个
省份中，《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5年版规

定的可以进行趁鲜加工的品种最多，达 41种；其次

为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5年版，为 24
种；另外，《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年版

规定可以进行趁鲜加工的品种也达到了 23种；北京

市、河南省及西藏自治区的地方标准规定可以进行

趁鲜加工的品种均为22种。

2. 1. 2 文献中可以进行趁鲜加工的品种 通过对文

献数据库进行检索，对相关研究结论中可以进行趁

鲜加工的品种进行汇总（表 2）。从表 2中可以看出，

开展趁鲜加工研究的根和根茎类药材品种最多，达

22种；其次为皮类药材、全草类药材，分别为 4、3
种；果实种子类的最少，仅为1种。

2. 1. 3 专利中可以进行趁鲜加工品种 对专利中涉

及的可以通过趁鲜加工提高药材质量的品种进行汇

总（表 3）。从表 3可以看出，专利中涉及的可以通

过趁鲜加工提高药材质量的根和根茎类药材最多，

达 58种，皮类药材、果实种子类药材分别仅为

2、1种。

2. 2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2. 2. 1 调查问卷调查地域 在中药材相关从业人员

群体中发放调查问卷，最终共收到 894份答卷，受

访者分布全国 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 1
个特别行政区，占省级行政区的 94%。在各省区中，

来自北京的受访者最多，占总受访者的 17. 34%，其

次是广东省和河北省，分别占 8. 39% 和 8. 28%。可

以看出，调查问卷调查的地域范围足够广，说明调

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2. 2 调查问卷受访者从业情况 调查问卷的受访

者主要包括中药材种植（养殖）者、中药材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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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省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或标准中规定可以进行趁鲜加工的品种

规范或标准名称

《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8年版[7]

《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8年版[8]

《河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3年版[9]

《吉林省中药炮制标准》 1986年版[10]

《黑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 2012年版[11]

《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5年版[12]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年版[13]

《福建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1年版[14]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8年版[15]

《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2年版[16]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年版[17]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0年版[18]

《广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1年版[19]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5年版[20]

《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 2009年版[21]

《宁夏中药材标准》 1993年版[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0
年版[23]

《藏药标准》 1978年版[24]

品种

三棱、土大黄、山豆根、千年健、牛大力、毛冬青、玉竹、白药子、羊乳、红药子、
茄根、金荞麦、黄药子、藤梨根、龙葵、青蒿、薄荷、络石藤、宽筋藤、金樱子肉、
预知子、檀香

牛西西、白药子、红药子、铁包金、黄药子、薯莨、宽筋藤

山芝麻、牛大力、白首乌、岗梅、穿破石、猕猴桃根（藤梨根）

马齿苋、血见愁、豨莶草

白药子

三棱、山楂根、毛冬青、丹参、巴戟天、水杨梅根、甘草、白术、白芍、白药脂、
延胡索、红木香、苎麻根、芦竹根、苦甘草、知母、金雀根、金樱子根、贯众、茶
树根、穿破石、桔梗、桃金娘根、黄芪、黄药子、野葡萄根、猫人参、落新妇、温
山药、雷公藤、薏苡根、藤梨根、浙木瓜、薜荔果、衢枳壳、土藿香、浙肉苁蓉、
祖司麻、青蒿梗、浙紫苏梗、檀香
八角枫根、八角莲、千里光、千层塔、天胡荽、飞廉、水杨梅根、毛冬青、白术、
白芍、白茅根、白首乌、赤茯苓、岗梅根、陈葫芦瓢、苦瓜、知母、柠檬、菊叶三
七、蛇六谷、紫葳根、雷公藤、薏苡根

