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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湖南省名老中医蒋孟良教授膏滋应用与熬制的独特经验与技艺。 蒋教授应用膏药的学术特色为未病先

防,调治亚健康;扶正祛邪,调治慢性疾病;补益虚损,延缓衰老;扶正安神,调理情绪及睡眠;肝脾肾同调,调节免疫、激素水

平;调理脾胃,防膏方滋腻碍胃。 蒋教授结合传统与现代科技,在膏滋制作上总结出了精选药材、临方炮制、抢水洗药、浸泡透

彻、分类煎煮、精细炼蜜、科学收膏、注重细节的独特经验,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对提升膏滋疗效有显著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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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膏滋(又称膏方或煎膏),是中药的八大常见剂

型之一[1] ,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黄帝内经》
中记录的豕膏和马膏,是现行中医典藏中膏方的萌

芽状态[2] 。 其后,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明确提出

了“煎”的含义及其具体制造工艺,其过程已与现代

膏方的制造工艺较为相似,因而医学界认为“煎”相

当于膏滋的雏形[3] 。 此后,晋代葛洪 《肘后备急

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南宋洪遵《洪氏集验

方》、宋太医院《圣济总录》等则不断扩大了膏方的

临床应用范围。 中医膏方预防未病、治疗已病的理

论成熟于明清,广泛应用于近现代,对于防治疾病

具有独特的优势。
蒋孟良教授系湖南省名中医,国家中医管理局

“十二五”重点学科—中药炮制学科带头人。 蒋教

授一生致力于中药科研事业,学验俱丰,治学严谨,
形成了独特的膏滋学术思想,尤其擅长于中药膏滋

的制作,提出了“六不熬”的熬膏原则。 坚持用道地

药材、优质原料投料,认真细致地把好熬膏的每一

关,使熬出来的膏滋质量达到一流水平。 其秉承

“饮片虽贵却不敢用次品,工艺虽繁却不敢省人工”
的理念,坚持一人一方,临方制作严谨,手工精心打

造;强调临方炮制、传统手工炮制的重要性,提出了

单味药最佳炮制组合的复方其疗效最佳的理论。
笔者(除通讯作者)师承蒋教授数十年,特将蒋教授

膏滋学术思想与熬制技艺的经验总结如下,以利于

进一步传承发扬。
1　 膏滋技艺的历史沿革

　 　 公元 1650 年,江苏名医劳澄在古城长沙坡子街

开了一家药铺,劳氏后代继承祖业,苦心经营,给药

铺起名为“劳九芝堂”。 其后人劳昆僧为清末中药

名家,不断总结前人的制药方法,并传承创新,对中

药饮片的加工炮制与传统制剂丸散膏丹的制备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创了劳氏纯手工制作膏滋的技

艺,即为湖南谷医堂膏滋技艺之前身,传至第四代

蒋孟良已有百来年历史,此时已形成了独特的膏滋

学术思想与熬制技艺的经验(下文简称谷医堂膏滋

技艺)。 蒋教授强调药材的道地性、临方炮制、辨证

论治、一人一方、临时熬制。 经过几十年中医药理

论学习与实践,在深入研究开胃理脾口服液的工

艺、药效、毒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西结合专家骆敏教授对中药作用机制和入靶活

性成分的前沿科学研究及转化,不断创新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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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出了健脾消食膏,以及后续创立的二冬补阴

膏、气血大补膏、参茸壮阳膏、美容养颜膏、抗癌升

白膏、杞菊明目膏、润肠通便膏。 其对膏滋的研发、
制作、推广与应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2　 膏滋的学术思想

2. 1　 未病先防,调治亚健康 　 亚健康状态是新世

纪人类医学的重大课题。 全球约 70%的人群处于

亚健康状态,并日趋年轻化,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

题[4] 。 中医学提出:“上医治未病”,即不单纯以实

验室检查指标作为诊疗依据,还应结合中医体质、
心身医学,四诊合参,辨证施治来治疗未病。 蒋教

授认为,处于亚健康的人群可服用膏滋调治。 根据

亚健康患者的不同体质特点、症状、体征,辨证组

方。 膏滋口感舒适、顾护脾胃、服用方便,患者若能

坚持长期服用,可达到临床防治疾病的目的,这充

分体现了中医药治未病的思想内涵。
2. 2　 扶正祛邪,调治慢性疾病　 目前代谢性疾病、
免疫性疾病、精神性疾病等的发生发展情况日趋严

重,具有病程长、并发症多、致死致残率高、易复发

等特点。 蒋教授认为,膏滋并非单纯补剂,而是治

病纠偏之要术。 蒋教授临床不仅运用益气、养阴、
补血、温阳、生津、健脾、固肾、填精等补益之剂,还
运用化痰、利湿、祛瘀、通络、理气、清热、解毒等祛

邪之剂,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 蒋教授强调,膏
滋长于扶正,但不专于滋补,可通过施药得当将膏

