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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清上蠲痛汤的煎煮工艺对其
指标成分转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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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考察经典名方清上蠲痛汤的煎煮时间、加盖与否和锉散粒度等工艺参数对其指标成分转移率

的影响，确定清上蠲痛汤的最佳煎煮工艺。方法：建立清上蠲痛汤指标成分含量测定方法，以指标成分的含量和出膏

率为指标，对清上蠲痛汤的煎煮工艺和锉散粒度进行优选。结果：确定了清上蠲痛汤的煎煮工艺为取日剂量饮片，粉

碎（过 4目筛），加水 406 mL 浸泡 30 min，煮沸后再煎煮 20 min，滤液趁热过 200目筛，残渣加水 316 mL，煮沸后

再煎煮 15 min，趁热过 200目筛，合并 2次滤液。结论：从指标成分含量和出膏率等方面考察清上蠲痛汤的煮散质量，

较为全面地展示全方信息，为清上蠲痛汤后期标准研究和其他煮散类经典名方的煎煮工艺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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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ecocting Process on Transfer Rate of Index Components in Qingshang Juantong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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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ecocting time, capping, and particle size of powder on the

transfer rate of index components in Qingshang Juantong Decoction and determine the optimal decocting process. Methods:
The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of index components in Qingshang Juantong Decoction was developed. With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the content of index components and extract yield, the decocting process and particle size of powder

were optimized. Results: The optimal process is as below. The prepared pieces of one-day dosage was ground (passed through

4-mesh sieve) and mixed with 406 mL water for soaking for 30 min. Then the mixture was heated to boiling and decocted for

20 min, and the decoction was filtered with a 200-mesh sieve immediately. The dregs were boiled with 316 mL water for 15
min and the yielded decoction was filtered with the 200-mesh sieve. The filtrate was then put together.Conclusion: The

decocting quality of Qingshang Juantong Decoction was investigated with the content of index components and extract yield,

which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the standard of this prescription and the decoction of other classical formulas.

[Keywords] Qingshang Juantong Decoction;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decocting process; particle size of powder;

index components

清上蠲痛汤载于《寿世保元》 [1]，明代著名医家

龚廷贤之名方，“清上”指清上部的热，“蠲痛”意

为祛除疼痛。清上蠲痛汤具有祛风散寒、清热除湿、

活血止头痛的功效，其辛而不燥、温而不热、苦而

不寒、泄而不降，既可升散风邪，又能苦泄浊阴，

适用于各种头痛之证[2]。黄芩中的黄芩苷、汉黄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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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汉黄芩素等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炎、抗菌、抗

病毒、解热镇痛及治疗心血管疾病等作用[3-4]。蔓荆

子所含的蔓荆子黄素等黄酮类成分具有止痛、抗菌、

消炎作用，对心血管疾病、肿瘤等也显示出一定的

疗效[5]。防风中升麻素苷、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等

色原酮类化合物具有镇痛和解热作用[6]。甘草中的甘

草酸、甘草次酸具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作用，可

用于解毒、抗炎、镇咳、抗菌等[7]。

目前，关于清上蠲痛汤的研究多集中于临床应

用，仅有 1篇清上蠲痛汤指纹图谱的研究报道[8]，尚

未见到有关其冻干粉、工艺方面的文献报道。本研

究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UPLC）建立清上蠲痛汤

物质基准（以下简称冻干粉）中黄芩苷、汉黄芩苷、

甘草酸、蔓荆子黄素和升麻素苷的含量测定方法，

计算了各指标成分的转移率，根据出膏率、主要指

标成分含量及转移率关键指标对清上蠲痛汤冻干粉

的煎煮工艺和锉散粒度进行研究，可为其他煮散剂

冻干粉煎煮工艺和锉散粒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

1. 1 仪器

Acquity 型超高效液相色谱仪、Empower 3工作

站（Waters公司）；kQ-250E型超声清洗机（昆山超

声仪器有限公司）；ME204E型电子天平、XP6型百

万分之一天平 （Mettler-Toledo 公司）；Milli-Q® IQ

7005型纯水系统（Millipore公司）；TGL-16C型离心

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YMW 2L 500W型陶瓷

保健壶 （深圳市一枚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DFY-

200C型摇摆式高速粉碎机（温岭市林大机械有限公

司，200 g）；171E （SCRC）型恒温磁力搅拌器（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TRL-0. 5型真空冻干机

