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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的炮制历史沿革及现代研究进展  

邵长鑫 1, 2，林欢欢 1, 2，靳晓杰 1, 2，李越峰 1, 2，刘永琦 3, 4*，姚  娟 1, 2* 
1. 甘肃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2. 西北中藏药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3. 甘肃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4. 敦煌医学与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黄芪 Astragali Radix 具有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之功效，为临床常用补气药。其临床应用广泛，在

中医古籍中有多种黄芪炮制品的使用记载，如米黄芪、酒黄芪、盐黄芪、蜜黄芪等，而沿用至今的炮制品主要为生黄芪和炙

黄芪。现代研究表明黄芪主要化学成分为多糖类、皂苷类、黄酮类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增强免疫等作用。通

过对本草专著、中医古籍及炮制规范等文献资料进行查阅分析，梳理古籍文献中有关黄芪功效主治、炮制沿革等方面的论述，

并对黄芪炮制工艺、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现代科研成果进行综述，为黄芪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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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 of Astragali Radix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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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qi (Astragali Radix) has the effects of tonifying qi and solidifying surface, diuresis and toxin supporting, expelling 
pus, healing up sore and promoting granulation. It is commonly used as a qi tonic in clinical practice.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contain records of various processed products of Astragali Radix, such as rice-processed Astragali Radix, wine-processed Astragali 
Radix, salt-processed Astragali Radix, honey-processed Astragali Radix, etc. Today, the most commonly used processed products are 
raw Astragali Radix and honey-processed Astragali Radix. Modern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stragali Radix primarily consists of 
polysaccharides, saponins and flavonoids, with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titumor, immune enhancement properties.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and analyze herbal monographs,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and processing specifications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processing history of Astragali Radix documented in ancient texts. Additionally, the modern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Astragali Radix, including processing technology,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re 
summarized, with view to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Astragali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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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芪 为 豆 科 植 物 蒙 古 黄 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 var. mongholicus (Bge.) 
Hsiao 或膜荚黄芪 A. membranaceus (Fisch.) Bge.的
干燥根[1]。黄芪味甘，性微温，汉代《神农本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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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列为上品，使用历史久远，为补药之长[2]。追

溯本草专著和历代名家医案，黄芪具有补气之功，

入脾、肺经，具有固表止汗、托毒生肌、利水消肿、

生津养血、行滞通痹、敛疮生肌等功效，常用于用

治脾肺气虚、自汗、疮疡难溃难腐、血虚萎黄等病

证。而黄芪炮制历史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宋代黄

芪炮制品种类和炮制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和传承，

明清时期黄芪炮制品功效及作用理论进一步发展，

实现了系统性的总结阐释。近年来，研究者对于黄

芪炮制工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品和蜜制品，对其

他制法关注较少。现代研究发现黄芪主要活性成分

为多糖类、皂苷类、黄酮类[3]，而炮制会对其活性

成分造成质变或量变，这种改变受到炮制过程中工

艺选择、辅料等因素共同影响。药理实验和临床研

究表明，黄芪在抗肿瘤、增强免疫、肺系疾病、脾

系疾病、肾系疾病、心血管疾病、胃肠疾病等[4-9]

方面疗效显著；在保健品中有广泛应用，对亚健康

人群具有抗衰老、抗氧化、降血糖、降血压等[10-13]

作用。本文整理黄芪的相关文献，总结黄芪的功效

主治、炮制沿革，并对其现代炮制工艺、化学成分、

药理研究等进行综述，为黄芪的炮制研究提供参考。 
1  炮制历史沿革 

黄芪有近 2000 年炮制历史，最早的炮制记载

为《金匮玉函经》[14]中的“去芦”净制。南北朝

时期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15]中提到“先须去

头上皱皮了，蒸半日出，后用手擘令细，于槐砧上

剉用”，是历史上首次出现黄芪水火共制“蒸制”

的方法，是黄芪生熟异用的开始。宋代除了炒制方

法的记载外，开创性地应用了辅料共制法，包括蜜

制、盐制、酒制、酥制。其有关液体辅料炮制方式

有记载为浸、煮、润、焙、蒸、涂、刷等。《圣济总

录》[16]在切制工艺部分提到的“薄切”，为现代黄

芪饮片的雏形。明代《普济方》提到“蜜酒煮”[17]，

即蜂蜜与黄酒共同炮制黄芪，而后提到米泔制、姜

汁制、药汁制等。炒、炙、拌炒等制药方式逐渐取

代旧法成为制法主流。清代记载有乳制、醋制、固

体辅料米炒等，并有“九制”等特殊炮制方法，其

炮制历史沿革见表 1。采用 Cytoscape 3.9.1 构建黄

芪古代炮制沿革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朝代-
制法-古籍为节点进行网络分析，以各节点 degree
值进行拓扑分析并以节点大小、颜色深浅表示在网

络中被引用情况。结果显示黄芪在宋代制法存在多

样化发展，明清时期制法得到进一步创新，见图 1。
对其炮制方法出现的次数进行分析，依次为蜜制

（25 次）、盐制（25 次）、酒制（7 次）、米泔制（2
次）、姜汁制（1 次）、乳制（1 次）、九制（1 次），

由此可见黄芪蜜制是黄芪的重要炮制方法，盐制在

地方炮制规范有收录记载并传承。 

表 1  黄芪炮制的历史沿革 
Table 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stragali Radix processing 

古籍 古籍记载 炮制方法 文献 

《金匮玉函经》 去芦 净制 14 

《本草经集注》 蜜蒸 蜜蒸 18 

《雷公炮炙论》 先取头上皱皮，蒸半日出，后用手擎令细，于槐砧木上锉用，或蜜炙生用 净制、蒸制、蜜炙 15 

《太平圣惠方》 去须 净制 19 

《博济方》 去芦，蒸出擘破，于槐砧上碎锉；杵为细末 净制 20 

《圣济总录》 蒸过焙干，生姜汁煮三十沸焙干，洗打破手擎如丝，以盐少许和水揉，猛火

焙干，半炙半生锉，去芦头锉炒，涂酥炙锉 

蒸制、姜汁煮、酥炙、

盐焙 

16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凡使，先需擎开，涂蜜炙微赤色，却薄切，焙干秤，方入药用；洗净，寸截，

捶破丝擎，以盐汤润透，用盏盛，盖汤饼上一饮久，焙燥；蜜水浸 1 宿，

炙一分；槌扁，蜜刷涂炙 

切制、盐润、盐焙、蜜

浸炙、蜜刷炙 

21 

《洪氏集验方》 洗净，寸截，捶破，悬壁以盐汤浸润透，用盏盛出，盖汤瓶上一炊之焙燥 切制、盐浸、盐焙 22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擎开，盐汤浸 1 宿 盐浸 23 

《传信适用方》 以刀劈开揭薄，用白沙蜜不酸者 1 两，微入水少许调解，则易涂蘸，候搓匀，

炙之微紫色，候冷锉碎；洗净，蜜涂炙；细切，用无灰酒浸，夏月 7 日冬

月 14 日，如要急用，将慢火量煮 

蜜涂炙、酒浸、酒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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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古籍 古籍记载 炮制方法 文献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 捶扁，蜜涂炙，锉去芦头，锉碎，用蜜汤拌，铫内慢火炒、次微焙 蜜涂炙、蜜拌炒、蜜焙 25 

