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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烫制技术应该是清代之后、 近代以来， 从辅料炒制中独立出来， 创立并发展的炮制技术， 中药烫制法的出现，
是在传统辅料炮制方法的基础上的革新、 发展与提高， 是独创的新的炮制技术。 鉴于近年来有人将辅料炒制与烫制混

为一谈， 甚至将烫合于炒， 有以炒代烫并取代烫法之势， 有必要从辅料炒制与烫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二者的异同等

角度进行深度剖析。 辅料炒制与烫制应划为 ２ 种不同的炮制方法， 烫制法不该取消， 应该进一步加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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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料炒制法是指将中药饮片与液体辅料 （黄酒、 米

醋、 炼蜜、 油脂等） 或固体辅料 （麦麸、 大米、 灶心土

等） 共同拌炒的一类操作技术； 烫制法是指先将固体辅料

（河砂、 蛤粉、 滑石粉等） 传热介质加热至一定温度， 然

后投入饮片边炒边埋的一类炮制方法。 鉴于近年来有人将

辅料炒制与烫制混为一谈， 甚至将烫法合于炒法， 有以炒

代烫并取代烫法之势， 有必要从辅料炒制与烫制的历史沿

革与发展， 二者的异同等角度进行深度剖析， 以正本清源，
力图证明二者应划为 ２ 种不同的炮制方法。
１　 传统意义上 “炒” 与 “烫”

所谓 “炒” 是指烹调方法， 把食物放在锅中加热并随

时翻动、 搅拌至成熟， 一般加入油、 盐等辅料， 如炒菜、
炒货、 炒面等； “烫” 则是反之， 是利用提前加热好的温

度高的物体使另一种物体温度升高或发生其他变化， 如烫

花、 烫金、 烫发、 烫酒等。
２　 烫制法历史沿革

中药烫制法目前主要包括砂烫、 滑石粉烫和蛤粉烫 ３
种。 饮片经过烫制法炮制， 可以增强疗效 （如龟甲、 鳖甲、
穿山甲等）， 降低毒性 （如马钱子）， 矫味矫臭 （如水蛭、
刺猬皮、 穿山甲等）， 便于洁净 （如骨碎补、 狗脊等） ［１］ 。

《中药炮制学》 ［２］中收载砂烫马钱子、 砂烫骨碎补、 砂

烫狗脊、 砂烫鸡内金、 砂烫醋淬龟甲、 砂烫醋淬鳖甲、 砂

烫醋淬穿山甲； 蛤粉炒阿胶、 蛤粉炒鹿角胶； 滑石粉炒鱼

鳔胶、 滑石粉炒黄狗肾、 滑石粉炒水蛭、 滑石粉炒刺猬皮。
《中药炮制学》 ［３］增加了砂炒豹骨、 砂炒脐带、 滑石粉炒玳

瑁。 常见烫制中药饮片的历史沿革［４］见表 １。
目前历版 《中国药典》 中记载的中药饮片烫制的品种

主要有砂烫 （马钱子、 砂烫龟甲、 砂烫穿山甲、 砂烫醋淬

鳖甲、 砂烫狗脊、 砂烫骨碎补）、 滑石粉烫 （水蛭）、 蛤粉

烫 （阿胶）； 另外各地炮制规范中尚收载有象皮、 刺猬皮、
鱼鳔、 鸡内金、 干蟾、 鹿筋、 海狗肾、 驴肾、 牛鞭、 鹿鞭、
玳瑁、 壁虎、 人指甲等烫制品种， 各地炮制规范收载的烫

制饮片品种［５⁃３４］ 见表 ２。 由此可知， 烫制品种主要有虎膝

骨、 豹膝、 鹿骨、 猴骨、 熊骨、 人指甲、 狗骨、 牛角腮、
干蟾、 鱼鳔胶、 虎筋、 鹿筋、 象皮、 狗肾、 驴肾、 鹿鞭、
牛鞭、 海狗肾、 壁虎、 地龙等动物饮片， 和石斛、 白扁豆、
肉豆蔻、 草果、 益智仁、 枳实、 盐杜仲、 诃子等植物类饮