杜瓜、苦瓜干、了哥王、穿根藤

南沙参、黄药子、钻山风、内风消、藿香、木板蓝根、毛冬青、白药子、穿破石、
大风藤、鸟不宿、红茴香

杠板归、灵芝、香薷、海藻、葫芦、荔枝草

三分三、土大黄、山芝麻、毛冬青、四叶参、白药子、白首乌、穿破石、桃金娘根、
锁骨丹根、海芋（痕芋头）、黄药子、猕猴桃根、薯莨（红孩儿）、无花果、仙人掌、
胡枝子、葎草、藿香（土藿香）、黄栌、檀香、芜荑

白土苓、岗梅、了哥王、毛冬青、红车轴草

五指毛桃

白土苓、萆薢、扁枝槲寄生、川黄芪、贯众、红毛走马胎、黄花白及、黄药子、寄
生、芦竹根、芦子、葎草、南星、柠檬、山楂果、石斛、薯莨、碎米柴、台乌、芜
荑、香通、绣球小通草、雪胆、朱砂七

川木香、小白及、白药子、红药子、贯众、雷公藤、平凉山楂、苦瓜、藿香、当归、
党参、黄芪

凤仙透骨草、槐枝、藜芦

非洲防己根、欧龙胆

山莨菪、马兜铃、牛尾蒿、巴朱、水母雪莲花、水柏枝、长毛风毛菊、禾叶风毛菊、
生等、亚大黄、角茴香、角蒿、花锚、臭蒿、荨麻、宽筋藤、堪巴色保、绿绒蒿、
紫色黄华、藏木香、藏党参、檀香

表2 研究文献中出现的趁鲜加工品种

入药部位

根和根茎

皮

果实种子

全草

品种

白芍[25]、天麻[26]、茜草[27]、丹参[28]、土木香[29]、穿山龙[30]、党参[31]、黄精[32]、桔梗[33]、白附子[34]、三七[35]、白术[36]、知母[37]、川
芎[38]、板蓝根[39]、温莪术[40]、天冬[41]、生地[42]、姜半夏[43]、牛膝[44]、白芷[45]、延胡索[46]

肉桂[47]、牡丹皮[48]、黄柏[49]、秦皮[50]

槟榔[51]

薄荷[52]、香薷[53]、佩兰[54]

表3 专利中出现的趁鲜加工品种

入药部位

根和根茎

皮

果实种子

品种

续断[55]、白术[56]、骨碎补[57]、升麻[58]、千年健[59]、漏芦[60]、拳参[61]、金荞麦[62]、川乌[63]、白附子[64]、防风[65]、当归[66]、玄参[67]、
麦冬[68]、泽泻[69]、白芷[70]、石菖蒲[71]、川牛膝[72]、羌活[73]、百部[74]、龙胆草[75]、板蓝根[76]、白头翁[77]、巴戟天[78]、山慈菇[79]、党
参[80]、三棱[81]、贯众[82]、生地[83]、白前[84]、黄连[85]、川芎[86]、太子参[87]、黄精[88]、黄芩[89]、香附[90]、白芍[91]、知母[92]、独活[93]、
天麻[94]、桔梗[95]、牛膝[96]、甘草[97]、苍术[98]、芦根[99]、前胡[100]、穿山龙[101]、三七[102]、常山[103]、胡黄连[104]、射干[105]、远志[106]、
郁金[107]、天葵子[108]、石斛[109]、赤芍[110]、丹参[111]、柴胡[112]

秦皮[113]、牡丹皮[114]

吴茱萸[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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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相关行业销售者和采购者、中药企业管理者、

中药领域教科人员及医疗机构和中药监管部门工作

者等。在受访者中药领域教科工作者最多，占

20. 74%，其次为中药饮片加工者和中药企业管理者

分别占 18. 17% 和 15. 29%。可以看出，调查问卷的

受访者从事行业的范围已经涵盖了中药材相关的多

数行业，说明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2. 3 调查问卷涉及品种市场存在状况 调查问卷

