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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品种繁多
,

超过五千余种
,

动植矿

物都有
,

性质互异
,

季节性强
,

产量又大
,

这给采制和贮藏带来莫大的困难
。

据统计每

年全国收购额高达十亿元以上
,

但 因保管不

当
,

检查不严
,

每年由于霉烂虫蛀所造成的

损失金额以百万元计
,

殊堪惊人
。

这不仅是

国家经济上的损失
,

而且严重地影响中药质

量和医疗效果
,

故对采制和贮藏应给予足够

的重视
。

关于中药的采制
、

加工和贮藏
,

我国历

史上的医药专著早有记载
。

例如 《黄 帝 内

经》 载有
“治半夏

” 及至唐代已深刻认识

到药材的采制时节
、

炮制和贮藏方法与药材

质量有密切关系
,

如明代 《千金翼方》 就记

载
“
凡药皆须采之有时日

,

阴干暴干
,

则有

气力
” 。

明代 《本草蒙荃》亦提到
“凡药贮

藏
,

宜常提 防
,

倘阴干
、

暴干
、

烘千
,

未尽

去湿
,

则虫蚀霉垢朽烂
,

不免为殃
” 。

这都

说 明我国古人已积累 了一些宝贵经验
。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中药质量提高非常重

视
,

除教学
、

科研
、

医疗单位对中药的采收

加工和贮藏进行研究外
,

药材生产和贮藏部

门也加强和改进 了保管制度和养护措施
,

贯

彻了 “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的原则

,

逐步

克服了药材发霉
、

生虫的现象
。

有关中药采

制和贮藏的各种研究和经验在 年出版的

《中药材保管技术》 〔‘〕一书中大 致 作 了

较全面系统的总结
,

可资参阅
。

这两年来教学
、

科研和药材储运部门针

对这些方面又做了许多研究试验工作
,

取得

可喜的成就、 例如
,

中药因采收不当而影响

质量的因素可有 不知采收时节
,

季

节不分影响成分含量 摘采不分入药

部位
,

影响疗效 连续突击采收
,

破

坏生态
,

影响资源
。

加工炮制既要遵古
,

又

要科学
,

但原药材在产地加工不当而变质者

亦属常见
,

以致 使性质改变 损失有效

成分 干燥不足
,

水分偏高形成霉烂 〔 〕
。

在贮藏上不 注意控制温
、

湿度
,

不注意卫生

条件及防虫防霉措施
,

更易造成 药 材 的 霉

蛀
、

潮解
、

变色
、

泛油
、

有效成分损失等
。

现将研究情况分述如下
。

一
、

采收加工技术研究的进展

中药的采收加工是一个保质
、

保量
、

保

效完整过程的一环
,

是 在产地进行的第一关
,

对今后炮制
、

运输和贮藏工作的好坏有直接

影响
。

采制方法大致分为对药材加热处理
、

加水处理
、

加辅料处理和除杂去芜处理等
。

一 加热处理

加热处理的 目的可以消减毒舀
‘

作用 抑

制或破坏试类药材中的酶
,

便于贮藏保存疗

效
,

缓和或改变药性或产生新的治疗成分
。

中

药采制后的干燥方法除用阴干
、

阳干
、

摊晾等

法 以外其中以现代机械化干燥设备最为经济

有效
,

现在用的带式干燥器
、

网带式干燥器
、

叶轮盘式干燥器等干燥速度快
、

能力高
,

值

得推广 〔〕
。

较新的远红外加热 干 燥 技 术

的应用越发普遍
,

而且有改进
。

优点是效率

高
、

耗电少
、

质量好
、

成本低
,

对有效成分

无影响
,

特别适于中药 的 干 燥 〔 〕
。

低 温

真空干燥法对某些贵重娇嫩药材的加工尤为

有利
,

例如将新鲜人参放在低温真空干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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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冷藏 一 小时
,