片。 烫制所用的辅料， 除了河砂、 蛤粉和滑石粉外， 还出

现了 “蚌粉” “螺粉” “蒲黄炒 （烫） 阿胶” “菟丝子炒烫

枸杞子” 的记载。 无论是烫制品种的增多， 还是烫制辅料

的丰富， 都可谓烫制法的发扬光大， 应在结合现代研究和

临床应用的前提下加以传承。
各版 《中国药典》 收载的烫制品种［３５⁃４３］ 见表 ３。 由此

可知， 从 １９６３ 至 ２０１５ 年版记载的烫制饮片品种变化不大，
以质地坚硬的动物药为主， 先后有炮山甲、 水蛭、 刺猬皮、
醋龟板、 醋山甲、 制鳖甲、 醋虎骨、 制豹骨、 鸡内金、 阿

胶等， 植物类饮片主要有马钱子、 骨碎补、 狗脊等。
综上所述， 以上中药炮制文献具历史性、 传统性、 真

实性、 实用性、 代表性和权威性， 可为中药烫制法正本清

源提供重要依据。
３　 辅料炒制与烫制异同

中药饮片应用液体或固体辅料炒制， 历代中医药文

献多有记载， 虽辅料烫制法记载颇晚， 却发展较快， 实

属改革创新， 生命力强， 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用价值。 从

炮制方法来看， 中药饮片辅料炒制法与烫制法确有异同

之处。
二者相同之处是都采用辅料炮制饮片， 均需要经过加

热过程炮制， 不同之处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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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常见烫制中药饮片炮制方法历史沿革

烫制方法 烫制品种 历史沿革

砂烫 马钱子 “豆腐制”《本草纲目》、牛油炸《鲁府禁方》、炒制《寿世保元》、油煮《外科证治全生集》、黄土炒《本草纲目

拾遗》，《中国药典》制马钱子（砂烫）
骨碎补 生品密被鳞片，不易除净，且质地坚硬而韧，历代无固体辅料炮制方法，无砂炒法，《中国药典》砂烫骨碎补

狗脊 质地坚硬，边缘附有金黄色绒毛，不易除去，火燎去毛《博济方》、酥炙去毛《圣济总录》、火煅后去毛《普济

方》、酒浸炒去毛《本草逢原》，《中国药典》砂烫狗脊
鸡内金 宋麸炒《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国药典》炒鸡内金（砂炒）
龟甲 古代无固体辅料制法，《中国药典》醋龟甲（砂烫醋淬）
鳖甲 蛤粉炒《圣济总录》、醋硇砂炒《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国药典》醋鳖甲（砂烫醋淬）
穿山甲 蚌粉炒《普济本事方》、蛤粉炒《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土炒《急救仙方》、石灰炒制《世医得效方》、麸炒《普

济本事方》砂土炒《仁术便览》，《中国药典》炮山甲，炮制作用“下痢里急同蛤粉炒．．．妇人阴秃砂炒．．．痘疮

变黑蛤粉炒．．．瘰疬溃坏，土炒．．．耳鸣耳聋蛤粉炒”《本草述钩元》
滑石粉烫 鱼（鳔）胶 明代蛤粉炒成珠《先醒斋笔记》、清代螺粉拌炒《本草汇》、麸炒成泡《良朋汇集》、牡蛎粉炒成珠《增广验方

新编》
象皮 明代用砂炒过，去砂，去细末《证治准绳）、同黄砂炒，候软切片，再炒候脆方研《先醒斋笔记》
黄狗肾 滑石粉炒狗鞭《中华本草》
水蛭　 宋代水浸去血子后米炒《伤寒总病论》，米炒黄、粳米同炒微焦用《圣济总录》，用石灰慢火炒令焦黄色《济

生方》，石灰炒过再熬《类证活人书》，元代盐炒《瑞竹堂经验方》，《中国药典》滑石粉烫

刺猬皮 明代麸炒《普济方》、蛤粉炒《审视瑶函》、清代土炒《医宗说约》，《全国中药炮制规范》滑石粉炒刺猬皮

玳瑁 古代无辅料制法，入药生者良（清《本草辑要》）
蛤粉烫 阿胶 唐代蛤粉炒《银海精微》、宋代米炒《圣济总录》、麸炒《产育宝庆集》、《小儿药证直诀》，蛤粉炒制、米炒制

