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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酸枣仁为名贵大宗中药,是历代医家养心补肝,宁心安神之要药。 该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药典籍和相关文献资

料,梳理了古今酸枣仁炮制方法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考证了酸枣仁古代炮制目的及功效,汇总了国家和省级标准中酸枣仁饮

片收录情况,总结了现代酸枣仁炮制机制研究的现状。 经考证,酸枣仁炮制历史悠久,历代本草对酸枣仁炮制方法记载有 9
种,主要有清炒法、加辅料炒等炮制方法。 “生熟异治”是古代本草对酸枣仁炮制前后功效变化的主流认识,近现代医家又逐

渐发展了“生熟同治”和“生效熟增”等不同认识。 目前共有 10 版《中国药典》收录了酸枣仁炮制品,全国共有 22 个省市炮制

规范中记载酸枣仁的炮制方法,清炒法是现今酸枣仁主流的炮制方法。 黄酮类、皂苷类和脂肪酸类等化学成分在酸枣仁炮制

前后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然而生、炒酸枣仁在镇静安神、提高学习记忆、抗焦虑等药理作用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 该文对

目前酸枣仁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酸枣仁古法炮制的传承、炮制内涵、饮片质量提升等方面研究作了展望,以
期为不同炮制规格酸枣仁的临床合理用药和饮片标准提升提供思路。
[关键词] 　 酸枣仁; 历史沿革; 炮制方法; 功效主治; 药典规范; 炮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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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iziphi
 

Spinosae
 

Semen
 

( ZSS),
 

a
 

precious
 

bulk
 

Chinese
 

medicinal,
 

has
 

long
 

been
 

used
  

for
 

nourishing
 

heart
 

and
 

tonifying
 

liver,
 

calming
 

the
 

heart
 

and
 

tranquilizing
 

the
 

mind.
 

Based
 

on
 

materia
 

medica
 

records,
 

medical
 

classics,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ssing
 

methods
 

of
 

ZSS,
 

verified
 

the
 

purposes
 

of
 

ancient
 

processing
 

and
 

efficacy
 

of
 

ZSS,
 

checked
 

whether
 

the
 

decoction
 

pieces
 

of
 

ZSS
 

had
 

been
 

included
 

in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tandards,
 

and
 

conclud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ZSS.
 

A
 

total
 

of
 

9
 

processing
 

methods
 

have
 

been
 

recorded,
 

such
 

as
 

plain
 

stir-frying
 

and
 

stir-frying
 

with
 

adjuvants.
 

It
 

was
 

a
 

common
 

view
 

that
 

ZSS
 

was
 

endowed
 

with
 

a
 

different
 

purpose
 

after
 

being
 

processed
 

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in
 

modern
 

times,
 

different
 

views,
 

such
 

as
 

ZSS
 

and
 

processed
 

ZSS
 

for
 

the
 

same
 

purpose,
 

and
 

processing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ZSS,
 

emerge.
 

At
 

the
 

moment,
 

processed
 

ZSS
 

are
 

included
 

in
 

10
 

editions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the
 

processing
 

methods
 

of
 

ZSS
 

can
 

be
 

retrieved
 

in
 

22
 

provincial
 

specifications
 

on
 

processing.
 

Plain
 

stir-frying
 

is
 

currently
 

the
 

mainstream
 

processing
 

method.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such
 

as
 

flavonoids,
 

saponins,
 

and
 

fatty
 

acids,
 

in
 

the
 

medicinal,
 

change
 

after
 

processing,
 

but
 

ZSS
 

and
 

the
 

stir-fried
 

ZSS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ranquilizing
 

mind,
 

improving
 

learning
 

and
 

memory,
 

and
 

alleviating
 

anxiety.
 

