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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乳汁在中药炮制中的古今应用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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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乳汁作为辅料用于中药炮制始载于南北朝时期，在明清时期应用最为广泛。在古代，乳汁常以蒸、

煮、炒、拌、浸等方法用于茯苓、人参、蟾酥、白术等数十味中药的炮制，主要发挥增强疗效、缓和药性、洁净和

溶解药物等作用。与古代相比，一是现代使用乳汁炮制（以下简称乳汁制）中药的应用范围更小，除民族药还有较

多使用外，其他地区仅少数省份继承使用乳汁制蟾酥、鹿茸；二是辅料以牛乳和羊乳为主，古代常使用的人乳现已

不再使用；三是炮制方法以浸法和煮法使用较多，古代常使用的蒸法、炒法、拌法已不再使用；四是炮制目的以增

效减毒为主。建议加强对中药使用辅料乳汁制的科学内涵、质量标准、保存技术与保存条件等方面研究，开展乳汁

制中药的应用挖掘整理和临方炮制工作，促进中药资源的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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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used for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milk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widely us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ancient times, it was often used in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medicines, such as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Bufonis Venenum, and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by 

steaming, boiling, stir-frying, mixing, soaking, etc, with the effects of enhancing efficacy, alleviating medicinal properties, 

cleaning, and dissolving drugs. Compared with ancient times,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milk in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ilk processing) is smaller in modern times. In addition to ethnic medicine with more applications, only 

a few provinces in the vast Han regions inherit the use of milk processing of Bufonis Venenum and Cervi Cornu Pantotrichum. 

Besides, the excipient is mainly the milk of cows and goats, and the human milk commonly used in ancient times is no longer 

employed. Moreover, in terms of processing methods, soaking and boiling are widely used in milk processing, while steaming, stir-

frying, and mixing commonly used in ancient times are no longer used. At last, the aim of milk processing is mainly to increase 

efficacy and reduce toxicity.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quality standard,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of milk processing,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mining and processing of Chinese medicine 

by milk processing, and promote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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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乳汁是以动物乳汁为来源，在中医理论指

导下用于疾病诊疗或中药炮制加工的物质。乳汁早

在秦汉时期有药用记载，《神农本草经》记载：“毒

菜害小儿，乳汁解，先食饮二升”[1]。乳汁作为辅料

用于中药炮制的相关记载最早可见于南北朝，雷斅

云：“凡使木瓜，勿犯铁器，以铜刀削去硬皮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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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晒干，以黄牛乳汁拌蒸，从巳至未，待如膏煎，

乃晒用也”[2]。在不断实践中，中药采用乳汁炮制

（以下简称乳汁制）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在现代还

有部分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有使用。为理清辅

料乳汁用于中药炮制的古今应用情况，本文对乳汁

在中药炮制领域的使用进行了总结分析，以期为中

药乳汁制的现代应用及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1　古籍文献记载

以乳（奶）汁、人乳（奶）、牛乳（奶）、羊乳

（奶）、马乳 （奶）、猪乳 （奶）、鸵乳 （奶）、乳制

（炙）、奶制 （炙） 等为关键词，检索《中华医典》

古籍文献数据库[3]，通过查阅超星数字图书馆电子书

籍和相关纸质书籍，对检索记录进行回溯核查，并

人工筛选中药乳汁制的相关内容，对乳汁类别、炮

制药味、炮制方法、炮制作用、记载书籍、记载年

代等进行统计。

1. 1　乳汁来源与质量要求

按来源，乳汁可分为人乳、牛乳、羊乳、马乳、猪

乳、驴乳等。通过查阅古籍文献，共检索到760条中药乳

汁制相关信息，其中关键词人乳421条（54. 8%）、牛乳

112 条 （14. 4%）、乳 （未区分具体类别） 235 条

（30. 6%）、马乳1条（0. 1%）、猪乳1条（0. 1%），记录中

涉及多种乳汁皆可使用的，则分别统计。可知人乳、牛乳

在中药炮制方面应用较多，而马乳、猪乳等应用较少。

乳汁相关质量要求在明清两代记载较多，其中

对人乳汁的相关记载占绝大多数，见表 1。主要依

据母体（乳母）年龄、性格、胎次、身体状态和乳

汁颜色、浓稠度、味道、气味等性状综合评价乳汁

质量，要求乳母性情平和、身体健康，以乳汁色白、

甘甜、浓厚、无腥味为佳；有少数典籍记载要求为

初胎或男孩的乳母乳汁。另外，对牛乳汁质量要求

有少量记载，认为来源于黄牛、黑牛更好，要求牛

乳新鲜、母牛年龄在5~7岁。

1. 2　辅料乳汁在中药炮制中的应用情况

1. 2. 1　应用形式　乳汁主要以液体形式应用于临床

诊疗，为便于量化、存储或增强疗效，也常将乳汁

加工成乳粉使用。《本草纲目》记载：“凡服乳，须

热饮。若晒曝为粉，入药尤佳。”[5]也有将乳粉用于

中药炮制，如《类证治裁》记载“熟地，用人乳粉、

山药各一两拌蒸”[17]。

乳粉制作工艺最早记载于明代，《本草述钩元》

《医学入门》记载有晒干制粉法：“取人乳汁若干，

即下铜锅内煎熬成膏，以大磁盘盛于日下晒之，用

水浸于盘下，乃未济之妙也，不然其乳久晒不

干”[16,18]。在《成方切用》《医方集解》也有炖乳取

粉法的记载：“取无病年少妇人乳，用银瓢，或锡

瓢，倾乳少许，浮滚水上顿，再浮冷水上，立干，

刮取粉用。”[19-20]