温度约为 一 。℃
,

再经

升温处理装合而成 加工的人参外形美观
,

气

味浓郁
,

质量比老法好
,

人参总皂试含量比生

晒参约高 以上
,

比鲜参仅低 〔〕
。

至于中药采用加热干燥对灭菌程度及挥发 成

分的影响如何
,

有人将丁香
、

干姜
、

当归
、

蕾香
、

薄荷
、

荆芥
、

丹皮等 种 药 材 采 用

℃密闭加热法进行 灭菌
,

以不加热
、

加热

干燥灭菌为对照
,

应用薄层层析法 色斑 与

值为参考
,

同时测定挥发油
、

水分含量及杂

菌数变化
,

结果仅蕾香未达卫生标准
,

其他

无变化
。

二 加水处理

加水处理是采制加工最常用的方法
,

中

药经过水洗
、

漂
、

泡
、

浸等是为 了除去泥沙

杂质
,

使药材洁净
,

便于切制及保存
,

但可

使某些成分流失或水解
。

因此对 “抢水洗”

加强了应用和研究
,

此法要求洗药动作敏捷

速度快
、

恰到好处
,

则可保持芳香气味及色

泽
,

避免水解
、

易于切片
,

对功效无损失
。

三 除杂去 芜处理

亦即对药材进行净选法
,

历来中医用药

理论及习惯都要求除去无药用或不 良作用部

位 , 将有效部位精选入药
。

如明代 《炮炙大

法》 记载 种草
、

果和木部的药材 就 有

种需要净选
。

近年来对药材净选作用的研究

不断深入
,

认为 去毛作用在于避免

刺激
、

减低毒性
、

外观洁净
,

如批把叶
、

狗

脊
、

石苇
、

骨碎补
、

辛夷等 去心作

用在于分别发挥作用
,

保证疗效
,

便于制备
,

如 乌药
、

巴戟天
、

远志
、

天冬
、

莲子
、

贝母

等 去芦作用在于保证疗效
,

易于切

片
,

如人参
、

党参
、

桔梗等 去核去

瓤作用在于分清效用
,

保证疗效
,

易于浸煎
,

如 乌梅
、

山渣
、

积壳
、

积实等 去皮

去壳作用在于提高疗效
,

区另作用
,

外观干

净
,

便于浸出
,

如杏仁
、

苍术
、

获 菩 等

去节去根作用在于防止副作用
,

提高

疗效
,

如麻黄
、

木贼等 〔 〕
。

药 材 净 选 法

是 否合理
,

对古人的理论和现在的实验
、

临

床研究亦有人加以调研分析
,

如人参去芦
,

钩藤取钩去梗
,

当归分头
、

身
、

尾
,

麦冬
、

连翘去心
,

杏仁去皮尖
,

马钱子去皮毛
,

厚

朴去粗皮
,

麻黄去节
、

龟壳去上甲及旁弦等

均作了对比讨探 〔〕
。

当然
,

对 净 选 法 文

献考证
、

实验研究及临床验证有机地结合研

讨尚待继续进行
。

四 中药采制加工法的改进

个别药材的采制加工法也有许多改进
。

例如 带血鹿茸的加工需封锯 口
,

增

加烘烤强度和时间
,

煮炸及回水工序亦与常

法不同
。

天麻产地加工以隔水蒸透后

干燥为好 水煮法最差 含天 麻 贰 少
。

肉桂用六种方法加工试验
,

结果箩筐

加塑料薄膜炯制法的颜色
、

气味和油分均较

好
,

质量稳定
。

槟榔加工 以蒸法软化

制片
、

饮片阴干或晾干较好
,

简便
、

节约
、

有效成分损失少
。

神曲经用整体发酵加工

法
,

可节省时间劳力
,

颜 色气味均优于传统

法的成品
。

芒硝加工采用降低饱和溶

液温度结晶的方法可提高产量
。

雄黄

加工用水飞法除去 效果最好
,

可 降

低毒性至安全范围
。

昔茵仁 以洗润后

清炒较好
,

洁净美观
,

易煎出 有 效成 分
。

苦杏仁用沸水略煮或带皮生仁蒸 分

钟
,

可达杀酶保贰的目的
。

中药炮制炒

炭采用油砂炒炭质量好
、

洁净
。

乳香

通过五种炮制方法比较
,

以夹层水煮后过滤

浓缩冷却的制法质量好
,

收得率高
。

桃仁带核保存能防虫蛀
,

保持药效
。

甘草加工只能润不 能泡
,

否则有效成

分损失极大
,

饮片厚度以 一 毫米为好
。

人参的不同加工炮制方法对总皂贰含

量影响很大
,

冻干参
、

生晒参损失较小
,

总

皂试含量高
,

分别为 及  
,

其次

为红参 最次为糖参

而红参则 以红参须为最佳药用部位
,

总皂贰

含量约为主根的三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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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贮藏技术的研究进展