《校正集验背疽方》 去芦并叉附不用，一半生使，细锉焙干，一半炒，做寸长截，捶顺，以蜜水

浸润湿，瓦器盛，盖于饭瓶上，蒸 3 次，取出，焙干，锉碎，拣不用叉附

及蛀者，锉做 2 寸长，截拍顺，以冷盐汤湿润之，瓦器盛，盖瓶，上蒸 3

次，焙干，锉细用 

切制、蜜浸、蜜蒸、蜜焙、

盐润、盐蒸、盐焙 

26 

《妇人良方》 去叉芦，锉令长 4～5 寸，捶扁，以蜜水或盐水浸透，炙令酥脆 切制、蜜浸炙、盐浸炙 27 

《严氏济生方》 去芦，盐水浸焙或蜜水炙或生用；或去芦，洗净，寸截，捶扁，冷盐水润透，

然后蒸焙 

切制、盐浸、盐蒸、蜜炙 28 

《外科精要》 去叉芦，用盐水温润，器乘板上，蒸 3 次，烘干，锉细 盐润、盐蒸 29 

《卫生宝鉴》 去芦皱，碎锉，桶锉，竹筛齐之用 切制 30 

《仁术便览》 刮皮，去芦，水洗，切 净制 31 

《普济方》 去芦头，细锉，焙干，为细末，入白蜜 1 匙，好酒 1 升，煮如糊；净洗，寸

截，捶碎，擎如丝状，以盐汤浸透，微火炙酥，锉；打扁 2 寸许切，以汤

泡蜜，浸半日控干焙黄，盐炒酒浸 

蜜酒煮、盐浸、盐炒、

酒浸、蜜焙 

17 

《外科理例》 盐水润，磁器饭上蒸 3 次，焙干 盐润、盐蒸、盐焙 29 

《本草纲目》 捶扁，蜜水炙数次以熟为止；或以盐汤润透，盛在器皿中，在汤瓶内蒸熟切

片用 

切制、蜜炙、盐蒸 32 

《仁术便览》 刮皮去芦，水洗切，蜜炙 蜜炙 31 

《医宗粹言》 削皮，劈开，蜜水涂炙，慢火炙过 蜜涂炙 26 

《寿世保元》 每 1 两，用桂 1 钱煎汤，将碗盛，饭上蒸熟 药汁制 33 

《景岳全书》 去芦，盐水拌炒 盐拌炒 34 

《医宗必读》 去芦，蜜炙或蜜水炒 蜜炙、蜜炒 35 

《本草乘雅半偈》 修治去头上皱皮，蒸半日，劈作细条，槐砧锉用 蒸制 36 

《外科大成》 上部酒拌炒，中部米泔水浸炒，下部盐水炒 酒拌炒、米泔水浸炒、

盐炒 

37 

《本草新编》 0.5 kg，用防风 1 两，先将防风用水 10 碗煎数沸，漉去防风之渣，泡黄芪二

刻，湿透，以火炒之干，再泡透又炒干，以汁干为度，再用北五味 3 钱煎

汤一大碗再泡，半干半湿复炒之，火焙干得地气然后用之 

药汁制 38 

《本草汇》 去皮刮皮，蜜水涂炙 蜜炙 39 

《嵩崖尊生全书》 凡使恶寒酒炒，胃虚泔炙，外科用盐，嘈杂用乳，无汗煨用，有汗蜜炙，生

亦泻火 

酒炒、米泔炙、乳炒、

煨制、蜜炙、盐炙 

29 

《本草从新》 槌扁，蜜炙 蜜炙 40 

《本草求真》 槌扁，蜜炙，盐汤蒸润，切片 切制、蜜炙、盐蒸 41 

《医学从众录》 1 两 5 钱，用川芎 1 两，酒煎收入，去川芎 药汁制 42 

《外科证治全书》 酒浸 1 宿；盐水炒 酒浸、盐炒 43 

《增广验方新编》 1 kg，洗净，切片，烘干，第 1 次用木通 2 两煎水泡一夜，晒干；第 2 次升

麻 1 两，照前；第 3 次丹皮 2 两 4 钱，照前；第 4 次沙参 3 两 5 钱，照前；

第 5 次玉竹 4 两 6 钱，照前；第 6 次制附子 1 两，照前；第 7 次五味 2 两，

照前；第 8 次防风 2 两，照前；第 9 次蜜糖 3 两拌炒，制完蒸过，7 日可

服；每用 2 钱，水 1 杯，饭上蒸好，临时兑水少许服，渣再煎服 

九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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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芪炮制沿革的可视化分析 

Fig. 1  Visual analysis of Astragali Radix processing history 

2  现代炮制工艺研究 
黄芪炮制工艺的现代研究以“药材产地炮制加

工一体化”为主流方向，鲜黄芪一步加工到饮片，

不再经历干燥后闷润的繁琐步骤，并结合现代仪器

设备对黄芪的蜜制工艺进行优化，使黄芪加工更趋

于质量稳定、标准统一。而米炒、盐炙等方法在各

省仍有继承并使用的现象，其炮制品标准主要以炮

制者经验而论，尚未形成省市统一的地方通用标准

规范，而酒制、米泔制、乳制等鲜有对其进行实验

研究。现代炮制方法见表 2，各省炮制规范收纳的

黄芪特殊炮制方法见表 3。 
2.1  浸润干燥工艺 

传统药材浸润软化的原则为“少泡多润，药透

水尽”，此原则为经验原则，并没有统一标准，为防

止有效成分的损失，因此需要确定黄芪浸润干燥的

最佳工艺。孙乐等[63]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黄芪药材

的软化温度、浸润时间、润透时吸水量、干燥温度

和时间设计单因素实验，以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

葡萄糖苷含量、饮片的外观性状含水量为评价指标，

并结合实际生产的需要，确定黄芪浸润与干燥的最

佳炮制工艺为浸润时间 3.8～18.0 h、浸润温度 5～
35 ℃、润透吸水量为 14%～18%、干燥温度 70～
80 ℃、干燥时间 3.5～4.5 h。吴红伟等[64]采用响应

面法结合熵权法以黄芪含水量、发汗时间、揉搓次

数、干燥温度为因素设计实验，以总黄酮、总多糖、

黄芪甲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及毛蕊异黄酮葡

萄糖苷、水溶性浸出物为考察指标，黄芪产地炮制

加工在黄芪含水量 50%、发汗 3 d、揉搓 2 次、51 ℃
干燥为最佳工艺。沈秀娟等[65]采用 Box-Benhnken
中心组合设计，对闷润时间、干燥温度、干燥时间

3 个因素进行实验探究，以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

苷的含量和外观性状为评价指标，最终优化得到的

稳定的炮制工艺参数为药材闷润 3 h、干燥温度

50 ℃、干燥时间 4 h。宋崎等[66]以黄芪甲苷为检测

指标，选择浸泡时间、润软时间、干燥温度为考察

因素，采用正交实验优选黄芪的最佳炮制工艺，发

现在浸泡 0 h、润软 4 h、干燥温度 80 ℃可最大限

度地保留药材有效成分。 
2.2  黄芪蜜制工艺 

黄芪蜜制由来已久，传统制法为蜜炙黄芪，对

其炒制温度、时间等均凭炮制工个人经验确定炮制

品终点，现今随着炮制技术的现代化发展，蜜制工

艺也得到了的创新。侯敏娜等[67]用微波炮制法，在

单因素（蜂蜜用量、闷润时间、炮制时间、微波火

力）考察的基础上，将蜜黄芪中总黄酮、总皂苷提

取率、水溶性浸出物含量和饮片外观性状的总评归

一值（OD）作为考察指标，发现炮制 81 s、蜂蜜用

量 34%、微波火力 82%、闷润 6.1 h，所得蜜黄芪最 



 中草药 2023年 8月 第 54卷 第 15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August Vol. 54 No. 15 ·5061· 

   

表 2  黄芪炮制方法的研究记载 
Table 2  Research records of Astragali Radix processing methods 

炮制品 炮制方法 文献 
生饮片 取黄芪干药材，用 40 ℃左右的温水浸泡 5 min，浸润后用温麻布覆盖在黄芪上进行润化，2 h 后切成

小片，晾干干燥 
45 

炒黄芪 将黄芪直接置于锅内，用文火翻炒至棕黄色或黄色，取出放凉干燥 46 
蜜黄芪 用适量开水稀释炼蜜，将蜜水加入黄芪片并拌匀，焖透，文火炒至深黄色且不黏手时，取出并放凉 46 