另外，在明代开始有姜汁制人乳粉的记载，如

表1　部分古籍文献有关乳汁质量要求的记载

古籍（历史时期）

《圣济总录》 [4] （宋）

《本草纲目》 [5] （明）

《古今医鉴》 [6] （明）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7] （明）

《景岳全书》 [8] （明）

《济阴济阳纲目》 [9] （明）

《菉竹堂集验方》 [10] （明）

《原幼心法》 [11] （明）

《本草便读》 [12] （清）

《随息居饮食谱》 [13] （清）

《何氏虚劳心传》 [14] （清）

《验方新编》 [15] （清）

《本草述钩元》 [16] （清）

内容

凡择乳母，欲其喜怒不妄，情性和善而已，他亦不可求备。但形
色不恶，相貌稍通，无胡臭、瘿瘘、疮瘑、疥癣、白秃、疬疡、
切唇、耳聋、齆鼻、颠眩等疾，便可饮儿

凡入药并取首生男儿，无病妇人之乳，白而稠者佳。若色黄赤清
而腥秽如涎者，并不可用。有孕之乳，谓之忌奶，小儿饮之吐泻，
成疳鬾之病，最为有毒也

肥白女人内外无热者佳

人乳汁白而不腥者良

有用壮健人乳拌晒三次，生杵为末而用者

人乳，二盏，香甜白者佳

用无疾好妇人养男子的好乳汁

择乳母无病、情性温良之妇，乳汁如熟鸡子白者，为上

且人乳尤宜选择无病之乳

且乳无定性，乳母须择肌肤丰白，情性柔和，别无暗疾，不食荤
浊厚味者，其乳汁必醲白甘香，否则清稀腥浊，徒增儿病也

香甜浓白人乳，置薄银碗内隔汤煮热

净牛乳，以当面取者为佳

黄牛者佳，黑牛更胜；用牛乳半斤，取七岁下五岁上黄牛乳一升

质量要求

乳母性情平和、身体健康

乳母身体健康、初胎、乳汁白稠

乳母身体健康

乳汁色白、不腥

乳母身体健康

乳汁香甜白

乳母身体健康、男孩母乳

乳母性情平和、身体健康，乳汁色白浓厚

乳母身体健康

乳母性情平和、身体健康，乳汁白、甘、香

乳汁香甜浓白

牛乳汁新鲜

牛品种，母牛5~7岁

··617



Mar. 2023 Vol. 25 No. 32023 年 3 月 第 25 卷 第 3 期 中国现代中药 Mod Chin Med

《万病回春》记载姜汁制人乳粉：“用人乳数碗，入

瓦盘内，莫搅动，四周晒干刮一处，干则再刮，乳

干以姜汁拌，晒用”[21]。但姜汁制人乳粉仅作为饮

片应用于中药组方，不作为中药炮制辅料使用。

1. 2. 2　应用范围　从南北朝到中华民国时期，共检索

到乳汁制中药 85种（表 2）。宋以前乳汁制中药 3种；

宋元时期共13种，其中新增10种；明代共48种，其中

新增35种；清代及中华民国时期共64种，其中新增37
种。可知，中药乳汁制的相关记载在宋以前很少，宋元

时期稍有增多，明清及中华民国时期大量广泛使用。

从记载情况看，乳汁制槐实、鹿角从宋以前

（即南北朝）到清代及中华民国均有使用，乳汁制茯

苓、蟾酥、麋角、钟乳石从宋代到清代一直沿用，

乳汁制白术、山药、人参、黄柏、珍珠等 20味中药

在明清两代有使用。其中，乳汁制茯苓（赤茯苓）、

蟾酥、黄柏、知母、何首乌、苍术、山药、槐实、

白术、茯神、人参、枸杞、珍珠、黄连、地黄在明

清两代记载频数高，表明使用频繁广泛。另外，曾

使用过的乳汁制木瓜、杏仁、菟丝子等 21味中药在

清代及中华民国时期没有相关记载信息，表明已不

再使用。

1. 2. 3　炮制方法的发展演变　历代典籍共记载11种

乳汁制法，见表3。宋以前有蒸、烧、磨3种方法，宋

元时期新增煮、炒、绞取汁、拌、浸5种方法，明代

新增焙、煅淬2种方法，清代及中华民国时期新增烘

法。按记载频数计算，蒸、炒、拌、浸方法使用最多。

1. 2. 3. 1　乳汁蒸　乳汁蒸法最早记载于南北朝时期

《雷公炮制论》槐实和木瓜项下，后在历代均有使用，

是历代应用最多、最重要的方法，主要应用于茯苓、

人参、山药、何首乌、熟地黄、槐实、麋角等30余味

中药的炮制，部分内容见表4。具体分拌蒸（乳汁拌

匀再蒸）和浸蒸（乳汁浸透再蒸）2种，即让乳汁渗透到

药物内部后再蒸制；从蒸制的方式上分为隔水蒸和饭

上蒸；从蒸制的辅料上又分为单用乳汁蒸和酒乳混合

蒸。关于乳汁蒸制的火候判断，不同中药采取的方法

不尽相同，分别从蒸制次数、蒸制时间、药物质量、

蒸制程度等方面进行要求和判断，如九蒸九晒、蒸一

炷香、蒸至加倍重、蒸透等。

表2　古籍文献有关乳汁制应用范围统计

历史时期

宋以前

宋元

明代

清 代 及
中 华 民
国

沿用中药（记载频数/次）

宋以前：槐实、鹿角、木瓜

宋以前：槐实（3）、鹿角（2）、木瓜（3）
宋元时期：茯苓 （66）、麋角 （6）、杏仁 （4）、
荜茇 （3）、乳香 （3）、天南星 （2）、蜗牛壳
（2）、蟾酥、石英、钟乳石

宋以前：槐实 （9）、鹿角；宋元时期：茯苓
（183）、赤茯苓（14）、蟾酥（17）、钟乳石、麋角
明代：白术（35）、山药（30）、人参（28）、黄
柏 （15）、茯神 （12）、熟地黄 （11）、何首乌
（9）、珍珠 （9）、枸杞 （9）、黄连 （9）、知母
（6）、香附 （4）、槐花 （3）、黄芪 （2）、苍术
（2）、薯蓣、白芍、栝楼根、淫羊藿、铜绿

新增中药（记载频数/次）

鹿角（3）、槐实（2）、木瓜（2）
杏仁 （4）、麋角 （3）、天南星 （3）、茯苓 （2）、
蟾酥、荜茇、乳香、石英、蜗牛壳、钟乳石

黄柏 （29）、赤茯苓 （28）、知母 （17）、何首乌
（16）、山药 （7）、苍术 （7）、白术 （6）、茯神
（6）、人参 （6）、枸杞 （4）、犀牛角 （3）、珍珠
（3）、硇砂 （3）、栝楼根 （3）、黄芪 （2）、黄连
（2）、菟丝子（2）、鹿茸（2）、槐花、小米、熟地
黄、密蒙花、薯蓣、牡蛎、木槿花、铜绿、松子
仁、香附、白芍、茯苓木、石菖蒲、菊花、芝麻、
淫羊藿、没药

沉香 （5）、沙苑子 （4）、地黄 （3）、白薇 （2）、
补骨脂 （2）、大黄 （2）、刺蒺藜 （2）、穿山甲
（2）、胆南星（2）、女贞子（2）、虎骨（2）、桂花
（2）、人指甲 （2）、朱砂 （2）、络石藤、苏梗汁、
当归、麦芽、山慈菇、厚朴、谷精草、冬葵子、
鸡内金、松花、款冬花、琥珀、沙参、龟板、豨
莶草、鹿牙、人牙、象皮、西洋参、鹿兴、白丁
香、龟背石、玄参

未沿用的中药

宋以前：木瓜；宋元时期：
杏仁、天南星、荜茇、乳香、
石英、蜗牛壳；明代：菟丝
子、硇砂、犀牛角、鹿茸、
小米、茯苓木、菊花、没药、
密蒙花、芝麻、牡蛎、木槿
花、石菖蒲、松子仁