涉及的中药材品种主要为文献、地方炮制规范和相

关专利中可以进行趁鲜加工的品种，且该品种被

《中国药典》 2020年版收录但未被允许进行趁鲜加

工。经筛选，共对 85个中药材品种进行了调查，按

公式（1）计算各种药材出现频率，药材出现频率越

高，说明该药材在产地趁鲜加工越常见。

出现频率=在市场中见过该药材趁鲜加工片的答

卷人数/答卷总人数×100% （1）
如表 4所示，调查问卷所涉及的品种在市场中

均存在趁鲜加工的情况。以天麻为例，天麻药材的

出现频率为 55. 37%，即表示答卷者 894人，其中有

495人见过天麻产地趁鲜加工，占总人数 55. 37%。

由表 4可知，在市场中出现频率超过 40. 00%的品种

有 8种，依次为天麻、薄荷、桔梗、白芍、石斛、

甘草、黄芪和黄精。

2. 2. 4 受访者对趁鲜加工建议分析 对中药相关

行业从业人员的建议进行分析发现，所有被调查者

均支持进一步扩大趁鲜加工品种范围，但关注点有

所不同，主要有以下 4种观点：1） 受访的种植者

和加工者认为，趁鲜加工可以让广大药农和药材加

工者收入增加，提高基层中药材种植业及加工业的

经济效益；同时他们认为国家应出台统一的加工工

艺和质量标准，并纳入监管部门统一管理，使各个

加工环节有章可循；另外，期望大型医药企业在产

地投资建厂，将企业生产标准也在产地进行实施，

进而提高中药材趁鲜加工的水平；2） 受访的销售

者认为，趁鲜加工后药材色泽好，避免了再加工的

成本，在保证药材质量的前提下，应允许药材进行

趁鲜加工；3） 企业管理者认为在中药饮片质量控

制的过程中，产地是质量控制的关键，建议相关部

门鼓励企业在县级区域内建立趁鲜加工车间，积极

试点，并由管理部门制定标准的加工方法和管理制

度，建立监管体系，使符合趁鲜加工条件的药材生

产下沉到产地，因此建议推动中药材产地趁鲜加

工，同时结合中药材全过程溯源体系进行监管；4）
受访的科研工作者支持趁鲜加工品种逐步放开，但

放开过程和品种确定需要逐步有序进行，建议针对

趁鲜加工对药材品质的影响进行科学评判，对于加

表4 问卷中调查的85个品种及出现频率

%

调查品种

天麻

薄荷

桔梗

白芍

石斛

甘草

黄芪

黄精

白术

党参

玉竹

槟榔

牡丹皮

芦根

当归

白及

生地

出现频率

55.37
52.01
48.99
48.88
46.76
43.40
41.50
40.27
38.70
38.26
38.14
36.35
35.91
35.91
35.12
35.01
34.79

调查品种

白茅根

丹参

知母

温莪术（莪术）

金樱子肉

灵芝

黄芩

马齿苋

板蓝根

川芎

郁金

泽泻

麦冬

巴戟天

肉桂

青蒿

牛膝

出现频率

34.45
34.23
33.33
31.77
31.21
30.54
30.20
30.20
29.87
29.64
28.75
28.41
28.41
27.63
27.63
27.52
26.51

调查品种

黄柏

三七

赤芍

三棱

穿山龙

天冬

重楼

川牛膝

白芷

防风

太子参

苍术

玄参

柴胡

白附子

射干

秦皮

出现频率

26.51
25.50
25.39
25.28
24.27
24.16
23.27
23.15
23.04
23.04
22.93
22.93
22.04
21.70
21.14
21.14
21.03

调查品种

石菖蒲

百部

川乌

黄连

雷公藤

川木香

南沙参

延胡索

金荞麦

佩兰

前胡

骨碎补

羌活

山豆根

千年健

香薷

续断

出现频率

20.47
20.13
20.02
19.69
19.46
19.13
19.02
17.67
17.67
17.56
17.45
17.45
17.11
16.78
16.44
16.22
16.22