Th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n
 

ZSS
 

processing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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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d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method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process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decoction
 

pieces
 

standards,
 

hop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clinical
 

rational
 

use
 

and
 

the
 

decoction
 

pieces
 

standard
 

improvement
 

of
 

ZSS.
[Key

 

words] 　 Ziziphi
 

Spinosae
 

Semen; evolution; processing
 

method; indications; specifications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process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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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仁为鼠李科枣属植物酸枣 Ziziphus
 

jujube
 

Mill.
 

var.
 

spinosa
 

(Bunge)
 

Hu
 

ex
 

H. F. Chou 的干燥成熟种子,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 [1] ,列为上品。 酸枣仁性甘、酸、平,归肝、胆、
心经,具有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的功效,主要用于

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等病症[2] 。 酸枣仁

作为治疗失眠的首选药,在临床治疗失眠病症的方药中使用

率高达 67. 3% [3] 。 现代药理作用表明其具有镇静安神[4] 、提
高学习记忆能力[5] 、抗抑郁[6-7] 等作用。 酸枣仁中主要含有

黄酮、皂苷、生物碱及脂肪酸类化学成分,已从酸枣仁中分离

鉴定 190 余种化学成分[8] 。 酸枣仁是集药、食、用于一身的

药食物质,广泛应用于中医药品、保健品、食品等领域,具有

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中医药认为“ 凡入药者必先炮” ,药物的炮制既是为

保证临床用药安全,也可以提高药物疗效,是中药应用中

不可缺少的环节。 历代本草医家在临床应用中多将酸枣

仁炮制后入药,以达到“ 生熟异用” 的目的。 经查阅文献

发现,目前酸枣仁现代炮制研究多集中于炮制前后化学

成分和药理作用变化等方面。 现代亦有学者对酸枣仁的

历史沿革进行过考证,如孙守祥等 [ 9] 对酸枣仁的药用历

史演变、炮制方法沿革及现代药理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总

结;王朝顺 [ 10] 对酸枣仁的炮制方法沿革、现代药理研究

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朱晓钗等 [ 11] 对酸枣仁的炮制方法及

炮制前后镇静催眠作用变化等方面进行总结,对酸枣仁

药效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生效熟增” 的理论。

上述研究相对详尽,各有侧重,但未从酸枣仁的炮制方法

历史沿革、炮制饮片功效历史沿革、现代标准收录、炮制

前后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等方面系统性地阐明酸枣仁炮

制的历史渊源及现代发展现状。
本文对历代本草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梳理各历史时期

本草记载的酸枣仁炮制方法及功效主治的历史沿革,整理历

版《中国药典》与各省炮制规范中关于酸枣仁炮制的标准记

载,对比炮制前后酸枣仁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差异,以期

为酸枣仁炮制机制研究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借鉴,为该药材

的质量控制提升提供科学参考。
1　 酸枣仁炮制的历史沿革

1. 1　 酸枣仁炮制方法的历史沿革

古代本草记载的酸枣仁炮制方法主要有净制、切制、炒
制、蒸制等方法,其中炒制又主要包含清炒、隔纸炒和加辅料

炒制,具体炮制方法见表 1。 采用 Cytoscape 软件分别以“炮

制方法、本草和朝代”为节点,各节点间依附关系为连线,构
建“酸枣仁古代炮制沿革网络”,利用“ Network

 

Analyzer” 功

能对网络进行拓扑分析,以节点度为指标按顺时针降序排列

各节点,形状越大、颜色越深者在网络中被引用得越多,见图

1。 结果表明载有酸枣仁炮制方法的中医典籍大量集中在

宋、明、清 3 个历史时期。 古代炮制方法出现频次顺序为清

炒(23) >切制(14) >净制(12) >隔纸炒(4) >蒸制(3) >蚌粉炒

(2) >酒炒(2) >醋炒、姜炒(各 1),由此可知清炒法在古代酸

枣仁的炮制方法中应用最广。

表 1　 酸枣仁炮制方法沿革

Table
 

1　 Evolution
 

of
 

processing
 

methods
 

of
 

Ziziphi
 

Spinosae
 

Semen
时期 书籍 成书时间 作者 炮制方式 炮制方法

东晋 《肘后备急方》 [12] 420 年 葛洪 切制 酸枣仁一两(生用)捣,罗为散

南北朝南齐 《刘涓子鬼遗方》 [13] 499 年 刘涓子 炒制 白薇散:酸枣(二分,炙)