注：沿用和新增中未标记频数的中药记载频数为1。
表3　古籍文献有关乳汁制法统计

历史时期

宋以前

宋元

明代

清代及中华民国

炮制方法（记载频数/次）

蒸（4）、烧（2）、磨（1）
蒸（6）、煮（4）、炒（4）、绞取汁（4）、浸（2）、拌（1）
蒸（63）、炒（57）、浸（52）、拌（36）、煮（30）、绞取汁（5）、磨（3）、焙（1）、烧（1）、煅淬（1）
蒸（205）、拌（87）、浸（66）、炒（56）、焙（9）、磨（8）、煮（9）、煅淬（2）、烘（2）、烧（1）

注：检索记录中“制、炙”不作为具体方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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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　乳汁炒　乳汁炒法最早记载于宋代，后在

历代均有使用，是应用较多的重要方法，主要用于

黄柏、知母、白术、天南星、茯苓等 20余味中药的

炮制，部分内容见表 5。乳汁炒法前处理方式有拌、

润、浸（泡）；炒制方式分为湿炒和干炒，湿炒法即

乳汁拌（浸）湿后炒制规定程度，干炒法即乳汁拌

（浸） 湿后晒干再进行炒制；炒制辅料除单用乳汁

外，还有与酒盐配合使用的情况。判断乳汁炒制的

火候主要依据药物的颜色，如炒黄、炒重褐色、炒

赤等，还有少数依据炒制的次数及药物的干燥程度

进行判断。

1. 2. 3. 3　乳汁拌、浸（泡）　乳汁拌、浸（泡）是

历代应用较多的重要方法，文献中拌、拌晒、浸、

浸透、泡、浸化等记载描述皆是指此类方法。乳汁

拌、浸（泡）法一方面用于蒸、炒等其他方法的药物

前处理，一方面拌、浸（泡）后直接干燥制成饮片或

临床使用。本文阐述的方法即为后者，常用于茯苓、

白术、蟾酥、何首乌、枸杞等药物的炮制（表6）。

表4　古籍文献有关乳汁蒸法的部分记载内容

古籍（历史时期）

《雷公炮制论》 [2] （南北朝）

《圣济总录》 [4] （宋）

《扶寿精方》 [22] （明）

《证治准绳·类方》 [23] （明）

《滇南本草》 [24] （明）

《外科大成》 [25] （清）

《履霜集》 [26] （清）

《本草述钩元》 [16] （清）

《高淑濂胎产方案》 [27] （清）

《顾松园医镜》 [28] （清）

《女科切要》 [29] （清）

中药

槐实

木瓜

麋角

何首乌

人参

木槿花

钟乳石

熟地黄

白茯苓

茯神

熟地黄

茯苓

沙苑子

炮制方法

凡采得，去单子并五子者，只取两子、三子者，以铜锤锤破，用乌牛乳浸一
宿，蒸过用

凡使木瓜，勿犯铁器，以铜刀削去硬皮并子，切片晒干，以黄牛乳汁拌蒸，
从巳至未，待如膏煎，乃晒用也

水浸七日，刮去皱皮，镑为屑，盛在一银瓶内，以牛乳汁浸一日，常令乳高
二寸，如乳耗更添，直候不耗，用油单数重密封瓶口，别用大麦一斗，安在
甑内，约厚三寸，上安麋角瓶，更用大麦周围填实，露瓶口，不住火蒸一复
时，如锅内水耗，即旋添热汤，须频看角屑粉烂如面，即住火取出，用细筛
子漉去乳，焙干

去皮，舂如弹子大，人乳浸一次，蒸晒各一次，如此九次

去芦，人乳浸透，饭锅上蒸熟

为末，入人乳半钟，将花末拌于乳内，饭上蒸熟，食之效

煅为细末，人乳浸，饭上蒸过用

用人乳浸九次蒸晒为异耳

去皮，乳拌谷米饭上蒸透

先以茯神去皮，细锉，入箩筛内，置水盆中，荡筛，去筋膜，澄清，取水底
细末，晒干，复以人乳拌蒸三四次，或五六次更佳。每茯神一两，蒸作二两

干地，绍酒人乳拌，蒸九次

人乳拌，蒸晒至加倍重

半斤，马乳浸二宿，如无马乳以牛乳代之，蒸一炷香

方法说明

浸一宿，蒸

拌匀再蒸，从巳时蒸至
未时

浸透，蒸一复时，蒸至
角屑粉烂如面

九蒸九晒

浸透，饭上蒸

拌匀，饭上蒸熟

浸，饭上蒸

九蒸九晒

饭上蒸透

拌蒸多次，至药物质量
加倍

酒乳合用，九蒸九晒

拌蒸至药物质量加倍

浸二宿，蒸一炷香

表5　古籍文献有关乳汁炒法的部分记载

古籍（历史时期）

《太平圣惠方》 [30] （宋）

《扶寿精方》 [22] （明）

《古今医统大全》 [31] （明）

《寿世保元》 [32] （明）

《小儿诸证补遗》 [33] （明）

《胤产全书》 [34] （明）

《种杏仙方》 [35] （明）

《冯氏锦囊秘录》 [36] （清）

《济世全书》 [37] （清）

《验方新编》 [15] （清）

中药

天南星

知母

黄柏

黄柏

苍术

黄柏

茯苓

芝麻

淫羊藿

白术

生地黄

黄柏

沙苑子

炮制方法

捣为末，用牛乳拌湿，炒令干，如此三度后细研

八两，二两酒浸透，二两盐水浸，二两人乳浸，二两蜜浸，俱晒干炒赤

八两，二两酒浸，二两盐水浸，二两人乳浸，二两蜜水浸，晒干，炒褐色

去皮，八两，人乳拌匀，晒干，再用盐水炒

童便人乳各浸三日，炒干

人乳浸，炒胡

去粗皮，人乳拌炒，晒干，凡五七次

乳汁炒熟，为末

乳汁炒干为末

如阴虚而脾不甚虚者，人乳拌透，晒干炒黄

八两，真怀庆者皮上有疙瘩，掐开内红紫色者佳，酒洗净，竹刀切片，用
少壮妇人乳汁一钟，好酒一钟，拌匀浸一日，入砂锅内微炒，不住手拨，
将半燥取起，日晒夜露干

用人乳泡透，炒枯，研细末

去灰土，分四股，青盐、人乳、老酒、童便各拌二两，微炒

方法说明

拌湿，炒干，炒三次

浸，晒干炒赤

浸，晒干炒褐色

拌匀，晒干，盐水炒

浸三日，炒干

浸，炒胡

拌炒，晒干，重复多次

炒熟

炒干

拌透，炒黄

酒、乳浸一日，微炒

泡透，炒枯

微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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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乳汁煮　乳汁煮是重要的炮制方法，其最