（大连双瑞科技有限公司）。

1. 2 试药

对照品黄芩苷（批号：110715-201821，纯度：

95.4%）、汉 黄 芩 苷（批 号 ：112002-201702，纯 度 ：

98.5%）、蔓荆子黄素（批号：111554-201705，纯度：

98.3%）、甘 草 酸 铵（批 号 ：110731-202021，纯 度 ：

96.2%）、升 麻 素 苷（批 号 ：111522-201712，纯 度 ：

96.2%）均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乙腈、

甲酸、磷酸均为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药材

及饮片经江阴药业有限公司唐波工程师鉴定均为正

品，样品信息见表1。

2 方法

2. 1 检测样品制备

2. 1. 1 冻干粉对应实物制备 取日处方药量：酒当

归 3. 73 g、川芎 3. 73 g、白芷 3. 73 g、细辛 1. 12 g、

羌活3. 73 g、独活3. 73 g、防风3. 73 g、菊花1. 87 g、

蔓荆子 1. 87 g、麸炒苍术 3. 73 g、酒黄芩 5. 60 g、

麦冬 3. 73 g、甘草 1. 12 g，粉碎，加水 406 mL （9
倍量），浸泡 30 min，煮沸后再煎煮 20 min，200目
筛趁热滤过，残渣加水 316 mL （7倍量），煮沸后再

煎煮 15 min，200目筛趁热滤过，合并 2次滤液，即

得清上蠲痛汤水煎液。放冷后，精密移取清上蠲痛汤

水煎液 4 mL至西林瓶中，冷冻干燥 72 h，得到清上

蠲痛汤冻干粉对应实物样品。

2. 1. 2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冻干粉约0. 2 g，精密称

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70%甲醇10 mL，密

塞，称定质量，超声处理（250W，40 kHz） 30 min，

放冷，再称定质量，用 70% 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

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供试品溶液1。
取冻干粉约 0. 5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

中，精密加入 50% 甲醇 10 mL，密塞，称定质量，

超声处理（250 W，40 kHz） 30 min，放冷，再称定

质量，用 50% 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滤过，

取续滤液，即得供试品溶液2。
2. 1. 3 对照品溶液制备 取对照品黄芩苷、汉黄芩

苷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黄芩苷、汉黄芩苷

表1 清上蠲痛汤处方样品信息

药材

当归

川芎

白芷

细辛

羌活

独活

防风

菊花

蔓荆子

苍术

黄芩

麦冬

甘草

饮片

酒当归

川芎

白芷

细辛

羌活

独活

防风

菊花

蔓荆子

麸炒苍术

酒黄芩

麦冬

甘草

饮片批号

1811027
1811013
1812026
1811052
2011009
1911023

1903030
1911007
1811003
1811066
1903019
1905070
1811063

产地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悦心镇

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赵和镇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
水布垭镇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五十家子镇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洋马镇

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拖船镇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管帅镇

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永河镇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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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浓度分别为 1500、350 μg·mL–1的溶液，即得