中药贮藏历来是个较难全面 解 决 的 问

题
,

由于药材本身富有营养成分
,

量大质泡
,

包装不严密
,

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极易霉烂
、

虫蛀等
,

甚至变质失效无法药用
,

中药贮藏

主要采用物理法 干燥
、

冷藏等 和化学法

主要是熏蒸剂 以防止霉烂和虫蛀
。

近几

年来的研究在贮藏条件的改进和贮藏方法的

创新方面有相当的进展
。

一 药材安全水分及测定

贮藏过程中温度虽然都对药材不利
,

但

主要关键在于药材本身的含水量及外界的湿

度
,

如能保持一定的干燥程度霉虫大多不易

繁殖
。

因此通过测试规定药材的安全水分限

度是有价值的
。

例如红枣的安全 水 分 定为

以下
、

川麦冬  以下
、

党参 以下
,

储存 年均未霉蛀 〔〕
。

随之 而 来 的 水 分

如何测法
,

从来国内外药典多用干燥法和甲

苯法
,

现有人 用气相色谱法测定 种生药 含

水量效果较好
,

快速
、

样品少
、

灵敏度高
、

准确可靠 〔“〕
。

对 中成药的 水 分 的 测 定
,

应用恒温减压干燥法或卡氏法 以六神丸及

咽喉消炎丸为样品 均有迅速
、

准确
、

用量

小的特点
,

尤其适合于含挥发成分或贵重中

药水分的测定
。

二 霉菌种类

探讨污染中药 霉菌的种类
,

了解其危害

状况而采取对策
,

以往注意不够
,

现有人随

机抽取 种中药 如桅子
、

白芍
、

桔梗
、

甘

草
、

党参
、

板兰根
、

天花粉
、

丁香等 样品

进行培养
,

结果表明有 种生长霉菌
,

污染

霉菌数量最多是天花粉 〔’ 〕
。

其中以 青 霉

属最普 遍
,

其 次 为 曲 霉
、

根 霉
、

毛 霉 等

属
。

三 仓库害 虫种类

中药仓库害虫种类及其为害情况的调研

工作以往有过报告
,

但不系统
。

现通过对九

个省市中药材仓库的害 虫做 了初步调查鉴定

计有 目
、

科
、

种
,

其中以烟草甲虫
、

药各盗
、

赤拟谷盗
、

咖啡豆象
、

螟蛾类幼虫

为害最广泛
,

如烟草甲虫为害 种中药
。

易

生 虫的药材占中药总量的  
,

尤以根类
、

种子类和动物类最易生虫
,

如党参
、

构祀能

被 种以上的害虫侵蚀
。

四 中药贮藏技术

中药贮藏技术除个别品种如构祀
、

刺五

加等具体贮藏法的研究外
,

在药材仓库的 虫

霉防治方面最近两年进展亦较大
,

取得可喜

的成就
。

、

种子贮藏 热带
、

亚热带中药种子

寿命短
,

贮藏过久
、

方法不 当
,

常丧失发芽

力
。

有人对 种种子的寿命及贮藏加以 研究

认为种子干燥失水
、

含油量高
、

吸潮生霉等

易丧失发芽力
。

若能分别采用润砂
、

瓶装
、

低温
、

留果皮贮藏或干燥器 或干燥剂 贮

藏等法均可延长种子寿命
、

保持发芽力
,

有

利于引种栽培工作
。

、

罐藏人参 近年来我国人参产量增

加
,

国内外销售量亦大
,

对人参贮藏保鲜的

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

罐藏人参自 年开始

实验后
,

现已转入正式生产和外销
,

证明质

量
、

卫生要求均优于传统人参产品
,

使用方

便
,

易于贮存
,

经济效益 明 显 〕
。

同 时

贮藏鲜人参与生晒参
、

红参的药理作用比较

证明
,

同样具有抗疲劳
、

抗缺氧
、

抗利尿作

用
,

并可延长戊巴比妥钠引起的睡眠时间
,

说明罐藏人参加工后有效成份未受破坏
,

药

效可靠
。

、

熏蒸防治 中药的虫害防治一向采

用硫黄
、

氯化苦
、

磷化铝熏蒸剂
,

效果尚可
,

但由于此类化学品有毒
、

操作复杂
,

对药材

质量亦有影响
,

因此在具体运用上做 了某些

改进
。

例如 氯化苦熏蒸后药料中氯化苦的残

留量可用气相色谱法测定
,

经测试中药 种
,

认为此法灵敏
、

准确
、

迅速
、

简单
,

对安全

防治提供了保证
。

又磷化铝是药材仓库防治

害虫应用较广的有效熏蒸剂
,

一般用量为

克 米
召 ,

密闭 一 天
,

但有操作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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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缺点
。