早记载于宋代，后在历代均有使用，主要应用于茯

苓 、 赤 茯 苓 、 珍 珠 、 朱 砂 、 荜 茇 等 中 药 的 炮

制（表7）。

1. 2. 3. 5　其他炮制方法　乳汁磨、焙、煅淬、烘、

烧、绞汁等方法在历代使用记载较少，见表 8。乳

汁烧法主要在宋以前有记载使用，多用于角类中

药如鹿角、麋角的炮制；乳汁磨法主要在明清两

代有使用，主要用于犀牛角、沉香、山慈菇等炮

制；乳汁焙法主要在明清两代使用，主要用于山

药、茯苓等药物的炮制；乳汁煅淬法主要在清代

使用，用于矿石、贝壳类中药如牡蛎、钟乳石、

龟背石等药物的炮制；乳汁绞汁制法在宋代至明

代期间有使用记载，主要用于杏仁、山药的炮制；

乳汁烘制法在清代及中华民国时期有使用，用于

胆南星的炮制。

1. 2. 4　主要应用目的　1）增强补益功效。《医方集

解》记载：“人乳乃阴血所化，服之润燥降火、益血

补虚，所谓以人补人也。”[20] 《随息居饮食谱》记

载：“乳汁，甘平补血，充液填精，化气生肌，安神

益智，长筋骨，利机关，壮胃养脾，聪耳明目。”[13]

因此，发挥乳汁甘补的特点，乳汁制主要用于增强

药物补阴益气的作用，如《药鉴 》记载：“乳制助

生阴血”[53]。在古代，乳汁制主要用于茯苓、何首

乌、人参、枸杞、山药、熟地黄、鹿角、麋角、沙

苑子、菟丝子、女贞子等药物炮制以增强补阴益气

作用。2）缓和药性。乳汁甘润，常用于白术、苍术

的炮制以润燥。《本草蒙筌》记载：“术，咀后人乳汁

润之，制其性也。”[54]《本草备要》记载：“白术，人

乳拌用，润以制其燥。”[55] 《本草述钩元》记载“苍

术，又拌人乳透蒸，皆润之使更合于金气而不燥

也。”[16] 3）溶解药物。为便于临床调剂或制剂，蟾

酥、乳香、白丁香等常用乳汁溶解后使用，其中乳汁

浸（泡）化蟾酥应用较多。《仁斋直指方论》记载：

“蟾酥干，用人乳汁化开。”[56]《圣济总录》记载乳香

于牛乳中煮化[4]。《眼科心法要诀》记载：“白丁香，

乳汁化开，去渣。”[57] 4）去除杂质或易于粉碎。主

要用于矿石、贝壳类药物的炮制，以发挥清洁、去除

杂质、易于粉碎等炮制作用，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

如乳汁煮、浸珍珠，人乳煅淬牡蛎、钟乳石等。

1. 2. 5　不同种类乳汁的炮制应用情况　乳汁种类虽

然较多，但在中药炮制方面仅人乳和牛乳应用较广

泛。牛乳汁最早在宋以前（南北朝时期）有使用记

载，明代应用最多，不同时期相关记载频数为宋以

前 6次、宋元时期 19次、明代 62次、清代及中华民

国时期 24 次；而人乳汁最早在宋元时期有记载使

用，在清代使用最多，不同时期记载频数为宋元时

期1次、明代148次、清代及中华民国时期272次。

表6　古籍文献有关乳汁拌、浸（泡）法不同历史时期应用统计

炮制方法

拌

浸（泡）

宋元

茯苓

蟾酥、钟乳石

明

茯苓（赤茯苓）、白术、何首乌、枸杞、黄柏、山
药、苍术、黄连、黄芪、人参、菟丝子

茯苓（赤茯苓）、何首乌、黄柏、硇砂、茯神、蟾
酥、茯苓木、枸杞、槐实、鹿角、乳香、山药、
石菖蒲、松子仁、铜绿、香附

清及中华民国

茯苓、白术、山药、何首乌、香附、白薇、桂花、槐花、
黄柏、黄连、冬葵子、茯神、枸杞、鸡内金、人参、沙苑
子、淫羊藿

蟾酥、茯苓（赤茯苓）、枸杞、何首乌、熟地黄、白术、茯
神、黄柏、珍珠、白丁香、补骨脂、苍术、当归、地黄、
槐实、黄连、款冬花、鹿兴、铜绿

表7　古籍文献有关乳汁煮法的部分记载内容

古籍（历史时期）

《本草图经》 [38] （宋）

《太平圣惠方》 [30] （宋）

《圣济总录》 [4] （宋）

《景岳全书》 [8] （明）

《本草纲目》 [5] （明）

《济阳纲目》 [9] （明）

《鼠疫约编》 [39] （清）

《奇方类编》 [40] （清）

《秘方集验》 [41] （清）

中药

茯苓

石英

乳香

赤茯苓

珍珠

荜茇

珍珠

朱砂

琥珀

炮制方法

取白茯苓五斤，去黑皮，捣筛，以熟绢囊盛，于二斗米下蒸之，米熟即止，曝干又蒸，如此三过，
乃取牛乳二斗和合，著铜器中，微火煮如膏，收

五两，打碎如小豆大，以牛乳三升、水五升，相和于银器中，慢火煮石英以乳水尽为度，取出，用
井花淘挑，曝干，细研如粉

牛乳一斗，银石器中盛，并乳香于重汤内煮，旋旋浇牛乳汁，以乳香化为度

一斤，用牛乳五升煮干为度

以人乳浸三日，煮过如上捣研

牛乳半盏慢火煎干

人乳浸三日，或装豆腐中煮透，取出研细如飞面

灵砂四两，人乳煮过

打碎，牛乳同煮干，取出，又清水煮二三滚，晒干为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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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人乳皆主要用于补益药的炮制以增强功

效，在明、清、中华民国时期的 86项使用牛乳炮制

的记录中，有 70 项是应用于茯苓（赤茯苓）、何首

乌、槐实、鹿角、麋角、沙苑子、熟地黄、淫羊藿等

补益药物的炮制记录；使用人乳炮制记载频数超过

10次的药物有 11个，记录数 326项，其中发挥补益

作用药物就有茯苓、人参、何首乌、知母、茯神、

山药、熟地黄 7 个，记录数 235 项 （占比 72. 1%）。

另外，用于增强补益作用，牛乳、人乳还可相互代

替使用，如《景岳全书》记载：“何首乌，小黑豆汁

拌蒸七次，如无黑豆，或人乳、牛乳拌蒸俱妙”[8]。

《济世全书》记载：“赤白茯苓，去皮，各四两，用

人乳或牛乳浸蒸。”[37]