调查品种

络石藤

山慈菇

吴茱萸

香附

拳参

豨莶草

预知子

檀香

土木香

杠板归

升麻

千里光

白头翁

白前

漏芦

天葵子

胡黄连

出现频率

16.11
14.99
14.88
14.32
13.65
13.53
13.42
13.20
12.86
12.86
12.64
12.30
12.08
10.40
8.61
8.39
7.38

··1843



中国现代中药 Mod Chin Med Oct. 2022 Vol. 24 No. 102022年 10月 第 24卷 第 10期

工工艺对药效成分影响大的、药材趁鲜加工后不便

鉴定的品种，不建议采用趁鲜加工。

3 讨论

3. 1 趁鲜加工的可行性分析

3. 1. 1 “增效降本”是趁鲜加工的出发点 “增

效降本”中的“增效”主要包含 2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提高中药饮片的质量，二是提高中药相关生产

环节的工作效率。“降本”是指降低中药行业参与

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生产成本，对于一些质

地坚硬、淀粉含量高的中药材在产地趁鲜切制可以

减少二次浸润切片难度，保证药材的质量，提高工

作效率和生产效益；对于一些不易干燥的中药材，

趁鲜加工有利于药材的干燥，可避免干燥及储运过

程中出现霉变、腐烂，从而保证药材质量，降低

成本。

3. 1. 2 加工及储运技术的发展是推行趁鲜加工的

根本保障 对于多数中药材品种来说，趁鲜加工发

展受阻的主要原因是中药材种类的增多、使用区域

的扩大，在当时的条件下趁鲜加工不利于药材的储

运，因此产生了在产地将药材进行干燥后再到使用

地进行回水浸润、切制的环节。但随着加工技术和

储运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加工

和储运技术。因此，通过科学评价确定趁鲜加工后

的中药材在药材性状、活性成分及生物效应都与传

统加工方式无差别或更佳的情况下，相应品种可进

行趁鲜加工。

3. 1. 3 各地相关政策的推行为趁鲜加工的发展提

供了指引 中药材生产大省为推进各自区域内中药

产业的快速发展，各地方炮制规范及政策在相关研

究的基础上分别对趁鲜加工的品种进行了补充，其

中推动较快的有山东[116-117]、河北[118]、四川[119]、安

徽[120]、甘肃[121]、云南[122]及湖北[123]等省份。例如，山

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山东省规范中药材产

地趁鲜切制加工指导意见》 [117]中公示了产地趁鲜切

制加工中药材品种目录，其中包含 22个中药材品

种：药材切片的品种有丹参、柴胡、生地黄、西洋

参、拳参、赤芍、桔梗、白芷、黄芩、山楂、天花

粉、山药、白芍、牡丹皮；药材切段的品种有北沙

参、荆芥、泽兰、忍冬藤、徐长卿、水蛭、蒲公

英、远志。可以看出，山东省不但提出了允许进行

趁鲜加工的品种，还对其加工方式也进行了规定。

3. 2 对推行趁鲜加工的建议

3. 2. 1 关于趁鲜加工品种确定的建议

3. 2. 1. 1 明确趁鲜加工的定义是趁鲜加工工艺研

究和标准制定的基础 趁鲜加工工艺对药材质量具

有直接的影响，如赵志刚等[28]以丹参主要成分和性

状为指标对丹参的趁鲜加工方法进行研究后发现，

丹参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燥后再进行切片，其药材