《圣济总录》），蚌粉炒珠（《传信》），面炒制 《朱氏急验方》等方法。 明代有草灰炒制《证治准绳》。 清代又

增加了牡蛎粉炒制《医宗说约》、蒲黄炒 《嵩崖尊生全书》、土炒制《叶天士秘方大全》等炮制方法
鹿角胶 宋蛤粉炒、螺粉炒《朱氏集验方》、麸炒《洪氏集验方》，《中国药典》无辅料制，２００２ 年版《山东省中药炮制

规范》蛤粉炒鹿角胶

表 ２　 各地炮制规范收载的烫制饮片品种

地区 版本 收载烫制饮片品种

上海 １９５９ 年版 炙虎骨、虎膝骨、牛角腮、炙龟板、炙鳖甲（铁砂拌炒喷米醋）穿山甲、干蟾、炙鸡内金（铁砂拌炒）线鱼胶（鱼鳔胶，蛤粉炒）
阿胶珠（蛤粉炒）

１９７３ 年版 马钱子、干蟾、砂炙鸡肫皮、虎筋、穿山甲、鹿筋（铁砂拌炒）牛角腮、炙龟甲、虎骨、猴骨、炙鳖甲（铁砂拌炒喷米醋）线鱼胶
（鱼鳔胶，蛤粉炒）炒枸杞子（菟丝子拌炒）

２００８ 年版 马钱子、干蟾、鸡内金、炮山甲、制鹿筋（砂拌炒）牛角腮、醋龟甲、豹骨、猴骨、醋鳖甲（砂炒醋淬）人指甲、线鱼胶（蛤粉炒）
阿胶珠（蛤粉炒、蒲黄炒）狗肾粉（滑石粉或蛤粉炒后碾细粉）

山东 １９７５ 年版 狗脊、骨碎补、马钱子、杜仲、干蟾（沙烫）醋炙龟板、烫穿山甲、炙鳖甲（沙烫醋淬）烫水蛭、烫刺猬皮、烫象皮（滑石粉烫）
鹿角胶珠、阿胶珠（蛤　 粉烫）烫鱼鳔（蛤粉或滑石粉烫）

１９９０ 年版 炮姜、烫狗脊、烫骨碎补、制马钱子、烫干蟾、炮山甲（沙炒）盐杜仲（拌盐水后沙炒）烫指甲、烫鱼鳔（蛤粉或滑石粉炒）烫
水蛭、烫刺猬皮、烫海狗肾、烫象皮、烫鹿筋、鹿肾粉（滑石粉炒）醋龟板、醋山甲、烫鳖甲（沙炒醋淬）烫玳瑁（沙或滑石粉
炒）阿胶珠、鹿角胶珠（蛤粉炒）

２０１２ 年版 烫干蟾（滑石粉或沙烫）醋鳖甲（沙烫醋淬）烫刺猬皮、烫玳瑁、烫海狗鞭、烫鹿筋、鹿鞭粉（滑石粉烫）烫鱼鳔（蛤粉或滑石
粉烫）鹿角胶珠（蛤粉炒）

北京 ２００８ 年版 炮姜、制干蟾、烫狗脊、烫枳实、烫骨碎补（砂烫）、醋龟甲、醋穿山甲（砂烫醋淬）、阿胶珠（蛤粉烫）
贵州 １９６４ 年版 炒石斛、炒扁豆、穿山甲、马钱子、炒骨碎补、象皮、炒薏苡仁（桐油制油砂炒）炙龟板、制鳖甲（砂炒醋淬）、炒狗脊（砂炒喷

酒）、虎骨、虎膝、豹骨、豹膝、猴骨（砂烫酒淬）、肉豆蔻（砂烫或滑石粉烫）、阿胶珠（蛤粉炒、蒲黄炒）、炒鱼鳔胶、炒刺猬皮
（滑石粉烫）

２００５ 年版 炮姜、制马钱子、炒白扁豆、炒鸡内金、炒狗脊、烫骨碎补、炮山甲（砂烫）酒炒水蛭（砂烫喷酒）、醋龟甲、醋山甲、醋鳖甲
（砂烫醋淬）、煅狗骨（砂炒酒淬）、阿胶珠（蛤粉烫）、蒲黄炒阿胶（蒲黄粉烫）、蛤粉炒鹿角胶（蛤粉烫）、烫刺猬皮（河砂或
滑石粉烫）