在缓和药性、溶解药物、去除杂质等其他炮制

作用方面，主要使用人乳进行炮制，牛乳应用极少。

例如，在白术、苍术缓和药性方面共 50 项记录中，

使用人乳 35 项 （70%），乳 （未区分乳汁类别） 14
项，人乳、牛乳皆可使用 1 项；在蟾酥、白丁香、

乳香等溶解药物方面共 24项记录中，使用人乳 19项

（79%）、牛乳 2项、乳 3项，且常用中药蟾酥皆记载

用人乳炮制。在用于矿石、贝壳类药物去除杂质、

易于粉碎等方面的 23 条记录中，使用人乳 16 项

（70%）、牛乳 3项、乳 4项，且常用中药珍珠皆记载

用人乳炮制。

2　现代使用情况

2. 1　现状

2. 1. 1　乳汁制法以民族药使用居多　据统计，目

前有 26 味中药使用乳汁制，绝大多数是蒙古族药

（以下简称蒙药） 和藏族药 （以下简称藏药） 或在

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区使用的药物。

其中蒙药或在内蒙古地区使用的有狼毒、马钱子、

玉竹、黄精、寒水石等 21 味；藏药或在西藏、青

海等地使用的有瑞香狼毒、马钱子、寒水石、黄

精、天冬、雌黄、绵羊睾丸 7 味；新疆使用的有 2
味，为马钱子、余甘子；此外，乳汁浸蟾酥在北

京、广西、河南等全国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有记载使用，乳汁制鹿茸仅在河南省有记载使用。

2. 1. 2　乳汁制炮制辅料以牛奶为主　牛奶和羊奶皆

可用于炮制瑞香狼毒、珍珠、黄精、玉竹、天冬等

蒙药，藏药雌黄炮制使用羊奶，其他药物都是使用

牛奶炮制，其中寒水石、草乌、雄黄有用发酵的酸

牛奶进行炮制的记载。

2. 1. 3　乳汁制以煮、浸法为主　26 味乳汁制中药

涉及煮、浸、煅淬、烤炙、奶飞 5 种炮制方法，其

中煮法 13 味、浸法 12 味、煅淬 3 味 （主要为寒水

石、方解石等矿石类）、烤炙1味、奶飞1味。

2. 1. 4　乳汁制主要发挥增效、减毒作用　一是增强

药物的补益作用，如乳汁制鹿茸、黄精、玉竹、天

表8　古籍文献有关乳汁制其他方法的部分记载内容

炮制方法

烧

绞汁

磨

焙

煅淬

烘

古籍（历史时期）

《外台秘药》 [42] （唐）

《太平圣惠方》 [30] （宋）

《医学正传》 [43] （明）

《证治准绳·幼科》 [44] （明）

《张聿青医案》 [45] （清）

《串雅内外编》 [46] （清）

《外科正宗》 [47] （明）

《疡医大全》 [48] （清）

《一见能医》 [49] （清）

《丹台玉案》 [50] （清）

《外科方外奇方》 [51] （清）

《疡医大全》 [48] （清）

《鳐溪秘传简验方》 [52] （中华
民国）

记载内容

取角三四寸截之，乃向炊灶底烧一遍，去中心虚恶者，并除黑皮讫，捣作末，以绢
筛下，水和，帛练四五重，置角末于中，绞作团，大小任意，于炭火中熟烧，即将
出火令冷，又捣碎作末，还以水和，更以帛练四五重绞作团，如此四五遍烧捣碎，
皆用水和，以后更三遍用牛乳和，烧捣一依前法，更捣碎，于瓷器中用玉锤研作

二十一枚，汤浸，去皮尖，双仁研，以三合黄牛乳投，绞取汁

将杏仁研细，入牛乳、山药拌匀，绞取汁

犀角，用乳汁磨

沉香，乳汁磨

目中起星，以人乳磨山慈菇汁滴目中

怀庆山药，一两，肥大上白者，切片用男乳拌湿，候润透，晒，微焙

人乳浸一宿，瓦上焙脆存性

白茯苓四两，人乳拌透晒干焙

牡蛎，煅人乳淬

滴乳石，人乳煅

龟背石，火煅，人乳内淬存性

九制陈胆星，五钱，人乳浸，微火烘研

中药

鹿角

杏仁

杏仁、山药

犀牛角

沉香

山慈菇

山药

象皮

茯苓

牡蛎

钟乳石

龟背石

胆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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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手参等。黄玉梅等[58]研究发现，鹿茸片不同炮制

品物质成分有明显差异，总磷脂、总多糖、总水溶性

蛋白的含量依次为酒制岭南法>乳制法>酒制法[该方

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

典》）2010 年版]，总氨基酸的含量依次为乳制法>酒

制岭南法>酒制法。另外，有研究发现手参经乳汁制

能够显著延长小鼠游泳时间，显著增强大鼠血清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活性，表明乳汁制手参具有增强

抗疲劳和抗氧化活作用[59-60]。二是使质地酥脆，易于

粉碎，影响有效成分溶解以增强疗效，如乳制寒水

石、方解石、石决明、珊瑚等。白明刚等[61]测定不同

炮制方法对方解石Ca2+的溶出率，结果显示酸奶制方

解石Ca2+溶出率更高。王烈群等[62]研究结果表明，奶

制可降低珊瑚的硬度，能够显著提高奶制珊瑚在人工

胃液中的溶出量，其在人工胃液中的溶出量是生品的

2. 79~3. 33倍。三是降低药物毒性，如乳汁制狼毒、

瑞香狼毒、马钱子、商陆、京大戟、蟾酥、泡囊

草、雌黄、雄黄、草乌等。相关研究发现，牛奶炮

制能显著降低马钱子中马钱子碱及士的宁的含量从

而达到降低毒性的目的，认为可能是牛奶中蛋白质

与生物碱结合形成某种新物质并溶解于牛奶中，使

炮制品中生物碱含有量大幅下降[63-64]。张亚敏等[65]

研究发现，酸奶飞雄黄的含砷量明显低于《中国药

典》 1990年版水飞法制品，原因是酸奶呈酸性，可

与 As2O3反应生成砷盐而更易溶于水而去除，从而

达到降低毒性的目的。云彩麟等[66]研究发现，泡囊

草的炮制品毒性变化规律为奶制品<煎膏制品<生

品，且经牛奶炮制后，泡囊草所含的托烷类生物碱

仍能有效地发挥M受体阻断作用，解除离体兔肠的

平滑肌痉挛，表明泡囊草奶制后毒性下降，但依然

保持了良好的疗效。四是增强药物其他作用，如紫

草用乳汁制后增强其清热功效[67]。

以上归纳内容依据全国各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中华本草》及相关文献，见表9。
表9　现代有关标准、书籍、文献中乳汁制相关记载内容

1

2

蟾酥

鹿茸

《北京市中药饮片切制经验》
1960 年版[68]、《北京市中药饮
片切制规范 （下）》 1974 年
版[69]

《辽宁省中药炮制规范》 1962
年版[70]

《河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
1974 年版[71]、《河南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2005年版[72]

《山东省中草药炮制规范》
1975 年版[73]、《山东省中药炮
制规范》 1990年版[74]

《中药炮制规范》（甘肃） 1980
年版[75]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76]、《安徽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2019年版[77]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
标准》 2006年版[78]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07年版[79]

《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9年版[80]

《黑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2年版[81]

《河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
1974 年版[71]、《河南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2005年版[72]

