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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用藏药材作为藏医临床用药及藏成方剂的基础原料，品种繁杂。因疾病性质多样，其炮制方法丰富且与临床

用药的安全有效性紧密相关。本文结合传统藏药炮制技术，深入探讨常用藏药材的炮制方法，涵盖基础理论、炮制原

则、目的以及炮制理论的可持续发展等关键热点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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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藏药材是藏医临床诊疗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其

范畴涵盖在藏医药理论指导下广泛应用的药用植物、动物、

矿物及其产地初加工产物[1]。从来源构成分析，植物药与

矿物药占据主导地位： 植物类药材以丰富的药用部位多

样性为特征，其入药部位涵盖根（如大黄）、茎（如唐古

特乌头）、叶（如山矾叶）、花（如杜鹃花）、果实（如

余甘子）、种子（如诃子）及全草（如独一味）等，不同

部位的活性成分差异构成了藏药复方配伍的物质基础。 

矿物类药材则具有鲜明的炮制依赖性，多经水飞、煅烧、

醋淬等传统炮制工艺加工后入药，通过物理或化学转化改

变其物理性状与毒性特征（如寒水石、黄铜的炮制减毒），

形成符合藏医“四性六味”理论的可用药材。据权威统计，

常用藏药材品种超 500 种。若从更广阔的藏药资源体系考

量，藏药材资源总量高达 2436 种，其中植物类 2172 种、

动物类 214 种、矿物类 50 余种。除部分果实类与植物茎

类药材外，绝大多数常用藏药材都需经过炮制加工。为此，

本文将重点围绕这些常用藏药材，对其炮制方法进行全面、

深入的探讨与解析[2-3]。 

1 藏药炮制方法的理论基础 

藏药炮制方法以博大精深的藏医药理论体系为根基，

依据辩证施治的临床需求，结合药材特性与制剂规范，形

成了独树一帜的传统制药技艺。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

至古代，早在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续》中，便系统记载

了寒水石、朱砂等矿物药及众多植物药的炮制加工方法进

行了详细记载，为藏药炮制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藏药

炮制理论历经数百年积淀，逐步发展为独立且成熟的学科

体系。其中，蒂玛尔・丹增平措所著的《蒂玛尔炮制纪要》

堪称藏药炮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这部经典著作不仅系统

记载了诃子、马钱子等三十余种植物药的炮制加工与储存

管理方法，更对金、银等贵重矿物药，以及孔雀肉、犀牛

角等动物药的炮制技艺进行了深入阐释，成为古藏药炮制

理论最完备的集大成者。 藏药炮制理论深深植根于藏医

药学体系，严格遵循“六味”（甘、酸、咸、苦、辛、涩）、

“八能”（重、润、凉、热、轻、糙、钝、锐）及十七种

功效的配伍理论。在实践中，藏药炮制师依据 “寒者热

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恢复人体三大基因

平衡”的核心治则，精准选择炮制方法与辅料，巧妙调和

与转化药材性能，从而实现最佳治疗效果。如此一来，既

能够降低或消除药材的毒性、副作用，又能增强其疗效，

使药材更好地契合临床辩证施治的需求，为藏医药的临床

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3]。 

2 藏药炮制目的 

以藏医药理论为基础，通过减毒增效、调性味、强功

效，确保药材契合辨证施治，守护临床用药安全与疗效。

鉴于藏药化学成分复杂多样、药理作用多元的特性，其炮

制目的呈现显著的多元化特征，主要涵盖如下[5-6]： 

2.1 降低药物的毒性及副作用 

以藏药抗炎药材铁棒锤（Aconitum pendulum Busch.）

为例，其药用根及根茎中富集乌头碱类生物碱。该类成分

虽具有显著抗炎活性，却兼具强烈的神经毒性与心脏毒性，

导致临床应用中呈现治疗窗狭窄的安全风险。 

2.2 改变和缓和药性 

常用藏药的药性比较强烈，直接使用可能会产生副作

用。所以藏药炮制时，会用“以反制偏”的原理，用药性相

反的药材来调和这些强烈的药性。例：冰片它的药性比较

燥，直接用可能会伤身体的津液，所以炮制时会加入竹黄。

竹黄是凉性的，能清热润燥，中和冰片的燥性，让它既保

持开窍醒神的效果，又不会太“伤人”。 石榴药性偏热，

吃多了可能让人上火、体内生热，炮制时就会加一些藏红

花。藏红花是凉性的，能凉血散热，这样石榴的热性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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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了，用起来既温和又能发挥收敛脾胃的作用。 