湖南 １９８３ 年版 骨碎补、炮姜、马钱子、鸡内金、穿山甲、鹿筋、鹿鞭、蟾皮（桐油制油砂炒）、草果（油砂炒后搓散盐水拌匀炒）、龟板、鳖甲
（油砂炒醋淬）、虎骨、豹骨、猴骨、熊骨（油砂炒白酒淬）、肉豆蔻、水蛭、地龙、刺猬皮、鱼鳔、玳瑁、象皮、壁虎、驴胶珠（滑
石粉烫或炒）

２０１０ 年版 炮附片、烫狗脊、炒白扁豆、制马钱子、炮山甲、炒鸡内金、烫鹿骨、制鹿筋、牛角腮（植物油制油砂烫，下同）、炮姜、沙炒骨
碎补、制干蟾（沙炒）、醋鳖甲、醋山甲、醋龟甲、醋鸡内金（砂烫醋淬）、猴骨、鹿骨（砂烫酒淬）制壁虎、炒刺猬皮、制玳瑁、
烫水蛭、橡皮粉（滑石粉烫）、制鹿鞭、制驴鞭（滑石粉或砂烫）、炒鱼鳔、阿胶珠（滑石粉或蛤粉炒）

天津 ２０１８ 年版 人指甲、烫水蛭（滑石粉烫）、烫牛鞭（砂子＋滑石粉炒）、制地龙、烫刺猬皮（滑石粉炒）醋龟板、醋龟上壳（沙炒醋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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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地区 版本 收载烫制饮片品种

黑龙江 ２０１２ 年版 制干蟾（砂炒）、烫骨碎补（砂烫）、制驴肾、制狗肾（滑石粉烫）、制刺猬皮、制鱼鳔、制海龙、制海狗肾、制鹿鞭（滑石粉
炒）、盐益智（砂炒去壳后盐制）、制鳖甲（砂炒醋淬）

河南 ２００５ 年版 炮姜、烫狗脊、烫骨碎补、制马钱子、砂烫诃子、烫草果仁、烫益智仁、制干蟾、炒牛角胎、炮山甲、制海狗肾、制鹿筋（砂
烫）醋龟甲、醋山甲、沙烫豹骨、醋豹骨、醋鳖甲（沙烫醋淬）、烫水蛭、制刺猬皮、制玳瑁、制海马（滑石粉烫或炒）、炒
鱼鳔（蛤粉或滑石粉烫）、制鹿肾（滑石粉烫或沙烫）、阿胶珠（蛤粉烫）、炒鸡内金（清炒或烫法，未言烫制用辅料）、
制象皮（烫，未言烫制用辅料）

陕西 ２００９ 年版 炮姜、制干蟾、炮山甲（砂烫）、醋鳖甲、醋龟甲（砂烫醋淬）、烫水蛭、制刺猬皮、制狗鞭（滑石粉烫）
甘肃 ２００９ 年版 炮姜、烫毛姜、制马钱子、烫牛鞭、烫白唇鹿筋、烫白唇鹿鞭、烫驴鞭、烫刺猬皮、烫狗鞭、烫鹿骨、烫鹿筋、烫鹿鞭（砂

烫）、炮附片（砂炒）、醋龟甲（砂烫醋淬）、烫地龙（滑石粉烫）、烫鱼鳔（滑石粉或蛤粉烫）、阿胶珠、龟甲胶珠（蛤粉
烫，文火）

宁夏 ２０１７ 年版 牛肾（砂炒）、滑石粉炒羊肾片、烫驴肾、烫刺猬皮、制鹿鞭（滑石粉炒或烫）、烫鱼鳔（蛤粉或滑石粉烫）
青海 ２０１０ 年版 犏牛角、藏原羚角、藏羚羊角、刀豆、大托叶云实（沙炒）
江苏 ２００２ 年版 炮姜、制马钱子、制干蟾皮、炙鸡内金、炮山甲、炒鹿筋（砂炒）、烫狗脊（砂烫）、人指甲粉（蛤粉炒后粉碎）、醋牛角腮、