取蟾酥块，敲碎，置瓷盆中加入鲜牛奶浸泡。时常搅动使牛奶浸入，至全部
溶化成稠膏状，取出，置盘中放通风处阴干或晒干，碾粉入库即得。每 50 kg
蟾酥，用鲜牛奶 100 kg。（本法因易酸败，在夏季炎热时不宜采用；本品有毒，
乳炙以降低蟾酥烈性）

将蟾酥砸碎，放在瓷盆内，加入鲜牛乳，上面覆盖，每日搅拌两次，至牛乳
全部被吸尽，呈稠膏状，晒干研为细粉即得。每500 g蟾酥用牛乳500 g

取蟾酥块，捣碎，用鲜牛奶浸渍，时常搅动至成稠膏状，干燥，粉碎。每10 kg
蟾酥，用鲜牛奶 10 kg。（本法因易酸败，在夏季炎热时不宜采用；本品气味及
刺激性比蟾酥粉弱）

将净蟾酥，置瓷盆内加入鲜牛乳浸渍，不断搅拌，至呈稠膏状时，取出，干
燥，粉碎。每 100 kg蟾酥，用鲜牛乳 200 kg。（鲜牛乳制，气味及刺激性均减
弱；乳制法夏季易酸败，应选春、秋季进行）

取蟾酥块捣碎，置瓷盆中加鲜牛乳浸渍，并时常搅动使牛乳浸入，至全部溶
化成稠膏状，取出，置盘中，在通风处干燥，研粉。每蟾酥 100 kg，用鲜牛奶
200 kg。（本法因易酸败，在夏季炎热时不宜采用）

取净蟾酥，捣碎，加约 2倍量的鲜牛乳浸渍，不断搅动至为稠膏状，干燥，粉
碎。每100 kg蟾酥，用鲜牛乳200 kg。（本品气味及刺激性比蟾酥粉弱）

取净蟾酥，捣碎，加约 2倍量的鲜牛乳浸渍，不断搅动至为稠膏状，干燥，粉
碎。每100 kg蟾酥，用鲜牛乳200 kg。（本品气味及刺激性比蟾酥粉弱）

取生蟾酥捣碎，置瓷盆中，放入鲜牛乳，浸渍，放温暖处，经常搅动，至蟾
酥全部溶化成稠膏状，取出，风干或晒干，研成细粉。（本品气味及刺激性比
蟾酥粉弱）

将净蟾酥置瓷盆内，捣碎，加入鲜牛乳浸渍，不断搅拌，至呈稠膏状时，取
出，干燥，粉碎。每 100 kg蟾酥，用鲜牛乳 200 kg。（本品气味及刺激性减弱；
乳制法夏季易酸败，应选春秋进行）

取原药材，捣碎，用鲜牛奶浸渍，每日搅拌数次，至蟾酥全部溶成稠膏状，
干燥，研成细粉，即得。每10 kg蟾酥，用鲜牛奶20 kg

取鹿茸，燎去茸毛，刮浸，置笼内蒸透，切厚片，再用钳子夹着蘸乳汁，在
无烟炉火上烤炙至汁尽色黄为度，晒干。每100 kg鹿茸片，用牛乳50 kg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浸

牛奶烤炙

序号 中药 文献出处 炮制相关记载内容 炮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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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11

狼毒

瑞香狼毒

马钱子

寒水石

珍珠

黄精

玉竹

天冬

京大戟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中华本草（藏药卷）》 [8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
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0
年版 [86]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

《内蒙古蒙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年版[83]

《中华本草（藏药卷）》 [85]

《青海省藏药炮制规范》 2010
年版[87]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中华本草（藏药卷）》 [85]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

《内蒙古蒙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年版[83]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青海省藏药炮制规范》 2010
年版[87]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

《内蒙古蒙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年版[83]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

《内蒙古蒙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年版[83]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青海省藏药炮制规范》 2010
年版[87]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内蒙古蒙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年版[83]

净狼毒，碾成小块，加生牛奶闷透，文火煮20 min，取出，清水冲洗，低温烘
干，取出，放凉。每100 kg狼毒，用生牛奶100~200 kg

取净瑞香狼毒片或段，加生牛奶浸泡闷透，文火煮20 min，捞出，清水冲洗，
于60 ℃干燥，取出，放凉，取净瑞香狼毒片或段，加生牛奶浸泡闷润至透心，
取出，低温（40 ℃鼓风）干燥，取出，放凉，每100 kg瑞香狼毒，用生牛奶
150~300 kg

用牛奶或绵羊奶浸制

内服时，入牛奶中煎煮去毒后入药

取马钱子置锅内，加水煮沸，浸泡 24~48 h后取出，出去外皮及毒心（胚芽），
洗净，浸泡于新鲜牛奶中24 h，洗净，干燥

取净马钱子，置适宜容器中，加鲜牛奶煮 2 h，取出，清水洗净，刮去茸毛，
晒干。每100 kg马钱子，用鲜牛奶180 kg

取净马钱子，置适宜容器中，加等量生牛奶浸泡 2 h，弃去牛奶，再次加 2倍
量生牛奶，文火煎煮 2 h，取出，清水洗净，刮去茸毛，晒干；或用时粉碎。
每100 kg马钱子，用生牛奶300 kg

除去茸毛后与牛奶共煮约1 h

取寒水石 500 g，在铁锅中炒至发烫后，研细，加犏牛奶 750 mL，使寒水石浸
没，密闭，放凉，取出，阴干即得

取寒水石净品，砸成小块，置无烟炉火中煅至红透，立即倒入酒、酸牛奶或
水中淬酥，取出，晾干

晒干后的寒水石研成细粉，每年藏历八月十五日，月光下用犏牛奶搅拌，调
成糊状，然后做成小圆饼，阴干于当晚月光下，即得

净珍珠，置适宜容器内，加生牛奶，文火煮 3~4 h （时常加水保持液面覆盖珍
珠），捞出，水洗附着的奶液，烘干，取出，放凉。每 100 kg珍珠，用生牛奶
1000 kg

净珍珠，置适宜容器内，加生牛奶，文火煮 3~4 h （时常加水保持液面覆盖珍
珠），捞出，水洗附着的奶液，烘干，取出，放凉。每 100 kg珍珠，用生牛奶
100 kg