对照品溶液1。
取对照品甘草酸铵、蔓荆子黄素适量，精密称

定，加50%甲醇制成甘草酸铵、蔓荆子黄素质量浓度

分别为97、10 μg·mL–1的溶液，即得对照品溶液2。
取对照品升麻素苷适量，精密称定，加 50% 甲

醇制成升麻素苷质量浓度为 35 μg·mL–1的溶液，即

得对照品溶液3。
2. 2 有效成分的UPLC定量检测

2. 2. 1 黄芩苷和汉黄芩苷 取 2. 1. 2项下制备的供

试品溶液 1和 2. 1. 3项下制备的供试品溶液 1，以甲

醇-0. 2% 磷酸溶液 （48∶52） 为流动相，检测波长

为355 nm的色谱条件进行方法学考察。

2. 2. 2 蔓荆子黄素和甘草酸 取 2. 1. 2项下制备的

供试品溶液 2和 2. 1. 3项下制备的供试品溶液 2， 以

流动相为甲醇 （A） -0. 05% 磷酸溶液 （B） 梯度洗

脱 （0~10 min， 57%A； 10~15 min， 57%~75%A；

15~16 min， 75%~90%A； 16~18 min， 90%A），检

测波长为254 nm的色谱条件进行方法学考察。

2. 2. 3 升麻素苷 取 2. 1. 2项下制备的供试品溶液

2和 2. 1. 3 项下制备的对照品溶液 3，以甲醇-乙腈-

0. 05%甲酸溶液（15∶8∶77）为流动相，检测波长

为254 nm的色谱条件进行方法学考察。

2. 3 出膏率及有效成分转移率的影响因素考察

2. 3. 1 提取时间 《寿世保元》中未对本方的加水

量、煎煮时间进行明确要求，煎煮方式为水煎服[1]。

根据 2020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经典名方开发专家共

识峰会上的指导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

《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9]及张星等[10]研究表

明，基准样品应根据国家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关键

信息及古籍记载内容进行制备，若国家发布的古代

经典名方关键信息或古籍记载内容中仅为“水煎服”