南北朝刘宋 《雷公炮炙论》 [14] 588 年 雷敩 　 净制、切
制、蒸制

　 酸枣仁凡使,采得后,晒干,取叶重拌酸枣仁,蒸半日了,去尖、
皮了,任研用

唐 《备急千金要方》 [15] 652 年 孙思邈 切制 防风煮散方:酸枣仁三分,治下筛,为粗散

唐 《千金翼方》 [16] 682 年 孙思邈 切制 三人九子丸:酸枣仁,捣筛为末

补虚丸散:酸枣仁,各捣绢下为散

宋 《太平圣惠方》 [17] 992 年 王怀隐 净制

切制

　 炒制、隔
纸炒

羌活散方:酸枣仁(汤浸去皮尖一两)
羚羊角散方:酸枣仁(半两)捣筛为散

酸枣仁煎方:酸枣仁(五两微炒捣罗为末,取二两半,其滓不用)
诃黎勒皮一两,煨;盐二两,湿纸裹烧令通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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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时期 书籍 成书时间 作者 炮制方式 炮制方法

宋 《圣济总录》 [18] 1117 年 赵佶 切制

炒制

酸枣仁丸方:酸枣仁(二两微炒捣研)
五补汤方:酸枣仁(微炒研)

宋 《小儿药证直决》 [19] 1119 年 钱乙 净制、炒制 羚羊角丸:酸枣仁(去皮,秤,炒)

宋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20] 1151 年 陈师文等 净制

炒制

隔纸炒

辰砂茯神膏:酸枣仁(净,去壳)
宁志膏:酸枣仁(微炒,去皮)
平补镇心丹:酸枣仁(去皮、隔纸炒,二钱半)

宋 《妇人大全良方》 [21] 1237 年 陈自明 炒制 茯神散:酸枣仁(一两,炒)上为粗末

元 《瑞竹堂经验方》 [22] 1326 年 沙图

穆苏

净制

炒制

葫芦巴丸:酸枣仁(汤泡,去皮)
龙虎丹:酸枣仁(炒去壳)

元 《世医得效方》 [23] 1337 年 危亦林 　 净制、炒
制、蚌粉炒

酒炒

十四友丸:酸枣仁(去壳,炒香)
大安神丸:酸枣仁(一两,汤去皮壳,蚌粉炒)
虎骨丸:酸枣仁(酒浸,去皮,炒香)

元 《丹溪心法》 [24] 1347 年 朱震亨 　 净制、隔
纸炒

宁志丸:酸枣仁(温酒浸半日,去壳隔纸炒)

明 《普济方》 [25] 1406 年 朱橚等 净制、切制

　 炒制、隔
纸炒

酸枣仁煎:酸枣仁(五两炒捣筛下只取末二两半)
宁志丸:酸枣仁(温酒浸半日,去壳,隔纸炒香)

明 《本草蒙筌》 [26] 1565 年 陈嘉谟 切制、炒制 凡仗入药,碎核取仁。 不眠胆虚有寒,炒作散,采竹叶煎汤送下

明 《本草纲目》 [27] 1596 年 李时珍 切制、炒制 用酸枣仁一两,炒香,捣为散。 每服二钱,竹叶汤调下

明 《炮炙大法》 [28] 1622 年 缪希雍 炒制、切制 粒粒粗,勿碎皮者良,炒爆研细入药,勿隔宿恶防己

明 《医学入门》 [29] 1624 年 李橚 　 净制、蒸
制、切制

不得睡,炒熟,再蒸半日,去皮尖,研碎用

明 《本草乘雅》 [30] 1643 年 卢之颐 净制、蒸制 修治,酸枣用仁,以叶拌蒸半日,去皮尖

清 《得配本草》 [31] 1761 年 严洁等 净制、醋炒 去壳,治不眠。 醋炒,醒脾

清 《本草求真》 [32] 1769 年 黄宫绣 切制、炒制 炒研用(炒久则油香不香。 碎久则气味俱失。 便难见功)恶防己

清 《幼科释迷》 [33] 1774 年 沈金鳌 蚌粉炒 大惊丸:枣仁(蚌粉炒)