取珍珠，大小分开，大者砸成小块，与小者合并，置牛奶或绵羊奶中煮4~6 h，
取出，干燥

取黄精药材500 g，加牛奶1000 mL，置文火中煮至牛奶吸干，取出，晾干

取黄精，用新鲜牛奶或羊奶中加适量水，文火煮至透心，取出，晒干。每100 kg
黄精，用鲜奶150 kg

取净黄精，用生牛奶或鲜生羊奶浸泡 3 h，文火煮至透心，奶液近干时，取出，
晒干或低温烘干。每100 kg黄精，用生奶150 kg

取净黄精，断碎，置于牛奶中煮至透心，取出，干燥

取玉竹，置鲜牛奶或羊奶中，加适量水，文火煮至透心时，取出，晒干。每
100 kg玉竹，用鲜奶约150 kg

净玉竹段或块，置生牛奶或生羊奶中，加适量水（约 1/4量），文火煮至奶液
近干且透心时（约45 min），取出，晒干。每100 kg玉竹，用生奶约200 kg

取净玉竹，断碎，置于牛奶中煮至透心，取出，干燥

取天冬药材 500 g，与牛奶 1000 mL共煮，待牛奶蒸发或渗入药材后取出，切
断，晒干即得

取净天冬，用牛奶（按天冬100 kg，牛奶50 L的比例）煎至透心，取出晾干

净天冬段或薄片，置新生牛奶或生羊奶中，加适量水（约奶液量1/4），文火煮
至奶液近干且透心时，取出，晒干。每100 kg天冬，用生奶约150 kg

取净京大戟（厚片），用生牛奶室温浸泡至透心（约 12 h），取出，低温干燥。
每100 kg京大戟，用生牛奶150 kg

牛奶煮

牛奶煮
牛奶浸

牛奶、羊奶浸

牛奶煮

牛奶浸

牛奶煮

牛奶煮

牛奶浸

酸牛奶煅淬

牛奶浸

牛奶煮

牛奶、羊奶煮

牛奶煮

牛奶、羊奶煮

牛奶煮

牛奶、羊奶煮

牛奶煮

牛奶煮

牛奶煮

牛奶、羊奶煮

牛奶浸

续表9
序号 中药 文献出处 炮制相关记载内容 炮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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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石决明

商陆

北寒水石
（红石膏）

泡囊草

珊瑚

紫草

手（掌）参

方解石

大风子

猪牙皂

雌黄

绵羊睾丸

余甘子

草乌

雄黄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

《内蒙古蒙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年版[83]

《内蒙古蒙药炮制规范》 2015
年版[82]、《内蒙古蒙药饮片炮
制规范》 2020年版[83]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中华本草（蒙药卷）》 [84]

《中华本草（藏药卷）》 [85]

《中华本草（藏药卷）》 [85]

参考文献[88]

参考文献[89]

参考文献[65]

取净京大戟，置适宜容器内，加牛奶放置 1~2 d，浸泡至透心，取出，干燥即
可。京大戟10 kg用鲜牛奶15 L

取石决明，文火煮，保持微沸 2 h （注意时常补水），捞出，清水洗净，晾干；
用时粉碎。每100 kg石决明，用生牛奶200 kg

取生商陆，加生牛奶浸泡，润透，捞出，于 60 ℃干燥，取出，晾干，筛去碎
屑；或用时粉碎。每100 kg商陆，用生牛奶200 kg

取红石膏块，武火（约 600 ℃，1 h）煅透，立即洒入生牛奶，淬酥，晾干。
每100 kg红石膏，用生牛奶25 kg

净泡囊草，加生牛奶浸泡闷透，于60 ℃干燥，取出，放凉；用时粉碎。每100 kg
泡囊草，用生牛奶200 kg

取珊瑚，砸成碎粒，加生牛奶和水（1∶1），文火煮至近干（约4 h），取出，
干燥。每100 kg珊瑚，用生牛奶50 kg、水50 kg

取紫草，加新煮沸的牛奶，浸透，取出，阴干。每10 kg紫草，用鲜牛奶15 kg

取紫草，加新煮沸的牛奶，浸透，取出，阴干；或用时粉碎。每 10 kg紫草，
用生牛奶20 kg

净手参，用新生牛奶，文火煮透，取出，晾干。每100 kg手参，用生牛奶100 kg

取手掌参，置牛奶中煮至透心，取出，晾干（10 kg手掌参用5 L牛奶）

取净方解石，砸成小块，置无烟的炉火上煅至白色，投入牛奶中，取出，晾干

用牛奶煎制

用牛奶浸渍

取雌黄，除去杂质，捣碎，装入小布袋中，缝口，放置于锅中，加适量山羊
奶及山羊肝，用文火煎熬，至山羊奶剩一半时取出，用水多次洗净，晒干

割取睾丸加3倍量的牛奶，煎煮，至牛奶煮干后，晾干，入药

将余甘子浸泡在牛奶中，浸泡12~24 h，洗净，去子，干燥

取1倍于草乌的酸牛奶，浸泡3 d（浸透无干心），捞出用少量水洗，晒干即可

取放置 3~4 d的酸奶用 3~4层纱布过滤，取滤液备用。取生品雄黄加酸奶滤液
适量共研细，再加多量的酸奶滤液 （雄黄∶滤液=1∶100） 搅拌，倾出混悬
液，下沉部分再按上法反复操作数次，除去杂质，合并混悬液，静置后，取
沉淀干燥

牛奶浸

牛奶煮

牛奶浸

牛奶煅淬

牛奶浸

牛奶煮

牛奶浸

牛奶煮

牛奶煮

牛奶煅淬

牛奶煮

牛奶浸

羊奶煮

牛奶煮

牛奶浸

酸牛奶浸

酸牛奶飞

续表9
序号 中药 文献出处 炮制相关记载内容 炮制方法

2. 2　古今应用对比分析

与古代相比，现代乳汁在中药炮制中的应用特

点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2. 1　应用范围更小　相比于明清时期的广泛应

用，现代使用的中药已较少使用乳汁制法，且使用

范围还在进一步缩小，如北京、辽宁、山东、甘肃、

湖北等地旧版炮制规范曾记载“乳蟾酥”，但最新版

炮制规范均已不再收载。另外，古代常用乳汁制的

茯苓、何首乌、熟地黄等中药，在现代均未见有乳

汁制的相关记载。虽然还有较多民族药使用乳汁制

的情况，但使用范围局限于内蒙古、西藏、青海、

新疆等地区。

2. 2. 2　辅料乳汁种类发生了较大变化　明清时期，

使用人乳、牛乳较多，特别是在清代广泛使用人乳

炮制中药，而现代未再有使用人乳和人乳粉进行炮

制的情况。鹿茸和蟾酥炮制使用牛奶，其他蒙药、

藏药、维吾尔族药等民族药炮制主要使用牛奶，少

数记载使用羊奶，还有部分民族药使用酸奶进行

炮制。

2. 2. 3　炮制方法有继承和发展　在古代，乳汁制最

常使用蒸、煮、浸、拌（润）、炒等方法，还有其他

如烘、磨、煅淬、烧等方法，而在现代，除民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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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地区仅继承使用乳汁浸蟾酥和新增奶烤炙