醋龟甲、醋山甲、醋豹骨、醋鳖甲（砂炒醋淬）烫水蛭、炒刺猬皮（滑石粉或砂炒）、制狗肾、制玳瑁（滑石粉炒）、阿胶珠
（蛤粉或蒲黄炒）、烫脐带（砂或蛤粉炒）

安徽 ２００５ 年版 烫狗脊、烫骨碎补、炮附片、炮姜、沙烫石斛、制马钱子、烫鸡内金、烫海狗肾、烫鹿筋（沙烫）、烫水蛭、烫蟾皮、烫刺猬
皮（滑石粉烫）、蛤粉烫蛤蚧（蛤粉烫）、醋鳖甲、醋龟甲、醋山甲（沙烫醋淬）、阿胶珠（蛤粉烫或蒲黄炒）

湖北 ２０１８ 年版 蒲黄炒阿胶（蒲黄炒）、炒玳瑁（滑石粉炒）
江西 ２００９ 年版 炮姜、炒诃子、炒刺猬皮（砂炒）、炮附片、烫狗脊、烫骨碎补、制马钱子、炮山甲（砂烫）、炒干蟾皮（烫，未言辅料）、烫

水蛭（滑石粉烫）、醋龟甲（砂炒醋淬）、醋鳖甲（砂烫醋淬）、阿胶珠（蛤粉或滑石粉炒）、炒鸡内金（清炒或烫炒，烫法
未言辅料）、炒鸭内金（清炒或砂炒）、滑石粉炒海狗肾、炒壁虎（滑石粉炒）、制鹿筋（烫制，未言辅料）、制鹿鞭（滑石
粉或砂烫）

四川 ２０１５ 年版 醋山甲（油砂烫醋淬，下同）、烫刺猬皮、烫鹿骨（砂烫）、酒骨碎补（砂烫酒炙）、盐骨碎补（砂烫盐炙）
广西 ２００７ 年版 制马钱子、炒鸡内金、炮山甲（油砂烫，下同）、炒白扁豆、炒地龙、炮附片、炒鱼鳔、烫狗脊、制豹骨、烫鹿筋、猴骨（砂

炒）、醋龟甲、醋山甲（砂烫醋淬）、烫豹骨（砂炒醋淬或砂炒）、阿胶珠（蛤粉炒）、烫刺猬皮、象皮（滑石粉炒）、烫骨碎
补（砂或蛤粉或滑烫石粉）

浙江 ２０１５ 年版 干蟾、狗鞭粉、海狗肾粉、烫鹿筋、鹿鞭粉（砂烫）、牛角腮、炙浙龟甲、醋鳖甲（砂烫醋淬）、炒鸡内金、刺猬皮（沙烫）、
烫水蛭（滑石粉烫）、炊坎炁（脐带）、炒黄鱼鳔（蛤粉烫）、蒲黄炒阿胶

福建 ２０１２ 年版 牛角腮（砂烫醋淬）、炒刺猬皮、炒狗肾（滑石粉烫）、炒鱼鳔（蛤粉烫）、炮干蟾（铁砂拌炒）
吉林 １９８７ 年版 申姜（骨碎补）、狗脊、马钱子（砂烫）、烫水蛭、烫驴肾、烫刺猬皮、狗肾、玳瑁粉、海马、海龙、海狗肾、烫象皮、砂烫豹

骨（滑石粉烫）、穿山甲（砂烫或滑石粉烫）、醋鳖甲（砂烫醋淬）、阿胶珠（蛤粉烫）
辽宁 １９８６ 年版 炒狗脊、炒骨碎补（砂炒）、牛肾、水蛭、烫地龙、驴肾、刺猬皮、狗肾、鱼鳔、烫鹿肾、象皮、鳖首（滑石粉烫）、制马钱子、

鸡内金、鸡骨、炮山甲（砂烫）、烫龟板、醋山甲、醋鳖甲（砂烫醋淬）、海狗肾、阿胶珠（蛤粉烫）
河北　 　 ２００３ 年版 指甲粉（蛤粉烫后粉碎）、烫驴肾、烫壁虎（滑石粉烫）
全国规范 １９８８ 年版 年版炮附片、制狗脊、制马钱子、制干蟾、制鸡内金、炮山甲（砂炒）、制骨碎补（砂烫）、制指甲、制海狗肾（蛤粉炒）、制

