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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仲为杜仲科植物杜仲(eucommia
 

ulmoides
 

ol-
iver)的干燥树皮,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用药历史。
杜仲性温、味甘,归肝、肾经,具有补肝肾、强筋骨、
安胎的功效,临床多用于治疗肝肾不足、腰膝酸痛、
筋骨无力、头晕目眩、妊娠漏血、胎动不安等症[1] 。
其分布于陕西、甘肃、河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
湖南及浙江等省区,现各地广泛栽种[2] 。 自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已从杜仲皮、叶、花和

果实中提取获得化学成分多达 134 种[3] 。 按其结

构可分为木脂素类、环烯醚萜类、黄酮类、苯丙素

类、甾醇类及三萜类、多糖类、抗真菌蛋白及其他成

分等[3] 。 本文对杜仲炮制方法及工艺进行了研究,
现将其不同炮制方法对其质量的影响进行综述,以
期为杜仲炮制工艺的标准化、可控化提供理论依

据,为中医临床合理利用杜仲的药用价值提供有用

参考。
1　 炮制对杜仲质量的影响

1. 1　 产地初加工对质量的影响　 中药材采收后应

进行初加工,其包含净制、切制等。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一部》中对杜仲初加工的规定,杜仲

在采收后应刮去粗皮,堆置“发汗”至内皮呈现出紫

褐色,并晒干。 而杜仲来源产地不同,各地区所采

用初加工方式略有不同。 目前,有采用直接晒干的

初步加工方法,也有在杜仲“发汗”前进行微煮,即

微煮-发汗-晒干过程。
文献报道,不同的产地初加工方法对杜仲药材

的质量影响较大,以水分测定结果来看,直接晒干>
发汗-晒干>微煮-发汗-晒干,各加工方法所得样品

中水分含量在 7. 6% ~ 11. 2%,波动范围较大,但均

符合现有标准的规定[4] 。 从杜仲主要有效成分松

脂醇二葡萄糖苷( PDG)的含量测定结果看,微煮-
发汗-晒干>发汗-晒干>直接晒干[4] 。 此研究结果

表明,进行初加工“发汗”过程后的杜仲,其有效成

分含量比直接晒干的杜仲更多,因此初加工即“发

汗”过程对维持杜仲质量致关重要。
1. 2　 净制对质量的影响 　 净制是指采用挑选、筛
选、风选、水选等方式,除去原药材中的非药用部分

及杂质,选取药用部分,从而达到洁净药材质量标

准的方法。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和

各地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均要求杜仲炮制时应刮

去残留粗皮,洗净。 现代研究表明,杜仲粗皮约占

杜仲全药材的 20%左右,主要由颓废的死细胞组

成,有效成分含量较低,常在炮制前将其除去[5] 。
杜仲净制的目的是去除无药用价值的木栓层及杂

质,使药材纯净,从而选取质量好的药用部位。 刘

圣金等[6] 、罗定强等[7] 研究发现,含有粗皮的杜仲

水溶成分比去粗皮的杜仲低 11. 26%,且粗皮与去

粗皮杜仲 PDG 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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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杜仲粗皮中的重金属含量(Pb、Cd、As、Cu、Hg)比

去粗皮杜仲的高[6-7] 。 由此可见,杜仲净制对于提

高杜仲药材质量以及规范其炮制工艺是必不可

少的。
1. 3　 切制对质量的影响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杜

仲饮片切制规格不尽相同,来源不同的地区、不同

生产产家的杜仲饮片规格更是有明显差异。 市面

上存在的各种规格类型的杜仲饮片有丝、条丝、条、
小方块、块等,其大小在 0. 3 ~ 3. 0

 

cm 不等。 唐代

《新修本草》中载:“用之薄削去上甲皮横理,切令丝

断也”,首次提出杜仲切制方向以药材的横向纹理

为佳[8] 。 杜仲切制规格不同,其煎出率也不同。 李

川等[9]研究表明,杜仲煎出率大小依次为:横丝>纵
丝>丁>条>块>带粗皮块。 同时,横丝的煎出率相较

纵丝的提高了 11. 04%,相较丁的煎出率则高出约

13. 3%。 方海燕等[10] 研究也表明杜仲不同切制规

格,其煎出率:横丝>纵丝>块,且横丝以切成 0. 5
 

cm
宽时最有利于总成分的煎出。 因此,笔者认为杜仲

切丝的总成分溶出量相比于丁、块的更高,且切制

的形状、方向和规格均能对杜仲煎出率产生影响,
从而认为沿仲杜胶丝生长方向垂直切断所制成的

饮片,将最有利于杜仲总成分的溶出,但具体何种

切制规格最有利于杜仲总成分的溶出尚未确定,仍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1. 4　 炒制对质量的影响　 炒制是中药饮片炮制过