滋作用从调补转为调治,膏滋辨证选药,一人一方,
药性滋润和缓,药效稳定,口感舒适,利于长期服

用,便于携带,患者依从性高,克服了传统中药煎剂

口感欠佳、患者依从性不佳等缺点,可作为治疗慢

性疾病的最佳剂型。
2. 3　 补益虚损,延缓衰老　 《素问·上古天真论》
载:“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男子五

八,肾气衰,发堕齿槁”,从中年开始,人体脏腑功能

减退,阴阳气血失调,故对于中老年人、久病重病等

气血损伤、脏腑失养之人,可以充分发挥膏滋补益

虚损之功,其补益之力远胜于普通煎剂。 蒋教授擅

长于以各种胶类收膏,辅以蜜糖、冰糖等,精妙熬制

之下作用强效持久,口感佳,患者愿意长期服用。
膏滋能补益虚损,延缓衰老,对中老年人养生及重

病后康复具有独特优势。
2. 4　 扶正安神,调理情绪及睡眠　 焦虑抑郁、睡眠

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属于中医学“不寐” “郁证”等

范畴。 蒋教授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

主,心主神明;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 心肾亏虚是

发病之本,气郁、痰浊、瘀血扰乱神明为发病之标,
均可导致夜寐不安、精神抑郁、焦虑躁狂等精神心

理症状。 蒋教授临证中发现此类患者性格易多疑、
偏激、不稳定,很难按照医师的要求长期规律煎药

及复诊。 故蒋教授在膏滋中常重用药性平和、养血

安神之品如酸枣仁、柏子仁、夜交藤、远志、龙眼肉、
当归、熟地黄、莲子、制首乌等,收获标本兼治之功。
1 剂膏滋可以服用 2 ~ 3 个月,为此类患者提供了一

个行之有效且易于接受的方法。
2. 5　 肝脾肾同调,调节免疫、激素水平　 蒋教授强

调脾肝肾同调。 肝肾同源,肾为肝之母,肾为先天

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与肾为先天

与后天相互资生的关系。 脾主运化,依赖命火的温

煦,肾主藏精,需脾精补充,脾肝肾功能相互促进。
现代研究表明,中医学中的“脾”不仅具有消化吸收

营养物质的功能,还能增强免疫功能,影响人体代

谢与内分泌。 蒋教授以补脾为主,脾肝肾同补,以
达到先天促后天,后天养先天之作用,从而调整人

体免疫功能、内分泌与代谢功能。 对免疫功能低下

的肿瘤、免疫功能亢进的过敏性疾病,能达到双向

调节的作用,同时对于绝经前后诸证如月经紊乱、
烘热汗出、潮热面红、骨质疏松、情志异常等多种症

状,亦可获良效。
2. 6　 调理脾胃,防膏方滋腻碍胃 　 蒋教授在膏滋

服用之前,强调对患者脾胃功能的评估。 脾胃功能

虚弱之人常见食欲不振、脘腹饱胀、胸胁痞满、舌苔

厚腻,如直接服用膏方,会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胃肠

壅滞,故蒋教授建议此类患者服用膏滋之前应先服

用中药汤剂 1 ~ 2 周,以免膏方滋腻碍胃。 蒋教授临

床常用健脾助运、消除宿滞之品清除痰湿、宿食等

胃肠中之病邪,而后进食膏方,能达事半功倍之效。
3　 膏滋的熬制技艺经验

　 　 蒋教授一生致力于膏滋的制作,并不断创新,
精益求精,膏滋制作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 其

提出了“六不熬”原则,即非名医处方不熬、非道地

药材不熬、非临方炮制不熬、非一人一方不熬、非古

法制备不熬、非传统设备不熬,现将其熬制技艺经

验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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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精选药材　 蒋教授强调购买质量上乘的道地