取黄芪质量 25%的炼蜜，和水以质量比 1∶1 混合后，加入净黄芪片，拌匀，闷润 30 min，置锅内，

200～240 ℃炒炙至饮片表面温度为 100 ℃，取出，放凉，筛去碎屑 
47 

取黄芪饮片 100 kg，蜜水的制备：将 35 kg 的炼蜜加入 18 L 沸水（80～100 ℃）中溶解稀释，然后将

蜜水喷淋入黄芪饮片中，拌匀，闷润约 2 h，待蜜水完全吸尽后且完全渗入药物组织内部时，置加

热的 CYJ-700 型滚筒式炒药机内，80～120 ℃炒制，炒制过程中观察饮片的颜色变化，待黄芪表面

呈深黄色，不黏手时，取出，晾凉，筛去碎屑 

48 

将稀释后的炼蜜与黄芪饮片进行混合闷煮，随后利用文火炒干至深黄色且不黏手，取出放凉干燥 49 
酒黄芪 称取中药黄芪饮片 300 g 加入米酒 60 mL 进行搅拌，使米酒与药材浸润充分后，静置 60 min 后炒干，

取出放凉干燥 
50 

取黄芪，加米酒拌匀，放 1 h 后炒之；每黄芪 100 kg，用米酒 12.4 kg 51 
在 300 g 黄芪中加米酒 60 mL 并搅拌拌匀，放置 1 h 后炒干，取出放凉干燥 46 

盐黄芪 取黄芪饮片用盐水拌匀，润透至盐水尽时，置锅内用文火微炒，取出放凉；每黄芪 500 g，用食盐 9 g，
水适量 

51 

取黄芪片 100 kg，食盐 2 kg、清水 8～10 kg 拌匀，闷润至盐水被吸尽时，置锅内用文火炒至深黄色，

取出放凉 
52 

取黄芪饮片 300 g，加入 5%盐水 150 mL，不断搅拌使盐水完全吸入黄芪饮片中，充分润透；把润透

后的黄芪饮片置于锅中炒干后，继续炒制 10 min 至黄芪药材表面为 100 ℃，取出放凉干燥 
53 

将黄芪片 300 g 用盐水（6 g 盐）浸泡并搅拌均匀，润透直至盐水耗尽，置于锅内并用文火微微炒制，

取出放凉 
46 

米黄芪 取米置锅内炒黄，倒入净黄芪片拌炒至棕黄色，取出，筛去米，放凉；每黄芪 100 kg，用米 20 kg 51 
按每 100 kg 黄芪，用米 20 kg，称取米，用文火将米炒至微黄，投入净黄芪片置锅内，用文火拌炒至

米转黄色、黄芪深黄色、具米香气时，取出，筛去米，放凉 
52 

将黄芪 300 g 与稻米 60 g 进行混合翻炒，直到出现棕黄色时起锅并去除稻米 54 
将稻米 60 g 置于锅内翻炒至淡黄，加入净黄芪 300 g 并拌炒至棕黄色取出，去米并放凉 46 

盐麸制 取麸皮炒热后，加入黄芪片炒热，筛去麸皮，加盐水喷匀，用微火烘干；每黄芪 500 g，用食盐 186 g，
水与麸皮适量 

51 

取适量麸皮炒热后，加入生黄芪片 300 g 炒热，筛去麸皮后，用 120 g 食盐化水喷匀，用微火烘干 55 
蜜糠炙黄芪的制备，取定量的炼蜜和白开水，置容器内拌和溶化，得蜜水溶液；将干燥黄芪饮片投入

溶液中拌匀，麻布遮盖闷润 1 d，经常翻动，使药汁透尽，取出稍晾干；取定量的净干糠，入热锅

内用文火边炒边淋入一定浓度的蜜水，至蜜糠不黏糊结团时将蜜糠向四周铺开，投入蜜水润过的黄

芪饮片，先文火，后微火，不断翻动，慢慢炒炙，至内外转金黄色，微黏手时出锅，筛去糠及灰屑，

摊凉至干爽酥脆、不黏手时，入陶器内密闭贮藏；辅料用量为每 100 kg 净药材，用炼蜜 25～30 kg
（润药，用炼蜜 20～25 kg，掺开水或温黄酒 4～5 kg；炼糠，用炼蜜 5 kg，掺开水 1 kg）；每次入锅

饮片与净干糠的质量比 2∶1 

56 

蜜酒炙 取净选分档后的黄芪片，按每 100 kg 黄芪，用蜂蜜 20 kg、黄酒 5 kg 比例加入黄酒、蜂蜜拌匀，闷润

至蜜液被吸干，置锅内用文火炒至金黄色、不黏手时，取出晾干 
52 

米蒸的盐浸

黄芪 
取黄芪饮片 300 g，加入 150 mL 盐水（质量分数为 5%），不断搅拌使盐水完全吸入黄芪饮片中，充分

润透，自然晾干，取 400 g 大米平铺于容器中，加入 800 mL 水浸泡大米 30 min，使米泡透，再用

水浸透屉布平铺于蒸屉中；把泡透的大米平铺于纱布表面，直径 35.5 cm，平均厚度 8 mm，用另一

块水浸透的屉布平铺于米上，将润透盐水的黄芪片平铺于屉布上至于锅中；电锅中加入水 2500 mL，
加热至圆气时开始计时，电锅（800 W 档位）蒸制 40 min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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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省级黄芪炮制规范收入的特殊炮制方法 
Table 3  Characteristic processing of Astragali Radix contained in processing standards of each province 

炮制品 炮制方法 省级炮制规范 文献 

蜜麸制黄芪 将锅烧至微红，撒入蜜炙麸皮，待冒烟时，将黄芪放入，迅速翻动

拌炒，至表面微黄色，取出，筛去麸皮；商品性状切面淡黄色至

黄色，略具焦香气 

《上海市中药炮制规范》 57 

米黄芪 先将米炒至微黄，然后投入净黄芪，用文火炒至米转黄色时，黄芪

片颜色转深，有香气时，取出，筛去米，摊凉；每黄芪 100 kg，

用米 20～30 kg；商品性状米炒表面深黄色，气甘香，味甜 

《广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58 

取大米置锅内，炒至黄色，加入黄芪饮片，用文火炒至表面棕黄色

至黄棕色，取出，晾凉，筛去大米及碎屑，即得；每 1 kg 黄芪饮

片，用大米 200 g；商品性状本品为厚片，表面棕黄色至黄棕色，

切面皮部黄白色至棕黄色，木部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体泡软绵，

气清香，味微甜，嚼之微有豆腥气 

《云南省中药饮片标准》2005 年版 59 

盐黄芪 将黄芪片与盐水拌匀，闷润至盐水尽时，至锅内用文火微炒，取出，

放凉；每 500 g 黄芪片，用食盐 9 g，加水适量化开澄清；商品规

格形如黄芪片，表面色泽加深，略有咸味 

《河南省中药炮制规范》（修订本） 60 

取黄芪片，照盐水炙法炒干；商品性状形如黄芪，色略深，味微咸 《福建省中药炮制规范》 61 

黄芪粉 取净黄芪，研细粉，过筛，即得；商品性状本品为黄白色粉末，气

微，味微甜，嚼之有豆腥味 

《内蒙古蒙药材炮制规范》 62 

取药材，净选，洗净，破碎，干燥，粉碎成中粉，即得，商品性状

本品为黄白色至黄色粉末，气微，味微甜，尝之微有豆腥味 

《云南省中药饮片标准》2005 年版 59 

黄芪皮 将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丝（宽 2～3 mm），干燥，筛去

灰屑；或直接取黄芪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剥去中间木

部，切丝，干燥，筛去灰屑 

《上海市中药炮制规范》 57 

 