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手段,其操作过程即将净选或

切制后的中药材放置于加热容器内用不同的火力

连续加热,并不断搅拌翻动至一定程度。 现阶段随

着炒制法的不断发展,在大生产过程中已由人工炒

制发展为使用炒药机炒制,但在使用炒药机时,由
于机器型号、热源、温度等存在差异,不同生产厂家

所生产的中药炒制品在规格、炒制程度等方面均有

所不同,继而仍存在质量差异。 目前,炒制法主要

分为清炒法、加辅料炒、炒炭 3 种。
1. 4. 1　 清炒法 　 杜仲清炒过程为:将净制后的杜

仲生品置于锅内,先用武火,后用文火,不断翻炒至

出现断丝,外表呈现黑褐色,内呈褐色,取出。 清炒

杜仲需要炒制者具有较丰富的经验来把握火候,因
其在确保杜仲饮片规格及炒黄程度方面难度较大,
目前已经不常使用。 各大药厂将现代新型炮制技

术进行改良后,衍生出新的炒制方法,如烘制法和

微波加热法。
1. 4. 1. 1　 烘制法　 烘制法可以通过电烘箱自主调

控温度,有效保证杜仲受热均匀,在一定程度上缩

短了炮制时间,炮制过程中充分降低了炭化率,提
高了杜仲的质量,而且操作简单,便于掌控。 周业

超[11] 报道,使用烘制法处理后的杜仲收率达到

87. 5%,而传统炮制法的收率为 64. 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 05);且通过水溶性浸出物含量的测

量后,烘制法处理后的浸出物含量为 22. 34%,高于

传统炮制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烘制

法对于提高杜仲质量意义重大,且在一定程度下提

高了杜仲的药效,具有推广、研究意义。
1. 4. 1. 2　 微波加热法　 微波加热法是近几年新兴

的一种火制技术,其原理是利用微波的穿透特性,
透射入药材内部,极性分子(水、蛋白质、淀粉等)吸

收微波能发生高速运转、碰撞,摩擦生热[12] ,从而使

得温度迅速升高。 相较于传统的火制工艺,微波加

热所得的炮制品外观更完整且无焦糊现象,这可能

与强穿透力的微波有效确保药材内外同时加热,耗
时更短有关。 吕强等[13]研究发现,微波处理后杜仲

中的总黄酮、桃叶珊瑚苷和绿原酸的质量分别是晒

干处理的 1. 52、17. 06 和 5. 14 倍,因此与传统的晒

干相比较,将微波技术应用于杜仲原料的处理,能
有效地减少杜仲有效活性成分的损失。 赵鸿宾

等[14]研究发现,采用微波加热法的杜仲绿原酸的含

量高于炒法和烘制法的杜仲样品。 综上所述,微波

加热法应用于杜仲生品的干燥过程对其质量损耗

较小,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微波炮制技术代替传统火

制工艺对中药材进行干燥处理是可行的。 但基于

现阶段微波炮制技术对中药材质量及药效的影响

程度研究仍处于基础研究环节,对杜仲质量影响的

规律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未来在该领域的研究

需要更加全面、彻底。
1. 4. 2　 加辅料炒　 现阶段广泛使用的加辅料炒制

杜仲的方法主要有土炒、砂烫、麸炒。 肖娟等[15] 将

200
 

g 待炮制杜仲分别置于灶心土、洁净河砂、麸皮

中翻炒,炒至丝易断时,取出,筛去辅料,放凉,平均

得率依次为 81. 59%、79. 49%、77. 87%。 由此说明

杜仲在炮制过程中使用不同的固体辅料,因其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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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会有所差异,从而对杜仲炮制品的成分含量、
浸出物等指标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赵冬霞等[16]