药材,把好药品质量第一关,做良心药,做质量最好

的药,做老百姓最放心的药。 1) 少用矿物质类药,
优先选用山药、玉竹、黄精等膏滋析出量大的药物。
2)精细料小火煎浓汁或研成细粉,于收膏时调入

膏中。
3. 2　 临方炮制 　 中药通过炮制可以增强疗效,降
低毒副作用。 根据复方的功能主治、各药在方中发

挥的作用不同,进行临方炮制,能使饮片的色香味

俱佳,疗效更好。 这是蒋教授独特的要求和独创之

处。 因临方炮制颇具特色,药物气味未在贮存运输

过程中逸失,药材保存最完好,所以疗效更佳。
3. 3　 抢水洗药　 通过清水淋洗,除去泥沙灰屑等,
洁净药物,使成品不溶物大大降低。 蒋教授强调

“抢水洗”,即将饮片投入清水中,快速洗涤,及时捞

出,不能浸入水中太久,以免“下色”,导致有效成分

溶出损失,从而降低疗效。
3. 4　 浸泡透彻　 将药物按不同质地先后不同放入

容器中加清水浸泡,质地坚硬之药先放久泡,疏松

之药后放少泡,以所有药物全部泡透心为准,而不

是同时浸泡导致大、质地坚硬的药材未泡透,轻泡

的药材泡烂。 蒋教授检查泡透的标准是:将质地坚

硬的、较大的饮片掰开观察其中心部位有无干心、
白心、硬心,其均消失后方为泡透,如此可以减少煎

煮时间。
3. 5　 分类煎煮 　 根据药物性质,分为先煎、后下、
包煎、另煎、烊化等,煎煮时间与次数,根据药物种

类不同有别,以药渣无药味为准。 滋补药煎 3 次,
其他药煎 2 次。 药液用 200 目筛或滤布滤过。 蒋教

授反对“一锅煮”,提倡不同性质的药物应不同对

待,如质地坚硬的矿物、贝壳、骨甲(磁石、赭石、自
然铜、石决明、瓦楞子、牡蛎、龟甲、鳖甲、鹿角霜等)
打碎先煎 20

 

min;有毒的川乌、草乌应先煎 1 ~ 2
 

h。
芳香药(降香、沉香、薄荷、砂仁)和久煎成分易破坏

(徐长卿、生大黄、番泻叶、苦杏仁、钩藤)后下,即在

其他群药煎好前 10 ~ 15
 

min 加入。 含黏液质多的

车前子、葶苈子,含绒毛的枇杷叶、旋覆花,花粉等

细小饮片如海金沙、蛤粉、蒲黄等需包煎。 阿胶、鳖
甲胶、鹿角胶等需烊化。 人参、西红花、西洋参等另

煎 30 ~ 40
 

min;羚羊角、水牛角需另煎 2 ~ 3
 

h。 竹沥

水、黄酒、姜汁、蜂蜜对服(兑服)即可。 三七、雷丸、

蕲蛇、金钱白花蛇、琥珀、鹿茸、羚羊角、沉香、紫河

车等研粉,用群药的煎液冲服。
3. 6　 精细炼蜜 　 将生蜜加适量清水煮沸,除去浮

末及上浮蜡质,用三至四号筛(50 ~ 65 目)滤过,滤
除死蜂及杂质,滤液继续加热,炼制温度为 116 ~
118℃ ,含水量 14% ~ 16%,相对密度约 1. 37

 

g / ml,
炼制时表面翻腾“鱼眼泡”(黄色均匀而有光泽的气

泡),用手指捻之有黏性,但两手指分开时无长白丝

出现。 蒋教授认为炼制成“中蜜”即可,炼制时锅要

大,装蜜不要太多,锅容量 1 / 2 即可,并不断搅拌翻

动,以免蜂蜜溢出锅外。
3. 7　 科学收膏　 将药物滤液文火浓缩至较稠的清

膏时(相对密度约 1. 35
 

g / ml 左右),加入炼蜜,继续

用文火熬制浓稠(相对密度约 1. 4
 

g / ml)发亮、滴水

成珠、挂旗时,即可收膏。 注意清膏与炼蜜的密度

要相近,否则较难混匀,并注意火力要小,以免烧

糊,并不断搅拌防止膏滋溢出锅外。
3. 8　 注重细节　 1)灌装要在灭菌的瓷瓶或玻璃瓶

中密封。 蒋教授强调要在洁净区灌装,以免细菌污

染,导致霉变、鼓气爆瓶。 2) 包装要贴好该膏滋的

详细组方、功效标签、服用方法后才能装盒、装箱,
即得成品(各种养生保健、防病治病膏滋)。 3)贮藏

要选择干燥通风的阴凉处。
4　 小　 　 结

　 　 蒋教授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守正创新,
在膏滋制作上总结出了精选药材、临方炮制、抢水

洗药、浸泡透彻、分类煎煮、精细炼蜜、科学收膏、注
重细节的独特经验,强调勿操之过急,需耐心熬制。
同时,服用膏方的人群也应持有“静心慢调” 的心

态,将中医膏滋养生理念融入生活之中。 膏滋注重

精气神的护养,以人体健康平衡观为重,巧妙应对

正邪虚实,充分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沉淀深厚的

中医文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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