水蛭（滑石粉或砂炒）、醋龟板、醋虎骨、醋豹骨、醋山甲、醋鳖甲（砂炒醋淬）、制刺猬皮、制玳瑁、制海马、制海豹肾、
制象皮（滑石粉炒）、制鱼鳔胶（蛤粉或滑石粉炒）、阿胶珠（蛤粉或蒲黄炒）

表 ３　 各版 《中国药典》 收载的烫制品种

版本 收载烫制饮片品种

１９６３ 年版 马钱子粉、炮山甲、骨碎补、狗脊（沙炒）、炒水蛭（滑石粉炒）、炒刺猬皮（滑石粉炒烫）、醋龟板、醋山甲、制鳖甲（沙炒醋浸）、醋虎

骨（沙炒醋淬酥）
１９７７ 年版 炮姜、制马钱子、炒骨碎补、炮山甲、制豹骨（砂炒）、制水蛭（滑石粉炒）、醋龟板、制虎骨、醋山甲（砂炒醋淬）、阿胶珠（蛤粉炒）
１９８５ 年版 炮姜、制马钱子、烫狗脊、烫骨碎补、炮山甲（砂烫）、烫水蛭（滑石粉烫）、醋龟板、醋山甲、醋鳖甲（砂烫醋淬）、阿胶珠（蛤粉烫）
１９９０ 年版 炮姜（沙烫）、制马钱子、烫狗脊、炮山甲（砂烫）、烫水蛭（滑石粉烫）、醋龟甲（砂炒醋淬）、醋山甲（砂烫醋淬）、阿胶珠（蛤粉烫）
１９９５ 年版 炮姜、炮附片（沙烫）、制马钱子、烫骨碎补、烫狗脊、炮山甲（砂烫）、烫水蛭（滑石粉烫）、醋龟甲（砂炒醋淬）、炒鸡内金（清炒或烫

炒，未言烫制辅料）、醋山甲、醋鳖甲（砂烫醋淬）、阿胶（蛤粉烫）
２０００ 年版 炮姜、炮附片（沙烫）、制马钱子、烫狗脊、烫骨碎补、炮山甲（砂烫）、烫水蛭（滑石粉烫）、醋龟甲（沙烫醋淬）、醋山甲、醋鳖甲（砂

烫醋淬）、炒鸡内金（清炒或烫炒，未言烫制辅料）、阿胶珠（蛤粉烫）
２００５ 年版 炮姜、炮附片（沙烫）、制马钱子、烫狗脊、烫骨碎补、炮山甲（砂烫）、烫水蛭（滑石粉烫）、醋龟甲、醋山甲、醋鳖甲（砂烫醋淬）、炒

鸡内金（清炒或烫炒，未言烫制辅料）、阿胶珠（蛤粉烫）
２０１０ 年版 炮姜、制马钱子、烫狗脊、烫骨碎补、炮山甲（砂烫）、烫水蛭（滑石粉烫）、醋龟甲（砂炒醋淬）、醋鳖甲（砂烫醋淬）、炒鸡内金（清炒

或烫炒，未言烫制辅料）、阿胶珠（蛤粉烫）
２０１５ 年版 炮姜、制马钱子、炮附片、烫狗脊、烫骨碎补、炮山甲（砂烫）、烫水蛭（滑石粉烫）、醋龟甲、醋鳖甲（砂烫醋淬）、炒鸡内金（清炒或

烫炒，未言烫制辅料）、阿胶珠（蛤粉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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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辅料炒制与烫制比较