鹿茸等方法。且由于乳汁浸蟾酥使用目的不同，在

方法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古代常临用时以乳汁浸化

蟾酥再与其他药物合用，主要是方便临床调剂使用；

而现代，用乳汁浸化蟾酥拌匀后，再干燥粉碎，一

方面便于调剂使用，另一方面乳制蟾酥相比于生蟾

酥刺激性降低，粉碎时更有利于职业保护[73-74]。民族

药主要使用煮、浸、煅淬及奶飞的方法，蒸、炒、

拌及其他方法均未见有使用记载，特别是乳汁蒸法

在古代常用于补益药物的炮制，而黄精、玉竹、天

冬、手参等补益药物，其乳汁制均未采用蒸法而采

用煮法。

2. 2. 4　乳汁制目的均是以增效减毒为主　增强疗效

是古今使用乳汁制最重要的用途之一，记载的药味

最多，相应的记载频数最高，特别是增强补益作用。

在现代，民族药采用乳汁制用于减毒的应用也较多。

另外，在现代仍使用乳汁煮珍珠以去除杂质洁净药

物，但使用人乳汁制降低白术、苍术等药物燥性未

见记载。

3　讨论与展望

与古代相比，乳汁制在现代使用的范围小、药

味少，且辅料不再使用人乳汁。笔者认为出现这些

变化的原因可能与辅料乳汁不易获取、人乳汁使用

在伦理上不易接受、辅料和药物易变质有关。

按照饮片炮制规范相关文献记载，炮制中药1 kg

一般使用乳汁 1~2 kg，辅料用量大，原药材易得但

辅料乳汁不易得。一方面乳汁资源少，除边疆游牧

地区外，中国古代广大地区以农耕为主，人口多且

畜牧业不发达，无法获取充足新鲜的牛、羊奶等奶

源。特别是明清时期，我国人口快速增加，大量的

牧场草地被开垦成农田，奶畜饲养减少，导致一度

兴盛的食用奶制品的习俗也逐渐衰微消退[90]。加上

清末至中华民国战乱不断，社会生产力低下，导致

牛羊等牲畜饲养少，即使有饲养，也主要以解决温

饱为主。因此，由于乳汁资源减少，其药用就更加

少，考虑药用习惯的沿袭影响，有些乳汁制中药可

能就逐渐消亡。另一方面，考虑到身体的生育规律，

不可能随时能够获取到人乳。所以从奶源的角度考

量，这是现代较少使用乳汁炮制中药（不再使用人

乳汁炮制），但仍有部分蒙药、藏药等使用牛、羊乳

汁制的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发展，人乳除了用于婴幼儿哺育外，

现代人不易接受用于其他的用途，这也是在现代乳

汁制不使用人乳汁的重要原因。

乳汁富含蛋白质、糖类、脂肪等物质，极易发

生腐败变质，因此古今使用一般都要求乳汁现用现

取，诸多文献中都记载使用鲜乳汁，并有相关乳汁

取用的质量要求。同时，经乳汁加工炮制后的中药

也容易变质，如现代关于“乳蟾酥”有“本法因易

酸败，在夏季炎热时不宜采用”的相关记载[69,72,74]。

因此，相比于其他炮制方法，对乳汁制的辅料和饮

片保存条件就更严苛，在过去卫生条件不高和保存

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易腐败变质就成了阻碍乳汁

制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中药乳汁制的现状和特点，为进一步促进

辅料乳汁更好地运用于中药炮制，充分利用好中药

资源，笔者认为有以下几项工作值得重点关注和研

究：1）加强乳汁制科学内涵阐释。一方面还有乳汁

制中药在临床使用，特别是乳汁制在药物增效减毒

方面的炮制应用较多，在临床实践中已得到医家广

泛认可，然而目前关于乳汁制炮制机制研究却很少，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阐释。另一方面，在古代广泛

采用乳汁制茯苓、人参、何首乌、熟地黄等增强补

益作用，制白术、苍术用于降低药物燥性，虽然目

前都已不再使用，但曾经使用频繁、广泛，证明其

具有较大医药学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其科学内涵，

为现代扩大药用范围提供参考。另外，古代药物常

用乳汁蒸、炒、拌润等，这些方法在实用性、适用

性上的差别，对药物的影响，其科学内涵值得研究

阐释，如补益药在古代常使用蒸法、炒法，而现代

乳汁制天冬、黄精等采用煮法，蒸法、炒法与煮法

差异性值得深入研究。2）加强质量标准研究。目前

辅料乳汁及诸多乳汁制药物仅在少数地区中药或民

族药饮片炮制规范或书籍中有记载，质量标准不

完善甚至无相关标准，这是阻碍其广泛、规范生

产使用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补充质量标准空

白，提升质量标准水平。可从乳汁来源 （牛乳、

羊乳、其他乳、配方乳等）、应用形式 （液体、固

体、半固体等）、质量控制指标 （性状、化学成分

等）、卫生指标 （微生物）、贮藏条件等方面加强

研究，建立完善辅料乳汁和乳汁制饮片的质量标

准。3） 加强保存技术与保存条件研究。因乳汁具

有丰富的营养元素，辅料乳汁及相应炮制饮片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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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变质。目前乳品的保存技术已比较成熟，但

在进入炮制加工环节后，辅料及药物的保存技术

与条件还需要深入研究。例如，诸多药物炮制使

用生牛乳，但生牛乳如何取用、保存，需要做哪些

指标检测；京大戟炮制须使用牛乳浸 1~2 d，期间

如何保存、操作以保证辅料、药物不腐败变质；

乳汁制天冬、黄精、玉竹等饮片与其他方法炮制

的饮片相比是否更易变质，如何保存等。这些均

需要有研究结论作为支撑。4） 加强乳汁制中药的

应用挖掘整理和临方炮制工作。曾经广泛使用的

乳汁制饮片目前大多已不再使用，也有可能民间

实际有应用但并未记载于相应典籍与标准中，为

更好地传承发展，有必要对包括乳汁制饮片在内

的中药应用情况进行深入全面地挖掘整理。同时

鉴于目前标准并不完善、挖掘整理还不够、应用

并不充分的实际情况，应当鼓励乳汁制中药在医

疗机构以临方炮制的形式应用，促进其在广大医

疗机构保护传承和使用，向品种更加丰富、应用

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

4　结论

中药使用乳汁制始载于南北朝，繁荣发展、广

泛使用于明清时期，常主要以蒸、煮、炒、拌、浸

等方法，用于茯苓、人参、蟾酥、白术等数十味药

物的炮制，主要发挥增强补益作用、抑制药性、洁

净和溶解药物等目的。与古代相比，现代使用乳汁

制中药应用范围小，除民族药还有较多使用外，其

他地区仅少数省份仍继承使用蟾酥、鹿茸；辅料乳

汁种类也发生较大变化，现代以牛乳和羊乳为主，

古代常使用的人乳已不再使用；炮制方法上有继承

和发展，目前浸法和煮法使用较多，而古代常使用

的蒸法、炒法、拌法已不再使用；炮制目的以增效

减毒为主。

与古代相比，乳汁制在现代使用的范围变小、

药味变少，且辅料不再使用人乳汁。建议加强中药

使用乳汁制的科学内涵、质量标准、保存技术与保

存条件等方面研究，开展乳汁制中药的应用挖掘整

理和临方炮制工作，进一步促进乳汁制法传承发展，

充分利用好乳汁制中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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