等，对于此类无详细工艺制法表述的方剂，应参照

《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 [11]并结合具体情

况，合理确定制备工艺。

综合以上结果，清上蠲痛汤按照《医疗机构中药

煎药室管理规范》煎煮要求[11]，取日处方量饮片粉

碎，一煎加水 406 mL （9倍量），二煎加水 316 mL

（7倍量）浸泡 30 min。含芳香挥发性有效成分的药

物煎煮时间则不宜过长，以避免芳香成分丧失，损失

药性，降低药效[12]。因方中防风、羌活、白芷、细辛等

为解表类中药，而解表类中药的煎煮时间一般规定在

20 min左右[13]。故本研究以一煎20 min为基点，考察

4种不同的煎煮时间。煎煮后滤液均趁热过200目筛，

合并一煎、二煎 2次滤液。分别考察一煎30min、二

煎25min；一煎25min、二煎20min；一煎20 min、二

煎15min；一煎15min、二煎10min，4种不同煎煮时

间的冻干粉的出膏率，黄芩苷、汉黄芩苷、甘草酸、

蔓荆子黄素和升麻素苷指标成分的转移率。

2. 3. 2 提取过程加盖与否 本研究在处方量饮片煎

煮时，考察了煎煮过程中加盖和不加盖条件下对清上

蠲痛汤出膏率和有效成分转移率的影响。按照处方剂

量，称取清上蠲痛汤日处方剂量，将每剂复方分别置于

各药煎壶中，一种方式全程加盖，另一种方式全程不加

盖，加水406 mL浸泡30 min，煮沸后再煎煮20 min，

滤液趁热过 200目筛，残渣加水 316 mL煮沸后再煎

煮 15 min，趁热过 200目筛，合并 2次滤液，即得清

上蠲痛汤的加盖和不加盖的水煎液。分别考察冻干

粉的出膏率，黄芩苷、汉黄芩苷、甘草酸、蔓荆子

黄素和升麻素苷指标成分的转移率。

2. 3. 3 粒度 饮片制备成粗颗粒不仅可以节省饮

片、增大饮片与溶剂的接触面积，还可减少煎煮时

间、增加有效成分的溶出[14]。但有时粒度过细并不

一定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使用铜舂和粉碎机对饮

片进行锉散处理，得到不同粒径大小的饮片颗粒。

按日剂处方量分别称取 13味饮片锉碎，依次过 4目
筛、10目筛和 24目筛，得到 3种不同粒度的颗粒，

按 2. 1. 1 项下方法制得冻干粉。分别考察其冻干粉

的出膏率，黄芩苷、汉黄芩苷、甘草酸、蔓荆子黄

素和升麻素苷等指标成分的转移率。

3 结果与讨论

3. 1 指标成分的UPLC图谱

清上蠲痛汤中黄芩苷、汉黄芩苷、蔓荆子黄素、

甘草酸和升麻素苷的含量色谱图见图1~3。
3. 2 UPLC色谱条件

3. 2. 1 黄 芩 苷 、 汉 黄 芩 苷 安 捷 伦 ZORBAX

Eclispse Plus C18 RRHD（100mm×2. 1mm，1. 8 μm）；

以甲醇 -0. 2% 磷酸溶液 （48∶52） 为流动相；流

速为 0. 3 mL·min–1；柱温为 30 ℃；检测波长为

355 nm；进样体积为1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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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蔓荆子黄素、甘草酸 安捷伦 ZORBAX

Eclispse Plus C18 RRHD（100mm×2. 1mm，1. 8 μm）；

流动相为甲醇（A） -0. 05%磷酸溶液（B），梯度洗

脱 （0~10 min， 57%A； 10~15 min， 57%~75%A；

15~16 min， 75%~90%A； 16~18 min， 90%A）；流

速为0. 3mL·min–1；柱温为30℃；检测波长为254 nm；

进样体积1 μL。

3. 2. 3 升麻素苷 安捷伦 ZORBAX BONUS RP

RRHD （100 mm×2. 1 mm，1. 8 μm）；以甲醇-乙腈-

0. 05% 甲酸溶液 （15∶8∶77） 为流动相；流速为

0. 25 mL·min–1；柱温为 30℃；检测波长为 254 nm；

进样体积1 μL。

3. 3 UPLC方法学验证

方法学考察结果显示，清上蠲痛汤中5个指标成

分的含量测定方法仪器精密度、线性、重复性、稳定

性均良好，加样回收率均在规定范围内，结果见表2。
3. 4 有效成分的转移率及其影响因素

3. 4. 1 提取时间 测定 4种煎煮时间下清上蠲痛汤

中黄芩苷、汉黄芩苷、甘草酸、蔓荆子黄素和升麻素

苷的转移率及冻干粉的出膏率（表 3）。按公式（1）
计算转移率。

转移率 = 提取液总含量
当量饮片总含量

× 100% （1）
由表 2可知，不同的煎煮时间黄芩苷转移率几

乎没有差异，表明煎煮时间对黄芩苷的转移率没有

较大影响；煎煮时间越长汉黄芩苷的转移率越高；

随着煎煮时间缩短，甘草酸和蔓荆子黄素的转移率

略有升高；一煎 25 min，二煎 20 min 升麻素苷的转

移率最高。结果表明不同煎煮时间条件下出膏率差

别不大。综合以上的结果，最终选择一煎 20 min，

二煎15 min作为煎煮时间。

煎煮时间过久，防风有效成分含量降低，可能

是因为煎煮时间对中药某些成分的含量具有一定的

影响，在煮药的过程中，随着煎煮时间的不同，单

味药的各组分之间也可能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这

些反应最终影响中药中某些成分的含量[12]。煎煮中

药的过程是中药有效成分不断向溶液释放、溶解的

过程，当药液中有效成分溶解到一定质量浓度后，

溶解和析出过程达到平衡，就不会再释放有效成分，

再继续煎，不仅不会使药物内的有效成分继续溶解，

反而会使药液中的有效成分不断蒸发而减少，甚至

使有效成分在长时间的高温中遭到破坏，导致药效

降低[15-16]。复方中有效成分含量复杂，一个时间点不

能保证所有药物的有效成分均被煎出且不被破坏[17]。

综合考虑整个复方药味的特点及指标成分的转移率

等因素，确定最佳煎煮时间。

注：A. 供试品；B. 蔓荆子黄素对照品；C. 甘草酸对照品；1. 蔓荆子

黄素；2.甘草酸。

图2 清上蠲痛汤及蔓荆子黄素、甘草酸色谱图

注：A. 供试品；B. 黄芩苷对照品；C. 汉黄芩苷对照品；1. 黄芩苷；

2. 汉黄芩苷。

图1 清上蠲痛汤及黄芩苷、汉黄芩苷色谱图

注：A. 供试品；B. 对照品；1. 升麻素苷。

图3 清上蠲痛汤及升麻素苷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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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 提取过程加盖与否 测定加盖和不加盖条件