项目 炒制 烫制

辅料品种、性质 辅料有液体和固体之分，液体辅料如绍酒、米醋、炼蜜

等，固体辅料如灶心土、食盐、麦麸、米等

辅料一般为固体，常用的如河砂、滑石粉、蛤粉、蚌粉等，
适用于质地坚硬的动物和部分植物类饮片

辅料用量 辅料一般用量较烫制少，有固定的百分比，辅料本身也

发挥一定的作用

辅料一般用量多，达到能够包埋药料的程度为度

辅料作用 辅料自有药效，炒制后发挥辅料固有的、一定的辅助增

效作用，以增加炮制品的应用疗效为目的，如灶心土炒

白术“可增强补脾止泻作用”；米炒党参“治脾土虚寒

泄泻”，麸炒枳壳可以增强健胃消胀的作用

辅料是作为中间体，发挥介质导热作用，其目的是烫制

后便于粉碎、便于除去非药用部位、减毒和矫臭矫味等，
一般无增效目的或不以增效为主

辅料导热方式 热源是由锅底和锅壁直接传热给辅料与药料同时加

热，主要是由炒锅本身传导热能为需要炮制的饮片进

行加温，具体到各种辅料又有所不同，如米炒是饮片与

米同炒，麸炒是炒制容器加热后撒入麦麸，土炒是先将

土炒制灵活状态时再投入饮片，不需要包埋。 液体辅

料炒又有先拌辅料后炒和先炒后喷淋辅料再炒的不同

通过固体辅料介质导热加温，操作时要求先用中火或武

火将辅料加热至翻动时呈现滑利状态时再投入大小分

档的饮片，边炒边埋，由于与饮片的接触面积较大，因而

可使其受热均匀，减少糊片，同时由于火力强、温度高，
对于质地坚硬的饮片尤为适合

加热温度 一般使用文火（１４０～１６０ ℃），温度较低 除阿胶珠、玳瑁丝使用文火外，一般都用中火或武火

（１８０～２２０ ℃）
操作技术（搅拌方法和

速度）

辅料炒制时随锅温变化而变速拌炒，炒制方法是前后、
左右、上下，全方位，８ 字型

烫制是通过加热至辅料温度稳定后，缓慢上下翻炒，并
短时包埋，或是边炒边埋

４　 小结

从炒制法和烫制法的原料性质和操作技术看， 炒制法

与烫制法是 ２ 种不同的方法， 如麸炒白术、 土炒白术是快

速拌炒而不是翻炒， 通过辅料制增强补脾作用， 称为炒，
而不叫烫， 辅料发挥一定作用； 水蛭、 阿胶、 马钱子、 狗

脊、 象皮、 龟板等用辅料包埋后缓慢翻炒而不是拌炒， 故

称烫制而不是炒制， 其作用是去毛、 减毒、 松脆、 易粉碎、
易煎， 便于入成药， 辅料主要作为传导介质使用。

从马钱子、 鳖甲、 骨碎补等的炮制方法演变来看， 古

代没有烫制法， 烫制技术应该是清代之后、 近代以来， 从

辅料炒制中独立出来， 创立并发展起来的炮制技术。 从目

前的文献记载看， 《中国药典》 １９５３～ ２０１５ 年共颁布了 １０
版， 除 １９５３ 年版外， 后 ９ 版均载 “炮制通则”。 “通则”
中 １９６３ 版首载 “烫” （沙烫）， 但正文中饮片项下除炒刺

猬皮标明是滑石粉炒烫外， 其余品种均写的是炒， 从 １９８５
版开始才全部改为烫， 并沿用至 ２００５ 年版 （其中 １９７７ 年

版为 “砂”，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５ 年版为 “沙” ）， 此 ７ 版均与

“炒” 项并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版将 “砂炒” 列在 “炒” 项

下， 即取消了 “烫”。 烫制法在近代的出现， 应该是在传

统辅料炒法的基础上的革新、 发展与提高， 是独创的新的

炮制技术， 是炮制技术的巨大进步。
历版 《中国药典》 和各地规范在炮制通则的烫制法项

下先后出现了 “沙烫” 与 “砂烫” 的记述， 甚至同一版规

范或药典前后记述不统一， “沙” 与 “砂” 混用， 从字面

意义上讲 “沙” 同 “砂”， 但二者也有所不同。 现在规定

作为炮制辅料的沙 （砂） 应过 《中国药典》 ２ 号筛 （２４
目）， 意即使用的是相对粗的砂子， 因此更倾向于使用

“砂” 代替 “沙”， 相应的烫制应为 “砂烫”。 另外， 对于

烫制类饮片目前名称不一， 既有 “烫狗脊” “烫骨碎补”