佳。任天航等[68]采用层次分析法结合设计-响应面法

对炮制温度、时间、蜂蜜与水的比例进行单因素考

察，以黄芪蜜制后中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芒柄花

苷、黄芪皂苷 I、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及外观性状

评分为评价指标，得到炮制温度 139.41 ℃、时间

6.04 min、蜜水比为 1∶0.680 2 为炙黄芪最佳炮制

工艺参数。陈靖等[69]采用均匀设计实验，以辅料比

例、浸润时间、炒制时间、炒制温度为因素进行考

察，以黄芪甲苷含量及水溶性浸出物含量为评价指

标，发现加 7 倍蜜水、浸润 0.5 h、炒制 13 min、温

度 70 ℃为蜜炙黄芪最优工艺。杨志城等[70]基于

Box-Behnken 响应面分析法对蜜水稀释比例、炒制

时间、炒制温度等多因素进行分析，以炙黄芪中毛

蕊异黄酮苷、黄芪甲苷、总皂苷、总多糖、总黄酮、

药材含水量等为考察指标进行加权计算，得到炙黄

芪最佳工艺是蜜水稀释比 1∶0.603 4、炒制温度

147.74 ℃、炒制时间 4.887 min。周倩等[47]应用正

交实验设计对传统黄芪蜜制工艺标准确立，主要对

蜜水比、闷润时间、炒制温度与成品出锅温度进行

正交实验，以炙黄芪外观性状和指纹图谱特征峰峰

面积为指标进行评价，其稳定的制备工艺参数为蜜

水质量比 1∶1、闷润 0.5 h、炒制温度为 200～
240 ℃、成品出锅温度 100 ℃。 

蜜麸炒黄芪，为蜂蜜与麦麸共同炮制黄芪。张

金莲等[56]采用星点设计-效应面法对炼蜜用量、炒制

时间和温度为变量进行分析，将黄芪甲苷、毛蕊异

黄酮葡萄糖苷、总黄酮及水溶性浸出物含量的 OD
值作为考察指标，发现黄芪样品 40 g 时，加炼蜜

9.6 g，炒制时间 4 min，炒制温度 210 ℃时，蜜糠

炙黄芪的工艺最优。 
2.3  其他炮制工艺 

黄芪古代的炮制方法大都失传，现代研究也较

少，但有学者对黄芪的盐制、醋制进行研究。陈靖

等[69]发现盐炙黄芪最优工艺为1倍盐水、浸润0.5 h、
炒制 5 min、温度 240 ℃；醋制黄芪最优工艺为 1
倍醋、浸润 0.5 h、炒制 5 min、温度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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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黄芪现代的炮制工艺进行整理分析，发

现不同研究者所用的分析方式不同，建立的考察因

素不同，导致所呈现的工艺也不相同，除常见的时

间、温度、辅料比等因素还出现了“揉搓”等特殊

的地方炮制方式，并发现“最优”的炮制工艺仅出

现在研究者所规定的指标下，因此并不具备统一性，

对此提示炮制界应当对饮片现代化加工方面应当探

索统一的参评指标，逐步优化分析方法，吸收传统

炮制手段，力求达到全国公认的饮片炮制工艺。 
3  化学成分 

目前，黄芪中检测到的化学成分已超过 200 种，

其主要活性成分为多糖类、三萜皂苷类、黄酮类化

合物，此外还包括蒽醌、生物碱、氨基酸和金属元

素等成分[71]。现对其主要活性成分进行整理。 
3.1  多糖类成分 

黄芪多糖是黄芪中生物活性较强的一类大分子

化合物，包括黄芪多糖 I～III，杂多糖 AH-1、AH-2、
酸性多糖 Amon-S[72]，其由单糖所构成，其水解、

乙酰化所得到的单糖有 L-鼠李糖、L-阿拉伯糖、D-
葡萄糖、D-甘露糖等[73]。 
3.2  皂苷类成分 

黄芪中皂苷类成分主要为三萜皂苷，由皂苷元

与糖基通过糖苷键连接形成。目前黄芪中提取分离

的三萜皂苷类成分包括黄芪皂苷、异黄芪皂苷、环

黄芪苷、乙酰黄芪皂苷、大豆皂苷等[74]，见表 4 和

图 2。 

表 4  黄芪中的皂苷类化合物 
Table 4  Saponins in Astragali Radix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1 黄芪皂苷 I 75  6 黄芪皂苷 VI 75 11 乙酰黄芪皂苷 I 78 

2 黄芪皂苷 II 75  7 黄芪皂苷 VII 75 12 大豆皂苷 I 75 

3 黄芪皂苷 III 75  8 黄芪皂苷 VIII 75 13 三萜环黄氏醇 75 

4 黄芪皂苷 IV 75  9 异黄芪皂苷 I 76    

5 黄芪皂苷 V 75 10 异黄芪皂苷 II 77    
 

 

图 2  黄芪中的皂苷类化合物结构 
Fig. 2  Structures of saponins in Astragali Radix 

3.3  黄酮类成分 
黄芪中的黄酮类成分以黄酮类、异黄酮类、异

黄烷类和紫檀素型黄酮类等为主，包括黄酮苷元和

糖苷等成分[79]，见表 5 和图 3。 
3.4  氨基酸类成分 

黄芪富含多种氨基酸，以天冬氨酸、谷氨酸和

脯氨酸为代表，另外还有必需氨基酸亮氨酸、异亮

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等和非必需氨基酸丝氨酸、

谷氨酸、天冬氨酸、精氨酸等[58]。 
4  不同炮制方法对黄芪化学成分的影响 

黄芪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黄芪多糖是黄芪中

含量最高、免疫活性最强的成分[81]，此外还有皂苷

类、黄酮类等化合物，大量研究发现黄芪活性成分

在抗炎、抗病毒、抗肿瘤、抗糖尿病、抗氧化、保

护神经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因此大量炮

制学者热衷于研究黄芪炮制前后主要活性成分变

化，并以此推断黄芪中化学成分的性质，并希望寻

找较为合适方法对黄芪进行炮制，增加黄芪中有效

成分的溶出率，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提高黄芪的

利用率。 
4.1  对糖类成分的影响 

赵霞[55]采用硫酸-苯酚法测定黄芪的生品、炒 



·5064· 中草药 2023年 8月 第 54卷 第 15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August Vol. 54 No. 15 

   

表 5  黄芪中的黄酮类成分 
Table 5  Flavonoids in Astragali Radix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14 山柰酚 75 24 刺芒柄花素-7-O-β-D-葡萄糖苷-6″-O-丙二酸酯 80 

15 槲皮素 75 25 毛蕊异黄酮-7-O-β-D-葡萄糖苷-6″-O-丙二酸酯 80 

16 异鼠李素 75 26 2′-羟基-3′,4′-二甲氧基异黄烷-7-O-β-D-葡萄糖苷 80 

17 鼠李柠檬素 75 27 黄芪异黄烷-7-O-β-D-葡萄糖苷-6″-O-丙二酸酯 80 

18 熊竹素 75 28 异微凸剑叶莎醇 80 

19 刺芒柄花素 80 29 8,2′-二羟基-7,4′-二甲氧基异黄烷 75 

20 毛蕊异黄酮 80 30 3-羟基-9-甲氧基紫檀烷 75 

21 刺芒柄花素-7-O-β-D-葡萄糖苷 80 31 3-羟基-9,10-二甲氧基紫檀烷 80 

22 毛蕊异黄酮-7-O-β-D-葡萄糖苷 80 32 9,10-二甲氧基紫檀烷-3-O-β-D-葡萄糖苷 80 

23 毛蕊异黄酮-3-O-β-D-葡萄糖苷 80    

 

 

图 3  黄芪中黄酮类化合物结构 
Fig. 3  Flavonoid structures in Astragali Radix 

品、蜜制品、盐麸炒品 4 种不同炮制方法对总多

糖成分含量的影响，多糖成分含量由高到低为蜜

黄芪＞盐麸炒黄芪＞生黄芪＞炒黄芪。李利明[46]

对黄芪酒制品、盐制品、炒品、生品、米炒品 5 种

炮制品的糖类成分进行分析，发现酒黄芪最高，盐

黄芪次之，接着依次为炒品、米制品、生品。余文

强[54]对酒炙、米炒、蜜炙、盐炙、清炒 5 种炮制所

得的黄芪炮制品的糖类成分含量进行统计分析，多

糖类和还原糖成分以炒黄芪最高，生品最低，水溶

性糖以米黄芪最高，生品最低。李曼曼等[45]比较炒

品、酒炙品、生品 3 种黄芪炮制品的糖类成分差异，

炒黄芪略高于酒炙黄芪并高于生品。江国荣等[49]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生黄芪、炒黄芪、酒黄芪、盐