下煎煮出的清上蠲痛汤中黄芩苷、汉黄芩苷、甘草

酸、蔓荆子黄素和升麻素苷的转移率及冻干粉的出

膏率，结果见表4。

由表 4可知，加盖煎煮时各指标成分的转移率

均高于不加盖，因为方中所含的蔓荆子黄素和升麻

素苷含量较低，所以对蔓荆子黄素和升麻素苷的转

移率影响较大。黄芩苷、汉黄芩苷和甘草酸因含量

较高，含量较稳定，所以转移率的增长幅度不大，

在 5%左右。蔓荆子黄素转移率增长幅度为 40%，升

麻素苷转移率增长幅度为 16%。增长幅度较大，推

测蔓荆子黄素和升麻素苷在不加盖煎煮时，可能加

大了与空气中的氧气反应，转化成具有挥发性的物

质，或者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一部分转化为其他

物质。加盖煎煮时的平均出膏率略高于不加盖煎煮。

如果煎中药不加盖，中药内的有效成分便易随水

蒸气“跑”出去，降低药物疗效。有些药物的有效成分

为挥发油，大多挥发油比水轻，开盖煎煮，挥发油随水

蒸气一起蒸出[14]。综合以上结果，此方需加盖煎煮。

3. 4. 3 粒度 不同粒度煎煮，清上蠲痛汤中指标成

分的转移率及出膏率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黄芩苷和汉黄芩苷的转移率在饮片粒

度过24目筛时明显低于其他2种锉散粒度；饮片过24
目煎煮时的甘草酸和蔓荆子黄素的转移率明显偏高；锉

散粒度对升麻素苷的转移率未有明显影响。24目的出

膏率也微高于其他2种粒度。随着饮片粒径的减小，甘

草颗粒的比表面积增大，吸附作用增强，被吸附的甘草

酸分子增多；而扩散作用也会增强，甘草酸分子溶出的

也越多[7]。当粒度减小，由于扩散作用不起主导作用，

表面能的作用加强，黄芩苷分子越容易吸附在黄芩颗粒

表面，较难溶解出来，黄芩苷的溶出量也就越低[18]。

甘草日剂量为 1. 12 g，在全方中占比仅为

2. 48%，比较清上蠲痛汤水煎液中甘草对应固形物

含量，饮片过 4目筛 0. 090%，过 10目筛 0. 092%，

过 24目筛 0. 117%，3种锉散粒度对于汤剂中甘草对

应固形物含量的影响不是很大。甘草缓急止痛、调

和诸药[19]，为本方中使药。蔓荆子日剂量为 1. 87 g，

在全方中占比为 4. 14%，比较清上蠲痛汤水煎液中

蔓荆子对应固形物质量分数，饮片过 4目筛和 10目
均为 0. 011%，24目为 0. 113%，3种锉散粒度对于

汤剂中蔓荆子对应固形物含量几乎没有影响。比较

表2 清上蠲痛汤中5个指标成分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

成分

黄芩苷

汉黄芩苷

甘草酸

蔓荆子黄素

升麻素苷

线性关系

Y=1 850 114.587 6X–77 958.327 7
Y=2 886 696.309 5X–39 300.546 8
Y=2 969 076.837 9X–8 793.558 4
Y=10 568 743.455 5X–3 304.131 3
Y=7 925 310.275 3X–2 801.820 7