2.3 增强药物疗效 

在常用藏药材中，矿物药占比约 20%。该类药材普遍

多以块状原生形态入药，其物理性状难以满足制剂生产的

粉碎、混合等工艺要求，直接影响临床用药的制备与应用。

针对此类问题，藏药炮制通过净制、破碎、煅炼处理体系

实现工艺优化，首先采用筛选、水漂等净制工艺去除泥沙、

夹石等杂质，继而通过机械破碎技术将块状药材加工至适

宜粒径，使其从致密难溶态转化为疏松可溶态，有效解决

了上述难题，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和制剂的便利性。 

2.4 利于贮藏 

在常用藏药材中，植物药占比最大。由于其自身特性，

在采收、仓储及运输过程中，极易混入泥沙等杂质，或因

环境因素导致霉变腐烂，影响药材质量与疗效，严重威胁

用药安全与剂量精准性。藏药炮制通过振动筛分、超声清

洗等净制工艺去除杂质，结合低温烘干使饮片含水量，达

洁净度标准，既保障剂量准确，又延长贮藏期，为制剂生

产奠定质量基础。 

2.5 藏药矫味矫臭，利于服用 

藏医药体系中，硫黄、雄黄、雌黄等常用药材因具有

强烈刺激性气味，严重影响患者服药体验与用药依从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传统炮制工艺常将上述药材与白草、菖

蒲等辅料配伍，通过共煮的方式，有效降低药材异味，显

著改善口感，从而提升患者的用药顺应性与治疗效果。 

2.6 结合临床，扩大疗效 

藏药炮制技艺凭借多样化的炮制方法，通过改变药物

的性味、功效与质地，实现了药物临床应用范围的显著拓

展。以大狼毒为例，根据疾病性质的不同，其炮制方法多

达七种：将大狼毒煮沸于牛奶中，可用于治疗培根病；煮

于酒中，可治疗痞瘤；煮于酒中并加入肉，可治疗瘟病；

以童尿煎煮，可解疗毒、消喉蛾；以净水熬制，善治痛风、

关节炎与黄水病；与山羊肉汤同煮，能祛中毒、除胃肠虫；

和诃子汤共煎，可调理赤巴、改善血病。 

3 常用藏药炮制方法 

常用藏药炮制方法丰富多样，从简单的洗药除去杂质，

到复杂的蒸制改变药物性味。独特的炮制工艺，或减毒，

或增效，每一种方法都是藏药发挥强大药用功效的关键，

承载着深厚藏医药文化[6] 。具体如下： 

3.1 挑选法 

挑选法作为藏药炮制的基础工艺，主要通过人工逐一

审视与拣选，精准剔除药物中的杂质与非药用成分。操作

者需凭借丰富经验，细致甄别药材中的异物、腐坏部分及

非入药部位，确保药材纯净度。如处理果实类药材时，需

将混杂的枝叶、尘土及变质果实一一清除，为后续炮制工

序奠定坚实基础。 

3.2 筛选法 

筛选法以药物与杂质的体积差异为依据，通过适配不

同孔径的筛具，精准分离沙石、碎屑等异物，实现药材的

深度净化。在现代藏药炮制领域，柔性支撑斜面筛选机、

电机振动筛选机等设备被广泛应用，助力高效筛选，凭借

自动化、精细化的筛选模式，显著提升了药材处理效率，

确保每一味药材都能达到高标准洁净度，为后续炮制工序

筑牢品质根基。 

3.3 去皮壳法 

去皮壳法是藏药炮制中的重要工艺，根据药材类别精

准施术：树皮类药材需剥除栓皮，根及根茎类要去除根皮，

果实与种子类则需分离果皮或种皮。这一工艺不仅利于药

材切片加工，还能精准控制用量，有效分离药用与非药用

部分等。 

3.4 去核法 

藏药炮制中，果实类药材常需进行去核处理，如诃子、

毛诃子、余甘子等，因其核多属非药用部分。通过去核，

可精准保留果肉有效成分，避免非药用部位干扰，进而提

升药物疗效。 

3.5 淘洗法 

淘洗法借助清水、胡麻油、青稞酒等，有效清除药材

表面泥沙与杂质。如以清水淘洗螃蟹中的沙子，实现药材

洁净处理，以确保药材的纯净度。 

3.6 洗净法 

洗净法是藏药炮制的基础工序，通过清水反复冲洗，

可有效去除药材表面附着的泥土、灰尘、霉斑等杂质。该

方法操作简便且适用性广泛，几乎适用于所有藏药材，不

仅能保障药材洁净度，还为后续炮制工序奠定基础，是确

保药材品质的关键步骤。 

3.7 切制法 

切制法主要用于常用藏药材中木香、藏木香、宽筋藤

等药材的根茎。通过将其切成小片，便于加工和制剂。 

3.8 清炒法 

清炒法是将经过净选或切制处理的药材，置入预热适

度的容器内，以文火持续加热，同时不断翻动搅拌，使药

材均匀受热的炮制工艺。在无辅料添加的情况下，使其达

到特定炮制标准。例如蒺藜、大黄等药物，常采用清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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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炮制。 