清 《本草述钩元》 [34] 1833 年 杨时泰 炒制 炒酸枣仁为末

清 《温热经纬》 [35] 1852 年 王孟英 姜炒 枣仁之酸,入肝安神,而以姜汁制,安神而又兼散邪也

清 《本草易读》 [36] 1911 年 汪讱庵 切制、炒制 胆虚不眠,心多惊悸,一两,炒捣,每竹叶汤下二钱

1. 1. 1　 净制　
中药材在炮制或制剂前,均应选取规定的药用部位,除

去非药用部位、杂质等,使其达到药用的净度标准。 酸枣仁

净制方法最早出现在南北朝刘宋时期(588 年)雷敩所著《雷

公炮炙论》,曰“酸枣仁凡使,采得后,晒干,取叶重拌酸枣仁

蒸半日,了,去尖、皮,了,任研用” [14] 。 该著作首次中提到去

除酸枣仁的“尖、皮”,结合药用植物学研究,推测所谓“尖、
皮”可能为去除酸枣果皮或种皮。 此外,宋代 《太平圣惠

方》 [17] 、《小儿药证直决》 [19] 、元代《瑞竹堂经验方》 [22] 均记

载酸枣仁使用前需去除“皮”。 宋代以后一些本草著作开始

记载酸枣仁临床应用前应去“壳” (坚硬的内果皮),比如宋

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20] 、元代《世医得效方》 [23] 、明代《本

草蒙筌》 [26] 、清代《得配本草》 [31] 中均记载去“壳”应用。 明

代《炮炙大法》 [28] 和清代《本草述钩元》 [34] 更是明确表示酸

枣仁“勿碎皮者良”。 综上,历代本草对酸枣仁净制工艺论述

主要为去除“皮”及“壳”。
1. 1. 2　 切制　

为了使酸枣仁便于调配和制剂,充分发挥疗效,历代本

草中记载酸枣仁的切制方法多用研钵或铜冲进行“研” 或

“捣” [37] 。 早在东晋时期《肘后备急方》(420 年)中就记载了

“酸枣仁一两(生用)捣罗为散” [12] 。 南北朝刘宋时期《雷公

炮炙论》中提到了酸枣仁“任研用” [14] 到了唐宋时期,开始对

酸枣仁的粉碎粒度作出要求,提出了“筛”的制法,如唐代孙

思邈所著《千金翼方》提到“酸枣仁,捣筛为末” [16] 。 唐宋时

期,煮散较为盛行[38] ,唐代《备急千金要方》有“治下筛,为粗

散” [15] ;宋代是散剂的全盛时期[39] ,《太平圣惠方》 [17] 、《妇

人大全良方》 [21] 等均记载方剂中酸枣仁与其他药材捣筛为

散使用。 明清之后方剂删除“大多”,对酸枣仁的粒度没有过

多要求,研碎或捣碎即可,并为后世沿用,如明代的《医学入

门》中记载“酸枣仁去皮尖,研碎用” [29] ,清代《本草易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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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酸枣仁炮制沿革可视化

Fig. 1　 Visualized
 

processing
 

and
 

evolution
 

of
 

Ziziphi
 

Spinosae
 

Semen

记载“胆虚不眠,心多惊悸,一两,炒捣” [36] 。
1. 1. 3　 炒制　

历代本草记载酸枣仁炒制方法包括清炒法、隔纸炒和加

辅料炒,加辅料炒法又包括醋炒、姜汁炒、蚌粉炒、酒炒等。
酸枣仁炒制法贯穿古今,且以清炒法为主要炒制方法,而加

辅料炒法应用相对较少。
1. 1. 3. 1　 清炒　 酸枣仁炒制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南齐《刘

涓子鬼遗方》(499 年),其中“白薇散”提到酸枣仁“炙” [13] 。
唐代《本草拾遗》 (公元 741 年)曰:“不得睡炒熟” [40] ;宋代

《太平圣惠方》 [17] (公元 992 年)、《圣济总录》 [18] 均记载有

“微炒”的炒制方法;此后历代本草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 [20] ,元代《世医得效方》 [23] ,明代《本草纲目》 [27] ,清代

《本草易读》 [36] 、《本草求真》 [32] 等均记载有酸枣仁炒制方

法。 据不完全统计,记载酸枣仁清炒法的本草古籍有 35 部,
可见自古以来清炒法是酸枣仁应用最为广泛的炮制方法,其
使用历史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

关于炒制程度记载,宋代《圣济总录》 [18] 、《太平惠民和

剂局方》 [20] 具有“酸枣仁微炒”的记载;元代《世医得效方》
记录“酸枣仁酒浸,去皮,炒香” [23] ;明代《本草纲目》云“炒

香”,《医学入门》有“炒熟” [29] ,上述本草均记载了酸枣仁炒

制的程度。 清《本草求真》记载“炒久则油枯不香,碎则气味

俱失,便难见功” [32] ,进一步表明古代医家已经认识到酸枣

仁的炒制程度不宜太过,否则气味散失影响疗效。 古代本草

对酸枣仁炒制程度的认知由宋代至清代逐渐加深,并明确指

出酸枣仁炒制不宜太过,其炒制程度与现代的清炒法基本

相同[2] 。
1. 1. 3. 2　 隔纸炒　 历代本草中最早记录隔纸炒法,始载于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1151 年),曰:“酸枣仁去皮、隔纸炒,
二钱半(平补镇心丹项下)” [20] 。 除此之外,隔纸炒还在元代