r

0.999 8
0.999 8
0.999 9
1.000 0
1.000 0

线性范围/μg·mL–1

153.92~3 078.37
36.98~739.54
9.52~190.34
0.97~19.31
3.38~50.72

RSD/%

精密度

0.29
0.71
0.44
1.63
0.34

重复性

0.88
1.17
0.96
1.34
0.96

稳定性

1.91
2.62
1.90
2.75
0.65

平均回收率/%

98.28
93.41
97.11
94.35
96.14

表3 不同煎煮时间清上蠲痛汤中5个主要指标成分的转移率及出膏率

%

煎煮时间

一煎30 min，二煎25 min

一煎25 min，二煎20 min

一煎20 min，二煎15 min

一煎15 min，二煎10 min

转移率

黄芩苷

69.84
69.44
69.12
68.29

汉黄芩苷

70.30
66.06
62.44
61.56

甘草酸

57.21
58.25
60.64
64.46

蔓荆子黄素

22.23
22.55
24.53
24.41

升麻素苷

80.66
84.09
75.45
71.84

出膏率

36.60
36.76
35.92
35.51

表4 加盖与否清上蠲痛汤中主要指标成分的转移率及出膏率

%

考察
条件

加盖

不加盖

转移率

黄芩苷

73.52
70.18

汉黄芩苷

71.76
67.98

甘草酸

61.65
58.27

蔓荆子黄素

26.45
18.83

升麻素苷

84.98
73.03

出膏率

36.68
33.39

表5 不同锉散粒度清上蠲痛汤中主要指标成分的

转移率及出膏率

%

锉散
粒度

4目筛

10目筛

24目筛

转移率

黄芩苷

80.84
77.29
71.65

汉黄芩苷

79.56
78.39
72.76

甘草酸

50.09
52.55
69.48

蔓荆子黄素

30.32
30.93
39.00

升麻素苷

87.29
89.68
87.26

出膏率

36.71
37.62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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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过后的不同锉散粒度的水煎液，饮片过 4目筛时

水煎液清澈，另 2种水煎液浑浊，且 24目筛煎出液

在滤过时极为困难。

虽然饮片经过粉碎可提高某些有效成分的溶出，

但也可能会增加其他一些未知成分的溶出。清上蠲

痛汤 13味药中有 8味药是质地坚硬或纤维性强的根

及根茎类药材，这类药材不易粉碎，若要进行煮散，

粉碎粒度会受限，为方便操作，有必要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适当放大粉碎粒度[20]。同时考虑到生产的

可行性，最终确定饮片的锉散粒度为全部过 4目筛，

但混有通过10目筛的不超过20%。

4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煎煮时间对各成分的煎

出率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在确定本方煎煮时间时，

不仅要考虑到某些成分的转移率，还要考虑方中较

多药味为清热类和芳香类中药，不宜久煎。在煎煮

过程中进行加盖，从而降低有效成分随水蒸气的蒸

发而减少的影响，以保证药物疗效。本研究前期通

过查阅文献、论坛讨论等多种途径，选择将饮片粉

碎成过 4目筛、10目筛和 24目筛。结果表明除升麻

素苷外，不同的锉散粒度对其他指标成分的转移率

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随着饮片粉碎粒度的减小，煎

出率提高，出膏率随之增大。经典名方的最终研究

归于制剂生产，考虑到后续大生产的煎煮设备，避

免造成煎煮时设备堵塞等不必要的影响，选择粉碎

粒度较高的过 4目筛作为锉散粒度。因方中大多数

中药中含有挥发油，在后期小试实验中能否收集到

挥发油还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在实验过程中，取样不均等各方面因素对各指

标成分的转移率均有影响，在后期实验中，对于饮

片的选择应尽量保持统一的规格，减少因取样带来

的误差；尽量保持药煎壶功率一致，降低因实验仪

器带来的误差。

本研究从指标成分含量和出膏率等多方面考察，

对冻干粉的煎煮时间、加盖与否和锉散粒度等工艺参

数进行研究和确定。本研究仅为实验室实验，后期的

工业化生产还需参考本研究的参数进行小试、中试等

研究。对于冻干粉后续开发研究，还需全面考察药材-

饮片-中间体-对应实物的相关性，并对对应实物制备

过程中关键质量属性的量值传递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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