性状与经过传统工艺加工的药材相似，而主要成分

含量高于经过传统工艺加工的药材；李丽等[124]对黄

芩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查阅历版《中国药

典》发现，其规定的趁鲜加工主要指新鲜或经一定

程度干燥处理或传统加工方式处理后的中药材切成

片、块、段、瓣等，再干燥的一种产地加工方式，

可以看出趁鲜加工不是简单地对新鲜药材进行直接

干燥。因此，趁鲜加工的主要加工方式可以分为 3
种：1） 在产地对新鲜药材进行精选、分级及净制

后直接切成片、块、段等后再进行干燥[125]；2） 在

产地对药材进行一定程度干燥后再切成片、块、段

等，然后进行干燥；3） 在产地对新鲜药材先进行

传统的加工，如蒸、煮、发汗或者杀青等处理，然

后再进行干燥[125]。例如，天麻的传统加工方式要经

历 2次“水处理-蒸制-干燥”，天麻中含有较多水溶

性成分，多次水处理会造成有效成分的损失，蒸制

便于软化切片，破坏 β-糖苷键酶以降低天麻苷分解

（杀酶保苷），将天麻产地加工和产地切制结合，可

以减少有效成分损失，提高天麻饮片内在质量[126]。

黄精传统加工工艺“九蒸九晒”可以消除咽喉不适

等不良反应，同时增强其补益功效[127]。黄精传统工

艺在产地加工和炮制过程中至少经过 2次触水、2
次干燥，易造成有效成分损失，而在产地通过蒸制

和切制一体化得到的药材中多糖和总皂苷含量高于

传统加工工艺所得药材[128]。因此可以看出，每种药

材应该采取的趁鲜加工工艺，需要根据药材的具体

情况，对趁鲜加工工艺进行科学研究，才能最终

确定。

3. 2. 1. 2 明确趁鲜加工产品的属性是推行趁鲜加

工的前提 做好中药材趁鲜加工的监管工作，明确

其产品属性是基础，若将趁鲜加工产品的属性定义

为饮片，则受现有法规限制，产地切制饮片无法直

接售卖给医院，同时也存在跨省销售的限制，使相

关企业在投入较大的情况下，收益却有限，甚至影

响产品的流通，因此将趁鲜加工产品的属性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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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片并不利于中药产业发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已发布规定，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可以采购具备健全

质量管理体系的产地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地鲜切药材

用于中药饮片生产。将趁鲜加工的产品属性定义为

药材，切制后获得的产地片可以卖给有资质的饮片

厂，饮片厂进一步净选、炮制获得饮片，这样更有

利于趁鲜加工产品的销售和流通及产地各个加工环

节效益的提高。因此，根据目前的研究和管理体制

将趁鲜加工产品的属性确定为中药材较为合适。

3. 2. 1. 3 指标成分和性状的保持与提高是药材能够

进行趁鲜加工的基本标准 保证药材质量是能够进

行趁鲜加工的基本标准，如果目前趁鲜加工工艺技

术能够保证药材质量，则该品种可以进行趁鲜加工，

反之，则不能。例如，李越峰等[129]研究发现趁鲜切

片的当归中阿魏酸的含量高于传统方式加工当归中

阿魏酸的含量，认为当归可以趁鲜切片；张雪梅等[4]