现改为在密封条件下利用药材
、

微生物及害虫的呼吸作用
,

降氧升高二氧化

碳
,

再辅 以低剂量的磷化氢气体
,

即可达到

杀虫的效果
,

称之
“低氧低药 ” 的双低法

用量可减为 一 克 米
“ ,

因此药量少
、

费用低
,

药 材质量亦得到保证
。

、

灭菌防治 环氧乙烷和
”。

钻对中药

灭菌是一个新领域
。

经试验用环氧 乙 烷

毫克 升
、

℃作用 一 小时
,

即可达到

灭菌要求
,

对细菌
、

霉菌及害虫均有杀灭作

用
,

特别适于不 宜加热的中药
,

操作方便
,

效果可靠
,

残留量少 不过对中药有效成分

的影响尚待继续研究 〔‘“〕
。

丫 射线可有 效

地杀灭中药的细菌
,

但对某些有效成分会引

起不 良影响
。

有人对槟榔
、

黄柏
、

细辛等

种药材进行
“ 。

钻照射试验 射线剂量

一 万拉德
,

结果有效成分无明显影响
。

由于中药存量多
、

体积大
,

如何使射线实际

应用虫霉防治上尚有待深入研究
。

、

气调贮藏 气调法首先用之于粮食
、

水果
、

蔬菜的防霉保鲜
,

自  年起在药材

贮藏部 门开展研究较多
,

也是 国家医药管理

局的重点研究项 目
。

由于经济易行
,

安全有

效
,

发展较快
,

运用后经济效益显著
,

有可

能逐步取代熏蒸防治法
。

气调即对空气组成分的调节控制
,

故称

为
“气调贮藏

” ,

简称
“

贮藏
”