“烫水蛭” 等规范的炮制品名称， 让人一目了然， 也有如

“制马钱子” “炮山甲” “炮附片” 等让人从名字无从得知

炮制方法的品种， 甚至还有 “炒石斛” “炒扁豆” “炒鹿

筋” “炒刺猬皮” 等让人误以为是炒制法制得的品种， 因

此， 凡是烫制法制得的饮片， 一律在前面冠以 “烫” 字，
以区分其他炮制方法， 既规范也便于识别。

综上， 辅料炒制法和辅料烫制法是两类不同的炮制方

法， 不能将这 ２ 种传统炮制技术混为一谈， 更不能取消烫

制法。 中药烫制法作为独具特色的炮制方法， 必须要继续

传承。 《中国药典》 从 ２０１０ 年版开始将烫制法并入炒制法

是取消了中药烫制类炮制技术， 有待进一步商榷。

参考文献：

［ １ ］ 　 王　 琦， 王龙虎． 现代中药炮制与质量控制技术 ［ Ｍ］．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３３．

［ ２ ］ 　 贾天柱， 张振凌， 张学兰， 等． 中药炮制学［Ｍ］．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１０⁃１２６．

［ ３ ］ 　 龚千锋， 张振凌， 吴纯洁， 等． 中药炮制学［Ｍ］．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１７８⁃１９５．

［ ４ ］ 　 王孝涛， 叶定江， 于留荣， 等． 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Ｍ］．
南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９．

［ ５ ］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饮片炮制规范［ Ｓ］ ． 上海： 上海市

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５９．
［ ６ ］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 １９７３ 年版）

［Ｓ］． 上海： 上海市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４．
［ ７ ］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二 ＯＯ 八 年 版） ［ Ｓ ］． 上 海： 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２００８．
［ ８ ］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 山东省中草药炮制规范［ Ｓ］．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３７５１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第 ４３ 卷　 第 ６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６



［ ９ ］ 　 山东省卫生厅． 山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一九九 Ｏ 年版）
［Ｓ］ ． 济南： 山东科学基础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１０］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１２ 年版） ［Ｓ］． 济南： 山东科学基础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１１］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０８

年版） ［Ｓ］．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２］ 　 贵州省卫生厅．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Ｓ］ ．
［１３］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０５ 年版） ［Ｓ］．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４］ 　 湖南省卫生厅． 湖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 （一九八三年版

［Ｓ］ ．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３．
［１５］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１０ 年版） ［Ｓ］．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１６］ 　 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 （２０１８ 年版， 内部发行） ［Ｓ］ ．
［１７］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黑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及标准 （２０１２ 年版） ［Ｓ］．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

版社， ２０１２．
［１８］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０５ 年版） ［Ｓ］．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９］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中药饮片标准［ Ｓ］．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０］ 　 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 （２００９

年版） ［Ｓ］．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１］ 　 宁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宁夏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１７

年版） ［Ｓ］． 银川：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２２］ 　 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青海省藏药炮制规范 （２０１０

年版） ［Ｓ］．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３］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０２ 年版） ［Ｓ］．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２４］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０５ 年版） ［Ｓ］．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５］ 　 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１８

年版） ［Ｓ］．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２６］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０８ 年版） ［Ｓ］．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７］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１５ 年版） ［Ｓ］．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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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 年版） ［ Ｓ］ ． 南宁： 广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９］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 （２０１５

年版） ［Ｓ］．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３０］ 　 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福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１２ 年版） ［Ｓ］． ２０１３．
［３１］ 　 吉林省卫生厅． 吉林省中药炮制标准 （１９８６ 年版） ［ Ｓ］．

长春：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７．
［３２］ 　 辽宁省卫生厅． 辽宁省中药炮制规范 （１９８６ 年版） ［Ｓ］ ．
［３３］ 　 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河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０３ 年版） ［Ｓ］． 北京： 学苑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３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一九八八年版） ［Ｓ］．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３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６３ 年版一部［Ｓ］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６３．
［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７７ 年版一部［Ｓ］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７８．
［３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８５ 年版一部［Ｓ］．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

版社， １９８５．
［３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９０ 年版一部［Ｓ］．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

版社， １９９０．
［３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９５ 年版一部［Ｓ］． 北京： 广东科技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

版社， １９９５．
［４０］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００ 年版一部

［Ｓ］．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４１］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０５ 年版一部

［Ｓ］．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４２］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 年版一部

［Ｓ］．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４３］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５ 年版一部

［Ｓ］．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４７５１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第 ４３ 卷　 第 ６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