黄芪 4 种炮制品的糖类成分含量，多糖成分酒制品

最高，盐制品次之，炒品和生品含量较低，水溶性

糖则以生品最高。田源红等[82]采用硫酸-苯酚法测定

黄芪生品、酒制品、盐制品、米制品、盐制品及炒

制品中还原性糖、水溶性糖和多糖的含量，结果表

明酒炙黄芪中多糖含量最高。黄芪炮制后糖类成分

的含量变化见表 6。 
蜜制黄芪其多糖类成分含量会增加，因为蜂蜜

含有果糖和葡萄糖，蜜制时会增加蜂蜜中的多糖的

转化；而酒制则是酒作为极性溶剂可增加多糖成分

的溶出；盐制是盐类成分渗透到组织后会增大黄芪

纤维的溶解性，使多糖成分溶出；炒制则是通过高

温使多糖类成分变性、碳化，溶出率降低。但也有

实验与此结果有差异，笔者推测可能是炮制的工艺

参数差异所导致。 
4.2  对皂苷类成分的影响 

王建舫等[86]对用炒制、盐制、酒制所得的黄芪

制品与生品对比分析炮制后黄芪甲苷含量。与生品

相比，酒黄芪中黄芪甲苷含量则增加 9.14%，炒黄芪

和盐黄芪中黄芪甲苷含量分别降低 18.27%和

15.05%，表明酒制可提高皂苷成分的溶出度。赵霞[87]

采用香草醛-冰乙酸、高氯酸显色法测定黄芪生品、

炒品、蜜制品和盐麸炒品 4 种不同炮制方法对总皂

苷成分含量的影响，总皂苷成分含量由高到低为蜜

黄芪＞盐麸炒黄芪＞生黄芪＞炒黄芪。刘德旺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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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黄芪炮制后糖类成分的含量变化 
Table 6  Changes in content of sugars after Astragali Radix processing 

化合物 
不同炮制方法对应的含量变化 

文献 
酒制 蜜制 盐制 米制 炒制 盐麸制 麸炒 醋制 

多糖 ↑ 
 

↑ ↑ ↑ 
   

46,54  
↑ 

  
↓ ↑ 

  
55 

↑ 
   

↑ 
   

45 

↑ 
 

↑ 
 

↑ 
   

49 

↑ 
 

↑ ↑ ↑ ↑ 
  

82 

↓ ↓ ↓ 
 

↓ 
   

50  
↓ 

  
↓ 

   
83 

↑ ↑ ↑ ↓ ↓ 
 

↓ 
 

84 

↑ ↑ ↓ 
    

↓ 85 

还原性糖 ↓ 
 

↓ ↓ ↓ 
   

46 

— 
 

↓ — ↑ 
   

54 

↓ 
   

↑ 
   

45 

↓ 
 

↓ ↓ ↓ ↓ 
  

82 

水溶性糖 ↓ 
 

↓ ↓ ↓ 
   

46 

↑ 
 

↑ ↑ ↑ 
   

54 

↑ 
   

↑ 
   

45 

↓ 
 

↓ 
 

↓ 
   

49 

↓ 
 

↓ ↓ ↓ ↓ 
  

82 

“↑”-上升  “↓”-下降  “—”-无显著差异，下表同 
“↑”-rise  “↓”-declin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ame as below tables 

分别了检测黄芪原药材、生饮片、炒品、蜜制品、

酒制品、盐制品中总皂苷及黄芪甲苷的含量，单从

含量上判断，原药材皂苷类成分含量较高。黄芪炮

制后皂苷类成分的含量变化见表 7。 
蜜制可增加黄芪中皂苷的含量，盐制也会有所增

加，笔者推测盐类成分渗透到组织后会增大黄芪纤维

质的溶胀，增加溶出度；炒制是高温使皂苷类成分变

性、碳化，增加皂苷的水解程度；多数情况下黄芪生

品皂苷含量最高，可能是黄芪炮制品均需经过高温加

热，导致黄芪总皂苷和黄芪甲苷的结构破坏。 

表 7  黄芪炮制后皂苷类成分的含量变化 
Table 7  Changes in content of saponins after Astragali Radix processing 

化合物 
不同炮制方法对应的含量变化 

文献 
酒制 蜜制 盐制 炒制 盐麸 醋制 

总皂苷 ↓ ↑ ↓ ↓ 
  

50  
↑ 

 
↓ ↑ 

 
87 

黄芪皂苷 II 
 

↑ 
    

83  
↓ 

    
88 

黄芪甲苷 ↓ ↓ ↓ ↓ 
  

50 

↑ 
 

↓ ↓ 
  

86  
↑ 

    
88 

↓ ↓ ↓ 
  

↓ 85 

黄芪皂苷 I 
 

↑ 
    

88 

大豆皂苷 I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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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黄酮类成分的影响 
李利明[46]对黄芪酒制品、盐制品、炒品、生品、

米炒品 5 种炮制品中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芒柄

花素-7-O-β-D-葡萄糖苷及毛蕊异黄酮-7-O-β-D-葡
萄糖苷 4 种黄酮类成分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酒黄芪

中黄酮类成分较生品显著增加，蜜制品黄酮类成分

会下降，盐、米等辅料炮制方法对黄芪黄酮成分影

响较小。王思路等[89]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生黄

芪、炒黄芪、酒黄芪、盐黄芪、蜜黄芪中黄酮类成

分芒柄花素含量的差异，发现生品中含量最高，炒

制、酒制、盐制对芒柄花素含量均差异不大，蜜制

则降低了黄酮成分的含量。宋肖炜等[90]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分析黄芪经蜜、盐、米、酒等辅料炮制后黄

芪中黄酮类成分的含量变化，以毛蕊异黄酮 - 
7-O-β-D-葡萄糖苷、芒柄花素-7-O-β-D-葡萄糖苷、

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 4 种黄酮类成分为指标性成

分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酒制可增加黄芪黄酮类成分

的溶出，蜜制则会降低黄酮含量，米制和盐制对黄

酮成分影响不显著。余文强[54]对酒炙、米炒、蜜炙、

盐炙、清炒 5 种炮制方式所得的黄芪炮制品的黄酮

类成分含量进行统计分析，以芒柄花素、芒柄花素- 
7-O-β-D-葡萄糖苷、毛蕊异黄酮、毛蕊异黄酮 - 
7-O-β-D-葡萄糖苷 4 种标志性成分具体分析，得到一

致性结论为酒炙黄芪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黄芪的黄

酮类成分。李曼曼等[45]比较了炒品、酒制品、生品 3
种黄芪炮制品中黄酮类成分差异，发现酒制品含量

最高。黄芪炮制后黄酮类成分的含量变化见表 8。 
酒制可增大黄芪中黄酮类成分的溶出，原因为

黄酮类成分为醇溶性成分，酒制中乙醇会有助溶的

作用，笔者推测传统沿用的蜜制法会降低黄酮成分

的溶出，可能是因为蜜制品黏性较大，浸润药材表

面，不易粉碎，溶出率受限制；米作为固体辅料混

合炒制会吸附黄芪炮制时流出的活性成分，并推测

炒制温度对黄酮类成分影响较小。 
4.4  对氨基酸类的含量影响 

吴云高等[92]将生黄芪、炒黄芪、米黄芪、蜜黄

芪、盐黄芪、酒黄芪、麸炒黄芪 7种炮制品用 piCo-tag
氨基酸分析系统检测黄芪炮制品中氨基酸的含量，

得到结果由高到低依次是生黄芪、炒黄芪、酒黄芪、

盐黄芪、米黄芪、蜜黄芪、麸炒黄芪。江国荣[49]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生黄芪、炒黄芪、酒黄芪、盐