在比较砂烫法、土炒法及炒炭 3 种炮制方式后,发
现采用砂烫和土炒方法加工杜仲时受热均匀,胶丝

易断,其中土炒的断丝率可达 95%左右,损耗率最

低仅为 18%。 且砂烫杜仲的水溶性浸出物、绿原酸

含量和成品收率均高于炒杜仲炭。 因此笔者认为

砂烫杜仲炮制法可以取代炒杜仲炭法。
1. 4. 3　 炒炭　 《金匮要略方论》中首次提出炒炭的

记载,由于炭类药在临床治疗某些病症如内外出血

方面有疗效,故前人有“红见黑即止” 的说法[17] 。
陶益等[18-19]研究发现,杜仲炒炭后所含有的化学成

分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 PDG 含量降低约

85%,京尼平降低 98%,京尼平苷降低 70%,京尼平

甘酸降低 70%,咖啡酸降低 75%。 中药材进行炒炭

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或产生止血作用,对杜仲炒炭在

一定程度上也赋予杜仲止血的药效,增强其补肝肾

的药理作用。
1. 5　 炙法对质量的影响　 炙法是中药炮制中一项

十分常用的炮制手段,其操作过程为将净选或切制

后的药材加入一定量的液体辅料中拌炒,使辅料逐

渐渗入药物组织内部的炮制方法。 根据所加的液

体辅料不同,炙法可分为酒炙、盐炙、蜜炙、姜炙、醋
炙等。 而盐炙杜仲在中医临床上应用较为普遍。
1. 5. 1　 盐炙法 　 杜仲为补肝肾之品,而盐炙杜仲

温而不燥,可直达下焦,引药入肾。 杜仲胶为一种

硬性橡胶类物质,经高温加热后,硬性橡胶可被破

坏,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 另外,杜仲有降压作

用,盐炙杜仲比生杜仲的降压作用强约一倍[20] 。 与

此同时,现代用化学方法对盐炙杜仲与生杜仲水溶

性溶出物含量进行比较,结果证实,杜仲浸出物中,
盐炙品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高于生杜仲 8. 07%[21] ;
盐制杜仲中化学成分铅的含量下降 30%以上,减少

了杜仲的毒性作用,说明盐炙可以减毒[22] 。 近年

来,国内外对杜仲盐炙前后化学成分变化的报道较

多,笔者在分析比较该类文献后总结认为:与杜仲

生品相比,盐炙法会降低杜仲主要化学成分 PDG、
京尼平苷、京尼平苷酸、绿原酸等的含量。 此观点

与邓翀等[23] 、刘可鑫等[24]研究的结论一致。
1. 5. 2　 其他炙法　 杜仲还可采用酒炙、蜜炙、姜炙

法进行加工处理,各种不同的液体辅料赋予杜仲相

应的药理作用,如酒炙能使药物性质发生改变,从
而具备引药上行、活血通络之效[25] ;蜜炙可以增强

疗效,姜炙可制其寒性,增强止呕作用。
综上,采用不同的液体辅料(盐水、黄酒、蜂蜜

和姜汁)对杜仲加以炮制,其药效成分的含量变化

较为明显,但考证现存文献尚未发现此含量变化与

液体辅料间存在明显的规律,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液

体辅料的性质及其与杜仲间的相互作用存在差异,
进而导致其不同的炮制品有不同的临床功效。 另

外,所选用的炙法不同,杜仲炮制品在其主要化学

成分的含量上也有较大差异。 刘育婷等[26] 研究发

现,炮制杜仲的 PDG 含量变化以盐炙法炮制品含量

最高,其次为酒炙法、蜜炙法、姜炙法炮制品。
2　 小　 　 结

2. 1　 杜仲炮制品规格　 本文对杜仲炮制方法及工

艺进行了研究,发现杜仲净制工艺要求刮去残留粗

皮并洗净,目的是除去无药用价值的木栓层及杂

质,使药材纯净,便于杜仲药材中有效成分的溶出,
而切制工艺则多以丝、小方块为主,其目的同样为

有效提高杜仲有效成分的煎出和溶出,说明市面上

存在各种规格类型的杜仲饮片,其大小约为 0. 3 ~
3. 0

 

cm 的丝或小方块是有依据的,但饮片规格的具

体来源不得而知,现绝大部分人均认为是源于历代

医家的经验积累与革新,同样何种规格类型的杜仲

饮片具有最佳溶出率以及高药效仍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2. 2　 杜仲炮制机制研究　 中医临床上常用的杜仲

炮制品多为生品和盐炙品,归肝、肾经,具有降血

压、补肝肾、安胎、强筋骨等作用。 中医临床应用上

每一种中药的药理作用及发挥药效都是建立在其

质量及有效化学成分的基础之上,因此研究杜仲生

品与炮制品的质量变化,考察使用不同炮制方法炮

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差异,对于阐明不同炮制方法对

杜仲的作用机制,探究杜仲生品和炮制品的药效或

药理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研究杜仲药理作用的

基础和根本。
2. 3　 杜仲炮制工艺规范化　 本文对杜仲炮制方法

及工艺进行研究,讨论不同炮制方法对杜仲质量的

影响。 由此得出结论:采用不同的炮制方式对杜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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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加工处理,其质量受炮制方式影响较大,例如

在炙法工艺中,杜仲的炙后饮片有效成分含量为盐

炙法>酒炙法>蜜炙法>姜炙法。 杜仲制品有效化学

成分的含量不同,在中医临床上产生不同的药理作

用,应用病症也会有所差异。 研究杜仲炮制工艺及

不同加工方式对杜仲的质量影响,能促进杜仲炮制

工艺的标准化、可控化,充分且合理利用杜仲的药

用价值,在中药炮制技术创新与传承等方面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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