是

英语 的缩 写

气调法主要是在密封环境中人为有效地降低

氧含量
,

提高二氧化碳含量而造成虫霉不易

繁殖的微环境
,

使原有害虫窒息或中毒死亡
,

而新的害虫不 能侵入和繁殖 同时因为氧气

受到抑制
,

又阻隔湿气的渗入
,

从而也延缓了

药 材的变化速度
,

保证原有品质的稳定
。

通

常可采用充氮降氧 以下
、

充二氧化

碳降氧 维持 一 之间
。

充氮机我国

已研制生产 了
一

型等氮气发生器
。

机械降氧速度快
,

适于杀虫
,

但费用高
。

亦

可用白然脱氧法
,

降氧速度慢而价廉易行
。

尚有少量药材可用化学吸氧剂
,

吸收密封容

器内氧气
,

速效易行
,

但成本高
。

研究结果

证明
,

气调法贮存的药材不仅能防治虫霉
,

且可保持色泽
、

气味和质量
。

仅以五省市

个试验点对 多种中药进行杀虫试验
,

使

多万公斤药材安全渡过虫霉 季 节 〔’”〕
。

另

对部分药材测定了气调贮藏前后有关理化指

标
,

结果表明化学成分无明显 变 化 〔‘“〕
。

至于气调法养护费用经调查可能略高于熏蒸

法
,

但如果从贮藏过程的各种优点
,

全面而

长远地来衡量
,

此法无疑是中药贮藏技术的

一项重大革新
,

值得系统而深入地研究
,

予

以推广应用
。

关于操作方法的实施
,  !年

编印的 《中药材气调养护》一书 曾 作 了 介

绍
,

可资参考 〔‘ 〕
。

参 考 文 献

〔 〕张紫洞 《中药材保管技术》
,

第一版 北 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年

〔 〕 唐继元 《中草 药》
,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

年 月

〔 〕田玉福 《中草药》
,

絮 卷 第 期 第污

页
,  !年 月

〔 〕黎其仁 《中草 药》
,

第 卷第 期第 页
,

年 月

〔 〕黄贵生等 《中药材 科 技》
,

 !年第 期

第 页
,

年 月

〔 〕俞长芳 《中草 药》
,

第 卷第 期第 页
,

年 月

〔 〕杨梅香 《中药材科 技》
,

年第 期第

页 , 第 期第 页
,

 年 月
、

月

〔 〕李世俊 《中药材科技》
,

年第 期 第

魂页
, 。名 年 月

〔 〕必鹤鸣 《中药通报》
,

第 卷 第 期 第

页
,

年 月

〔 。〕吴淑荣 《中成药研究》
,

年第 期 增

刊第 页
,

年 月

〔 〕宋承吉 《中成药研究》
,

年 第 期 第

页
,

 !年 月

〔 〕温淑荣
、

戚世祥 《中成药 研 究》
,

 年

第 期 页
,

年 月

一 一



〔 〕严敦斌 《中药通报》
,

第 卷第 期 第

页
,

 年 月

〔 〕药和恺
、

周 平等 《中草药》 第 卷第

期第 页
,

年 月

〔 〕许助民 《医学研究 通 讯》
,

年第 期

第 页
,

年 月

〔 〕长沙市医药局 《中药材 科 技》
,

年第

期第 页
,

年 月

〔 〕中国药材公司 《中药材气调 养护》
,

年 月

印度喀拉拉邦特里凡特琅森林区卡尼部落的一百种有用生药

·

尼 日利亚
,

卡拉 巴 大学生物科 学系

编者按 本文介绍 印度喀拉拉邦的 种药用植物
,

其 中的绝 大多数我国均有分布
,

现

将译 文刊 出
,

供读者参考
。

文名称
,

为避兔重 复亦删去

原文 中附 图参考文献均略去
。

每种植物的梵文名 称和 马拉稚拉姆

摘 要

在印度药物研究和顺势疗法中心理事会
、

印度政府的倡导下
,

了 年至  !年在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

邦进行了种族植物学考察
,

发现这个具有近赤道位置和明显的山区
、

平原和沿海区域地理分布带的小邦是

一个具有丰富药用植物的地区
。

山区的常绿森林中居住着多达36 个森林部落
。

在研究他们生活方式
、

文化

等以及利用他们在向导野外工作的同时
,

发现了他们常用的大量药物
。

本文展示了经选择的特 里 凡 特 琅

(T riv a n d ru也) 森林区卡尼 (K ani )部落有经验的老人们常用的100 种药物及其详细的服用方法
。

作者

尝试按照这些植物的已知化学成分来评价这个部落的这些传统经验
。

引 言

喀拉拉邦 (印度) 及其邻近的植物群曾分别地由D
rua r y (186约

,
玉加 。

k
e r

( 1 8 9 7 )
,

B
o o r

d i l l
o n

( 1 9 0 5 )
,

R
a n l a

R
a o

( 1 9 1 4 )

,

F y
s o n

(
1 9 3 2 )

,

G
a

m b l
e

( 1 9 3 5
) 等作了

描述
。

然而
,

这一地区的药用植物或森林资源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

本文作者及其工作队对森

林及其有价值的产物用定量生态学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

喀拉拉 (K o ra la )这个印度最南部拥有38 8
·

7 万公顷区域的邦
,

具有三个明显的地理分布

区
,

即东部山区
、

中部平原地带和西部边区环绕阿拉伯海的沿海地区
。

二十年 以 前 山 区 具

有105 万公顷的森林
,

而现在仅测算到79
·

9 万公顷
,

这个森林地区被划分成 15 个森林区
,

在其

最南边的一个就是特里凡特琅森林区
。

特里凡特浪森林区 立 于 经 度 76
”

4 0
‘
2 4

“

和77
’

17

‘。O “及纬度 8
017 ‘ 5 0

“和 8
053 ‘

42

“

以

内
。

存在于东边的奥古斯梯亚尔(A
ug“ ”t i “ r ) 山脉作为分界线将泰米尔纳德(T

am il N a di )

邦分开
,

事实上
,

这座海拔1869米的山是这一地带的最高点
。

下文联系到特里凡特琅森林区

富裕的保留森林之一柯图尔 (K ottO Or )是卡尼族的家园
。

由于内亚尔(N
ey ya约 河及其支流的长年流水产生厚腐殖质沉淀

,

使得这一地区土壤肥

沃
,

由于水坝建筑而形成的广大的汇水面积对于常绿植被非常有利
。

该地区的雨期长达九个

月
,

雨量总计每年120。一7150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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