黄芪 4 种炮制品氨基酸成分含量，炮制不会影响氨

基酸的种类，但是含量会有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

生品、炒品、酒制品、盐制品。 
上述结果表明黄芪中氨基酸含量均以生品最

高，黄芪中的氨基酸成分容易受到高温或其他辅料

的影响，破坏其结构，使其成分含量降低。 
5  功效主治历史沿革 

关于黄芪炮制作用的系统理论形成于明清时

期，清朝李中梓提出：“古人制黄芪多用蜜炙，愚易

以酒炙，既助其达表，又行滞性，若补肾及崩带淋

浊药中，须盐水炒之”，认为黄芪酒炙，可助黄芪行

气达表，增加其行气之功，同时增加黄芪行气活血

的力量，要优于蜜炙法；若用于补肾，则用盐水炒。

黄芪生品益气卫表、托毒生肌、利水消肿，常用于

气虚所致卫气不固、体虚自汗、水道不利、痈疽不

溃或疮久不敛；炙黄芪甘缓温润，发挥增益作用，

增强补气升阳，益气补中、温肺润燥的功效，多用

于上中下三焦，适用于肺脾气虚、虚劳久咳、气短

乏力、中气下陷、食少便溏、气虚便秘、脱肛下坠

及气虚不摄血所致的出血症如崩漏、便血等；米制

黄芪具有焦香之气，具有补益脾胃、健脾止泻的功

效，治疗脾胃虚弱、脾虚泄泻，同时可矫正黄芪豆

腥之气；酒制黄芪，凭借酒的升提之性，引药入上

焦，结合酒本身活血祛瘀散寒的功效，主治肺气虚

所致寒凝之证；盐制黄芪，盐制走肾脏，引药入肾

经，主补肾，有滋阴降火、利水消肿的功效，治疗

肾虚气薄等病证；米泔水制黄芪，去燥性和中，长

期服用黄芪等补益之药会产生燥性，尤其是阻碍胃

肠正常运化；乳制黄芪，可用于治疗嘈杂病，此病

证表现为胃中空虚、似饥非饥、似辣非辣、似痛非

痛、莫可名状、时作时止的一种病证。黄芪功效主

治的历史沿革见表 9。 
6  药理作用 

黄芪的功效和临床应用由千年来大量医药学家

在临床应用实践中验证总结得来。《主治秘要》云：

气温味甘，气薄味厚，可升可降，阴中阳也；补诸

虚不足一也；益元气二也；去肌热三也；疮疡排脓

止痛四也；壮脾胃五也。又云：甘，纯阳，益胃气，

去诸经之痛。去芦并皱，锉用。传统医学解释黄芪

性温味微甘，具有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

生津养血、行滞通痹、托毒排脓、敛疮生肌等功效，

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

便血崩漏、表虚自汗、气虚水肿等[108]。现代药理对

黄芪活性成分进行实验研究，发现黄芪及炙黄芪有

抗炎、抗肿瘤、降血糖、提高免疫力、保护心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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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黄芪炮制后黄酮类成分的含量变化 
Table 8  Changes in content of flavonoids after Astragali Radix processing 

化合物 
不同炮制方法对应的含量变化 

文献 
酒制 蜜制 盐制 米制 炒制 醋制 

总黄酮 ↑ ↓ ↓ 
 

↓ 
 

50 

↑ ↓ ↓ ↓ 
  

90 

毛蕊异黄酮-7-O-β-D-葡萄糖苷 
 

↑ 
    

88 

↑ ↑ ↑ 
  

↓ 85  
↑ 

    
83 

— ↓ — — 
  

46 

↑ ↓ ↓ — ↓ 
 

54 

↑ 
   

↓ 
 

45 

↑ ↓ ↓ ↓ 
  

90 

毛蕊异黄酮 ↑ ↓ — — 
  

46 

↑ ↓ ↑ — ↑ 
 

54 

↑ 
   

↑ 
 

45 

↓ ↓ ↓ 
 

↓ 
 

50 

↑ ↓ ↑ ↓ 
  

90  
↓ 

    
88,91 

↑ ↑ ↑ 
  

↓ 85 

芒柄花素-7-O-β-D-葡萄糖苷 — ↓ — — 
  

46 

— — ↓ — ↓ 
 

54 

↑ 
   

↓ 
 

45 

↓ ↓ ↓ ↓ 
  

90  
↑ 

    
83  

↓ 
    

88 

↓ ↓ ↓ 
  

↓ 85 

芒柄花素 — ↓ — — 
  

46 

— ↓ — — ↓ 
 

54 

↑ 
   

↓ 
 

45 

↓ ↓ ↓ 
 

↓ 
 

50,89 

↑ ↓ ↑ ↓ 
  

90  
↑ 

    
88  

↓ 
    

91 

↓ ↓ ↑ 
  

↓ 85 

山柰酚 
 

↑ 
    

88 

毛蕊异黄酮苷-6'-O-乙酸盐 
 

↑ 
    

88 

毛蕊异黄酮苷-6'-O-丙二酸酯 
 

↓ 
    

88 

芒柄花苷-6'-O-乙酸盐 
 

↑ 
    

88 

芒柄花苷-6'-O-丙二酸酯 
 

↓ 
    

88 

槲皮素 
 

↑ 
    

88 

汉黄芪素 
 

↓ 
    

91 

3,9-二-O-甲基尼森香豌豆紫檀酚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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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黄芪功效主治的历史沿革 
Table 9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stragali Radix performance function 