3.9 沙炒法 

沙炒法是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材，与炽热的石沙一同

拌炒。石沙作为传热媒介，与药材充分接触，确保药物受

热均匀，实现理想炮制效果。例如芒果核、木憋子、刀豆、

大托叶云实、蒺藜等药物，常采用砂炒法进行炮制。在砂

炒过程中，要先将沙加热至适宜温度，再加入药物进行拌

炒。沙的温度过高，可能导致药物焦糊；温度过低，则达

不到炮制效果。同时，要不断翻动药物，确保其受热均匀。 

3.10 明煅法 

明煅法是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材，直接置于无烟炉火

或炭火之上煅烧至红透或酥脆的炮制方法。此方法主要适

用于矿物药，在藏药炮制中，贝壳、海螺、鹿角、寒水石

等药材常以此法煅制，以促使药效成分转化或增强疗效。 

3.11 炒黄法 

炒黄法是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材，置于预热的容器内，

以文火均匀加热并不断翻炒，直至药材表面呈浅黄色或色

泽加深、质变适度的炮制方法。其间精准把控火力与火候，

是确保炮制效果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药物的炮制质量。

例如水牛角、豪猪针毛、孔雀羽毛、等药物，常采用炒黄

法进行炮制。 

3.12 闷煅法 

闷煅法，又称密闭煅、扣锅煅或暗煅，是通过隔绝空

气，使药物在高温缺氧环境下煅烧成炭的独特炮制工艺。

寒水石、黑冰片等常用藏药材常采用此法炮制。该方法特

别适用于质地坚硬、常规炒炭难以处理的药材，以及在藏

药成品制备过程中，需经制炭处理以发挥特殊药效的药物。

在闷煅过程中，要确保容器密封良好，避免空气进入。同

时，要严格控制煅烧温度和时间，以保证药物煅烧均匀，

达到预期的炮制效果。 

3.13 发酵法 

藏医药理论中，发酵法是极具特色的传统制药技艺。

首先，依据藏药经典方剂和临床需求，精准挑选契合标准

的藏药材，随后开展预处理工作，将药材粉碎至适宜粒度，

让微生物与药材的接触面积最大化，为后续发酵奠定基础。

在发酵过程中，必须确保一次完成，不能中断。例如药浴

药材，就是通过发酵法炮制而成。 

3.14 浸膏法 

依据藏医药理论，植物类药材多需经浸膏法处理。该

法通过特殊工艺浓缩药材精华，不仅能显著提升有效成分

含量，还赋予其便于长期贮藏、运输的优势。在常用藏药

中，儿茶膏、渣驯膏、蔓菁膏、甘草膏、沙棘果膏、刺柏

膏等，均是经浸膏处理的代表性药材。浸膏制备过程中，

可采用煎煮、浓缩等方法提取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并将其

制成膏状。 

3.15 水煮法 

水煮法是藏药炮制中，将净选后的药材加入适量犏牛

奶共煎的传统方法，通过控制火候与时间实现药效转化。

其主要目的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同时改变药性，增强

疗效。例如手参、槟榔、天门冬、黄精、迷果芹、喜马拉

雅紫茉莉、马钱子等药物，常采用水煮法进行炮制。水煮

时，要控制好犏牛奶的用量、煎煮时间和火候。对于天门

冬，适当的犏牛奶煮可去除其辛辣味，缓和药性；对于黄

精，经过反复蒸煮后，其有效成分更易被人体吸收，且药

性由寒转温。 

3.16 煮净法 

煮净法是将净选后的药材与清水共煮，待冷却后取出

洗净，通过多次重复煎煮以去除杂质的藏药炮制方法。该

法主要用于金、银、铜等贵重金属类药材的加工，以洁净

药材、优化药性。以确保药物的纯度和安全性。 

3.17 煨法 

煨法是将净制或切制后的动物肉，以青稞面包裹，埋

入火炭之中，适时翻动，直至青稞面熟透。该炮制法通过

控制火候与包裹介质，有效去除药物部分挥发性和刺激性

成分，达到降低副作用、增强疗效、缓和药性的目的。在

藏药炮制中，诃子、喜鹊肉、孔雀肉等药材，常运用煨法

进行处理。 

常用藏药炮制方法丰富多元，始终以保障临床用药安

全有效为核心目标。藏药炮制学作为藏民族特色鲜明的传

统制药技艺，既传承千年炮制智慧，又融入现代科技，系

统开展炮制理论、方法及工艺研究。此举不仅助力提升藏

药研发质量、完善炮制标准体系，更能保障临床疗效稳定，

赋能藏医药事业在守正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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