研究发现，丹参阴干至含水量 20. 27%～28. 26% 后

切制、干燥，断面基本不变色，浸出物含量满足

《中国药典》 2020年版要求，丹酚酸B含量高于传统

加工，丹参酮含量与传统加工无明显差异；辛二旦

等[130]研究发现，大黄在含水量为 35%时趁鲜切制后

干燥断面颜色基本和传统加工保持一致，无明显褐

变，测定大黄中 11种蒽醌含量后计算加权得分，趁

鲜加工饮片得分高于传统加工；刘勇等[35]研究发现，

三七药材趁鲜切制后 50℃条件下烘干，药材外观黄

绿色、断面各层次清晰、孔隙分布均匀，且总皂苷

含量较整根 50℃烘干提高了 7. 27%。因此，趁鲜加

工后药材性状或指标性成分含量不降低是判断药材

能否进行趁鲜加工的基本标准。同时，所有药材品

种应建立符合其质量要求的加工工艺和评价标准，

通过对趁鲜加工后的药材与传统加工后药材的主要

性状和指标性成分进行检测分析，用数据说明该药

材进行趁鲜切制的可行性。

3. 2. 1. 4 药效指标可以成为判断能否进行趁鲜加工

的主要依据之一 罗雪晴等[131]通过研究，确定了枳

壳趁鲜切制饮片优选工艺为新鲜枳壳横向对半切，

晾晒 3 d后再切制成 2～3 mm的薄片，晒干。得到的

趁鲜加工饮片中柚皮苷和新橙皮苷含量高于传统加

工方法获得的药材，并分析了优选枳壳趁鲜切制工

艺饮片与传统饮片对小鼠肠推进率、胃排空率、胃

泌素等的影响，发现趁鲜切制饮片与传统饮片在胃

肠动力学药效指标上作用相当。趁鲜加工饮片与传

统饮片比较研究多集中于指标性成分的差异，关于

药效前后的对比研究较少，但药效又是评价药材质

量优劣的指标之一。因此未来，随着药效评价体系

的不断完善可以增加趁鲜加工药材药效方面的评价，

从而为药材是否适合趁鲜加工提供更可靠的判断

依据。

3. 2. 1. 5 趁鲜加工品种逐步放开的依据 综合分析

各个省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现状，趁鲜加工品种的

放开可以遵循以下次序：对于在各个省区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的品种经过专家论证后

可直接上升至国家标准；对于在各个省区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中出现频率稍低，但也常出现的品种，在

经过相关检测机构系统评估后上升至国家标准；而

对于在各个省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出现频率极低

的品种，经过相关检测机构系统评估，评估合格后

进行试点，结合试点实行情况再确定是否上升至国

家标准。

3. 2. 2 关于监管部门的监管建议

3. 2. 2. 1 加快制定一套科学、全面、可执行的标准

体系 产业要发展，标准需先行，药品安全的基础

是原料的合格和安全。因此趁鲜加工的工艺标准和

质量标准是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监督共同遵循

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也是药品监管的法定技术依据。

所以，为了满足市场和行业发展的需求，推动中药

产业的发展，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应在各地工作的基

础上，组织对趁鲜加工的药材品种进行研究论证，

为各个品种趁鲜加工工艺及检验制定相关标准，从

而保证药品原料的质量和安全。

3. 2. 2. 2 明确责任主体，扫除监管部门的监管盲

区 生产企业是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产品

质量的主体责任。趁鲜加工不属于药品生产，未进

入到药品监管环节。但产地加工药材的质量是药品

质量的源头，因此，若逐步放开趁鲜加工品种，中

药饮片生产企业应将质量管理体系向种植、趁鲜加

工环节延伸，对采购的鲜切加工药材承担质量管理

责任，其质量控制应覆盖种子种苗、地理环境、田

间管理、采收加工等环节，形成全产业链溯源质量

控制，从而承担起质量控制的主体责任。

3. 2. 2. 3 引导饮片厂等中药企业到药材产地建立趁

鲜加工部门 趁鲜加工工艺、加工技术、加工环境

及从业人员状况是影响趁鲜加工药材质量的关键，

也是监管部门主要关注和监督的环节。若逐步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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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鲜加工品种，建议饮片厂或其他药品生产企业到

药材主产区建立符合要求的中药材趁鲜加工生产部

门，同时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完整的中药材质量追溯

体系，保证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干燥、包装、

仓储及销售等环节的全过程可追溯。这样不仅可以

保证产品质量，而且有利于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4 结语

趁鲜加工是中药材生产的发展趋势，应在传统

理论及现代研究支撑下开展。本文通过对中药材趁

鲜加工的研究现状和政策进行统计分析，以问卷的

形式调查了 85种中药材趁鲜加工的存在状况，并

对中药材趁鲜加工逐步放开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为推动趁鲜加工发展和相关部门监管提

供了建议，以期为中药材趁鲜加工相关政策的制定

提供参考，从而推动中药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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