炮制 古籍 应用记载 文献 

生品 《名医别录》 主治妇人子脏风邪气，逐五脏间恶血，补丈夫虚损、五劳羸瘦，止渴、腹痛、泄

利、益气、利阴气，首次明确其通利血脉的功效 

 93 

生品 《药性论》 治发背，内补，主虚喘、肾衰、耳聋、疗寒热  94 

生品、蜜制 《医学启源》 生用：益卫固表、痈疽不溃或溃久不敛；炙用：崩带，及一切气衰血虚之证，利

水消肿、托毒生肌 

 95 

蒸制、姜汁制 《圣济总录》 蒸过焙干，生姜汁煮三十沸焙干  16 

生品 《汤液本草》 上中下内外三焦之药及其治疗虚汗、自汗、肤痛、咯血、伤寒尺脉不至  96 

生品、蜜制 《药鉴》 温分肉而实腠理，益元气而补三焦，内托阴症之疮痍，外固表虚之盗汗；如痈疽

已溃者多用，从里托毒而出；又能生肌收口，补表故也；蜜炙用之，大能止汗，

生用又能发汗，用之于痘家 

 97 

生品、盐制 《药品化义》 性温能升阳，味甘淡，用蜜炒又能温中，主健脾、主补肺，故表疏卫虚，诸毒溃

后，收口生肌，及痘疮贯脓，痈疽久不愈者，从骨托毒而出，必须盐炒；痘科

虚不发者，在表助气为先，又宜生用 

 98 

蜜制 《本草通玄》 黄芪蜜炙可增强其补中益气功效，常用于脾肺气虚、中气下陷证  99 

生品、蜜制 《景岳全书》 生者微凉，可治痈疽；蜜炙性温，能补虚损  34 

生品、蜜制、盐制 《医学入门》 治痈疽生用，治肺气虚蜜炙用，治下虚盐水或蒸或炒用 100 

盐制 《炮制大法》 疮疡药中，盐水炒用 101 

生品、蜜制 《本草蒙筌》 生用治痈疽，蜜炙补虚损 102 

生品、蜜制 《长沙药解》 凡一切疮疡，总忌内陷，悉宜黄芪蜜炙用，生用微凉，清表敛汗宜之 103 

生品、蜜制、盐

制、酒制 

《本草求真》 血虚肺燥捶扁蜜炙，发表生用，气虚肺寒酒炒，肾虚气薄盐汤蒸润切片用  41 

蜜制 《本经逢原》 治伤寒尺脉不至，补肾脏元气不足 104 

生品、蜜制 《本草便读》 生者虽补中而善行卫分，能益气固表；炙用则大补中气，有阳生阴长之理 105 

生品、蜜制 《本草备要》 生用固表，无汗能发，有汗能止，温分肉，实腠理，泻阴火，解肌热；炙用补中，

益元气，温三焦，壮脾胃，生血生肌，排脓内托，疮疡圣药 

106 

生品、盐制、乳

制、米泔制 

《得配本草》 嘈杂病乳炒，解毒盐水炒，胃虚米泔炒，煖胃，除泻心火、退虚热、托疮疡，生用 107 

盐制 《本草从新》 如欲其稍降盐水炒，用盐水炒，以制其升性  40 

九制 《增广验方新编》 九制黄芪，与人参同功，气虚者服之最佳  44 

药汁制 《本草新编》 黄芪 0.5 kg，用防风 1 两，先将防风用水十碗煎数沸，漉去防风之渣，泡黄芪 2

刻，湿透，以火炒之干，再泡透又炒干、以汁干为度，再用北五味 3 钱煎汤一

大碗又泡，半于半湿复炒之，火焙干得地气然后用之 

 38 

 
管、保护脑细胞等免受氧化应激；临床上黄芪广泛

用于免疫、心脑血管、循环、呼吸、消化、神经系

统等系统性疾病[109]。 
6.1  增强免疫作用 

黄芪具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其中黄芪的多糖类

成分可促进人体细胞的代谢功能，尤其是免疫细胞

的活性，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石永芳[110]通过研究

黄芪多糖溶液对氢化可的松造模诱导的免疫功能低

下小鼠模型的影响，发现黄芪多糖溶液可加快模型

小鼠血液中溶血素的生成，增加胸腺和脾脏质量，

提高淋巴细胞的转化率，表明黄芪多糖类成分可以

促进提高免疫力。刘俊秋[111]使用免疫学和血浆代谢

组学验证黄芪多糖可改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转化

率和活力，增加脏器质量，从而增强机体正气，抵

御外邪。 
增效是中药炮制目的之一，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黄芪蜜制后具有增强免疫的作用。杨中林等[112]采用

碳粒廓清实验，比较生品与蜜制品在补气增强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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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作用，发现蜜制品可以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

能力，并提高非特异性免疫。葛秀允等[113]发现炙黄

芪可显著增强免疫活性，与生品相比蜜制品可显著

增强经刀豆蛋白 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能

力，并且证明多糖为黄芪主要免疫活性成分，这与

蜜制可使多糖类成分增加相关。 
6.2  抗肿瘤作用 

杨冰等[114]发现黄芪黄酮组分抑制肿瘤生长及

调节免疫的机制可能与调控 X-box 结合蛋白 1
（X-box binding protein 1，XBP1）介导的内质网应

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ERS）相关，黄芪

中黄酮类成分可促进 ERS 凋亡，介导肿瘤细胞的凋

亡，从而抑制 C57BL/6 荷瘤小鼠肿瘤生长，实现抗

肺癌的目的。黄芪黄酮组分高剂量可显著降低

XBP1、肌醇需要酶 1、葡萄糖调节蛋白 78 的表达，

升高 C/EBP 同源蛋白的表达[114]。 
扶正培本是中医药防治肿瘤的基本法则，中医

认为现代医学中肿瘤等病证是由于正气不足引起

的，而通过补益人体正气，可以增强机体免疫，提

高抵御和祛除病邪的能力，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由上述理论推断蜜制黄芪在肿瘤防治方面具有较好

的疗效，Sha 等[115]发现黄芪蜜制后多糖成分可以抑

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阻止细

胞在细胞周期中从 G1 转化为 S 期，通过流式细胞

术测定蜜制黄芪可以增加免疫原性细胞死亡相关分

子的表达，并增加肿瘤组织中免疫细胞的浸润而抑

制肿瘤生长。 
6.3  改善肺脏疾病 

黄芪可以降低血液黏度，降低血小板聚集，改

善肺部血液微循环，减低肺动脉压，增强心肌收缩

能力和保护缺氧受损的心肌，增强人体抗感染的能

力，对肺部疾病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对受损的心肺

功能也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现代临床中黄芪被

用于治疗肺癌等相关疾病[116]。Xu 等[117]研究表明黄

芪甲苷 IV可抑制了肿瘤生长并减少了Lewis肺癌的

转移数量，并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以抑制巨噬细

胞向 M2 表型的极化，还可通过调节腺苷酸活化蛋

白激酶信号通路抑制肺癌细胞的侵袭、迁移和血管

生成。 
黄芪入肺经，具有补气益肺之效，常用于肺炎、

肺纤维化、肺部感染、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及

胸膜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晁恩祥在前人的治病经验

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观察，确定了现代

医学的肺纤维化按照中医肺瘘论治的学术思想，并

提出肺瘘属于本虚标实之证，因此根据肺纤维化的

病因病机，确定的治法为益气润肺、化瘀解毒，疾

病用方为肺瘘方，方中君药为炙黄芪，味甘微温，

归肺脾经，取其补中益气之功效，炙而增强此功效，

治疗内劳伤倦[118]。 
6.4  防治心血管疾病 

现代研究表明生黄芪能改善血流动力学，增加

血流量，防治心脑血管疾病[119]。韩镕徽等[120]发现

黄芪多糖可改善血管炎症和氧化应激状态，保护血

管内皮，黄芪具有抗血栓、降压、提高血浆组织内

环磷酸腺苷的含量的作用，可以改变血液黏稠度，

流变性，增加纤溶酶的活力，有抗凝血作用，由此

防止血栓的形成。其次黄芪具有辅助降压作用[13]，

可以松弛血管平滑肌，保护血管内皮细胞，舒张血

管，降低血液循环阻力，增加血液的流动性，改善

血液循环，可用于预防心肌梗塞、心绞痛、脑梗死

等老年性疾病。 
历史上曾记载黄芪常用于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

治疗。王清任在总结前人防治中风病的基础上，并

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中风病所致的半身不遂

的病证是因为“气虚血瘀”，而黄芪具有通调血脉、

流行经络、活血祛疲的作用，与本病气虚血疲病机

相合，故用之。 
6.5  治疗胃肠疾病 

黄芪中的多糖成分可减轻肠道炎性反应、加快

胃肠道黏膜修复、改善胃肠黏膜屏障功能。吕琴等[121]

发现生黄芪具有调节水电解质平衡、调控水通道蛋

白表达、调节肠道菌群等作用。郑俊等[122]发现黄芪

多糖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会降解成小分子和产生代

谢产物，达到健脾效果，改善脾虚水湿不化大鼠胃

肠消化吸收障碍。Zhang 等[123]发现黄芪甲苷 IV 可

以通过双重介导的 p53/miRNA-34a/乳酸脱氢酶 A
和 p53/TP53 诱导糖酵解调节磷酸酶途径抑制糖酵

解，并且还可以通过恢复单羧酸转运蛋白 1/4、
CD147和缺氧诱导因子-1α的异常抑制糖酵解过程，

糖酵解是癌症疾病能量提供的主要途径，胃癌发生

前会伴有糖酵解的异常，由此可以推测黄芪甲苷 IV
可通过糖酵解途径对胃癌起到治疗效果。 

黄芪炮制品在某些胃肠疾病防治方面疗效显

著，沈秀娟等[124]对 ig 蜜、米、麸炒和生黄芪的脾

虚小鼠的胃排空率及小肠推进率进行比较，发现蜜

制效果最佳，推测为黄芪的补中益气作用可推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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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蠕动。Wu 等[125]采用蜂蜜制黄芪研究葡聚糖硫酸

钠诱导的结肠炎小鼠的影响，发现炙黄芪通过保护

肠黏膜、调节细胞因子的表达和影响肠道菌群多样

性发挥抗炎活性，且效果优于生品。 
6.6  改善肾脏疾病 

黄芪具有扩张肾血管，增加肾脏血流量，减压

并改善肾脏微循环、降低蛋白尿、逆转高脂血症、

调节自身免疫和保护肾功能的作用，对血清型肾炎、

糖尿病肾病等疾病有较好疗效。Ji 等[126]研究发现黄

芪注射液在体外可上调 Cosmic 基因表达，提高免疫

球蛋白 A（immunoglobulin A，IgA）肾病外周血 B
淋巴细胞 IgA1 O-糖基化水平，可作为黄芪治疗 IgA
肾病的潜在机制。 
6.7  保肝作用 

研究表明黄芪具有保肝活性，具有减轻肝脏

炎症反应、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促进肝星状细

胞凋亡、抑制肌成纤维细胞合成、减少细胞外基

质合成、抗氧化应激等作用[127]。在慢性肝疾病发

展过程中，肝纤维化病证较为复杂，是肝硬化和

肝癌疾病发生的前置环节，Wen 等[128]针对肝病发

生的中间环节进行机制研究，发现黄芪可显著降

低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IV 型胶原、透明质酸、层黏连蛋白和 III 型前胶原

水平，并抑制胶原沉积和肝星状细胞的活化减轻

肝纤维化，并且黄芪可以降低糖基化终末产物受

体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磷酸化丝裂原活化

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磷酸化细胞外调节蛋

白激酶 1/2 等炎症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表达，实验

数据表明黄芪通过干预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介导

的炎症信号通路和分泌信号通路，显著抑制肝纤

维化，发挥保肝的功效。 
7  结语与展望 
7.1  黄芪炮制技术的传承 

黄芪炮制历史悠久，自南北朝时期就存在擘、

剉、去芦等净制方法，而后于宋代出现的蒸、炒、

焙、煮、炙等制法，后世伴随蜜、酒、醋、盐、米、

乳、药汁等辅料的广泛应用，黄芪也出现各种规格

的炮制品，在黄芪炮制传承方面，《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与地方炮制规范主要以生、炙黄芪为主，个别

地方炮制规范收录米制、盐制、蜜麸制等炮制品，

而酒制、米泔制、乳制等炮制品在现行药典及地方

规范中均未收载，在古籍文献中对其炮制过程的记

载较为宽泛，面临失传的困境。 

中药炮制理论源于实践，用于指导中医临床，其

中蕴藏着深厚的思想内涵，虽然并非所有炮制技术均

可服务于临床，但这些炮制品在中医药防治疾病的历

史长河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后期的炮制研究中，有必

要在中药炮制理论的指导下，基于临床的安全有效

性，通过现代研究技术去探索面临失传炮制品的炮制

技术及功效，继承黄芪的炮制技术及文化。 
7.2  黄芪加工炮制的工艺及标准研究 

目前黄芪加工围绕产地加工与炮制生产一体化

为主流研究方向，黄芪在药材产地由鲜药材直接切

制而后干燥成饮片，避免多次浸润干燥，并减少有

效成分的损失。关于辅料制法研究多集中于蜜制，

蜜制法的炮制工艺也伴随红外、微波等加热技术的

发展，由烘烤的方式逐渐取代传统的炒制，而盐制、

酒制、米炒等其他炮制品因临床应用较少，又非药

典规定的药材饮片，市场流通量较小，从而少有研

究者对其炮制工艺进行探究。在炮制工艺研究中，

研究者结合正交实验、响应面优化、统计分析学等

方法，逐步确定最佳的炮制工艺参数，但优化参数

结果却各不相同，产生此差异的可能原因是：（1）
炮制所选择的方法、评价指标和考察因素等不同；

（2）药材饮片来源、批次、产地等不同；（3）炮制

过程中的火候、时间、温度、终点等要求不一，多

依靠炮制工的个人经验判断。现代炮制工艺的优化

多以一种或多种成分为指标进行加权优选，但人为

规定成分并不能代替药物的整体质量，其优化的工

艺参考指标为化学成分而并非药效，因此在炮制工

艺质量研究时，既要注重化学成分的变化同时又要

结合临床疗效。 
近年来，多数研究者研究黄芪经炮制后其化学

成分的变化，常见于多糖类、皂苷类、黄酮类等成

分，且此类研究的检测指标多为黄芪的某些单体成

分进行检测，其活性成分多集中于“量”的变化，

对于炮制后“质”的变化未有报道。通过对文献的

梳理，黄芪中同类成分经同一种方法炮制后，含量

变化大体趋于一致，但有个别研究者研究结果与多

数人的结果相去甚远，可能是由于黄芪炮制并没有

规定的炮制工艺参数，炮制品也缺少统一的合格标

准，很多时候均以炮制工的经验为主，缺乏可视化

的工艺参数、规范化的流程标准。因此对黄芪炮制

需建立规范的、统一的炮制流程，炮制参数精准可

控的炮制工艺，对炙黄芪应该完善炮制标准，对其

他炮制品应建立统一的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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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黄芪炮制功效及机制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研究中药炮制机制的主要

是研究炮制成分的变化及炮制对药效的影响，但尚

未有研究者将化学成分的变化和药效变化进行有关

联的深入研究，且缺乏对药效作用进行必要的生物

学验证，因此不能充分说明成分、药效、机制 3 者

间的关系，导致炮制的物质基础不明，作用机制不

清，难以深入阐释黄芪的炮制内涵。中药具有多成

分、多靶点、以整体发挥作用等特点，因此在进行

黄芪的炮制研究时应符合中医整体观，根据黄芪生

品、炮制品的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等基本属性，引

入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法，聚合酶

链式反应扩增等技术，运用指纹图谱、基因组学、

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方法，深入开展黄芪炮制后

成分与药效间的确切关系，构建标准的质量研究体

系，为探明黄芪炮制的科学内涵奠定基础。 
根据中药炮制理论并结合古代医家对黄芪炮制

品应用而言，蜜制黄芪甘缓益脾，补三焦元气，蜂

蜜与黄芪协同增强黄芪补气升阳的作用；“酒制升

提”可引药入上焦，增强药物发散之性，因肺主皮

毛，可通过补气固表，治疗肺系表证；“入盐走肾脏”，

盐制黄芪引药入肾脏，主治肾气虚并增强利水消肿

的功效，对肾病疗效显著，而肾主骨，古今医家均

有用黄芪治疗中风疾病的记载，而盐制黄芪能否增

强行滞通痹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探索：“米制润燥而

泽”，米制固护脾胃，而脾主运化，可控制水谷精微

和津液生成与输送，并且脾能统摄于血，二者结合

米制可增强黄芪生津养血之功；“米泔制去燥性和

中”，或可去除长期服用黄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燥

性”，即人们认知中的“上火”病证。结合以上中药

炮制理论及黄芪的功效，为黄芪炮制的药效研究提

供新的思路。如黄芪“燥性”物质作用基础为多糖

类成分，在肠道吸收过程中影响肠道菌群代谢，进

而影响水和蛋白的代谢，从而引发大便干结、唾液

分泌减少等上火症状[129]。黄芪经不同辅料炮制后功

效及成分相对生品存在差异，药效物质基础发生转

变，会影响药效成分在体内吸收与转化，因此研究

黄芪不同炮制品的功效及炮制机制，可为扩大黄芪

不同饮片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综上，本文对黄芪炮制历史沿革及现代炮制工

艺的发展演变进行整理归纳，结合现代仪器和化学

分析技术，研究炮制前后黄芪主要活性成分如多糖

类、皂苷类、黄酮类等的变化，对古代黄芪应用和

现代药理作用进行分析整理，进一步考察和推测黄

芪炮制品的功效主治，通过深入探索古人对病证的

认知和用药的特点，深度挖掘现代医药所忽视的传

统炮制方法和经验理论，通过炮制增强黄芪对某些

脏腑疾病的选择性，除了研究黄芪炮制前后化学成

分的变化，还可以通过现代药理学研究黄芪治疗疾

病的机制，进而通过药效研究对其结果进行验证，

将成分-药效进行关联，阐明炮制机制，提升炮制标

准，为扩大黄芪适应证提供了新思路，并实现黄芪

炮制品在现代临床中的更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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