《丹溪心法》 [24] 、明代《普济方》 [25] 中记录为“温酒浸半日,去
壳,隔纸炒”;结合以上本草记载,酸枣仁“隔纸炒”与现代的

“煨”有异曲同工之处,能吸收酸枣仁中的脂肪酸类成分,且
能使炮制过程均匀受热。
1. 1. 3. 3　 加辅料炒 　 酸枣仁加辅料炒制在古代应用相对

较少,但亦有一定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记载有酸枣仁辅

料炒制方法的古籍有 11 部。 酸枣仁加辅料炒制始载于元

代《世医得效方》 [23] ( 1337 年) ,曰:酸枣仁,一两,汤去皮

壳,蚌粉炒(大安神丸项下) ,和清代《幼科释迷》 [33] 记录了

“蚌粉炒” ,蚌粉性味为寒,具有清热利湿,化痰散结的作

用;酸枣仁与蚌粉一起炒制后质地更为酥脆,有助于有效成

分的溶出。 酒炒法始载于元代《世医得效方》 [23] ,曰“酒浸,
去皮,炒香” ;酒味甘、辛,性大热,能通血脉,行药势,酸枣仁

经酒浸后可引药上行,有助于增强其宁心安神的功效。 清

代《温热经纬》 [35] 记载有“姜汁炒” ,姜汁味辛性温,升腾发

散而走表,酸枣仁用姜汁炒后可加速药效发挥,“安神而又

兼散邪也” 。 清代《得配本草》 记录有“醋炒” ,醋味酸、苦、
性温,可引药入肝,酸枣仁醋制后可加强其养心补肝的功

效[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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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蒸法　
酸枣仁炮制方法除了净制、切制、炒制外,古代本草尚有

蒸制的记载。 酸枣仁蒸制法始载于《雷公炮炙论》,曰“取叶

重拌酸枣仁蒸半日” [14] ,即酸枣仁与酸枣叶一起蒸制半日;
明代《本草乘雅》 [30] 与《雷公炮炙论》 [14] 记载基本相同。 此

外,明代《医学入门》记录有清蒸法“炒熟,再蒸半日” [29] ,但
未使用酸枣叶作为蒸制辅料。 记载酸枣仁蒸法的本草较少,
且该方法并未被后世所广泛使用。
1. 2　 生、熟酸枣仁功效的历史沿革

历代本草关于酸枣仁的功效主治始载于《新修本草》,
“子似武昌枣,而味极酸,东人啖之以醒睡,以此疗不得眠,正
反已。 今方用仁,补中益气” [41] 。 《新修本草》中首次记录了

酸枣仁的功效,而且明确了酸枣(果实)醒睡的功效,为酸枣

仁生熟异治功效演化奠定了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有关生、
熟酸枣仁功效主治记载的历代本草有 30 部。
1. 2. 1　 生熟异治　

唐代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 (741 年)曰“其果酸滑,好
食,山人以当果,睡多生使,不得睡炒熟” [40] ,这是最早记载

有关酸枣炮制前后药效生熟异治的本草著作,然而需要注意

的是《本草拾遗》所载为酸枣(果实),而非酸枣仁(种子)。
至宋代苏颂在其《本草图经》 [42] (1061 年)中亦记载:“其核

人稍长,而色赤如丹,今医家两用之,睡多生使,不得睡炒熟,
生熟便尔顿异”,第一次明确指出生、炒酸枣仁在功效上的差

异。 同时期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 (公元 992 年) 记载的

“治胆虚不得睡诸方”中均使用炒酸枣仁,而“治胆热多睡诸

方”中明确酸枣仁需生用[17] 。 《太平圣惠方》首次明确炒酸

枣仁所治疗的不得睡为胆虚所致,而生酸枣仁所治疗的多睡

为胆热所致。 此后,宋代多部官修方书如《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1078 年)、《圣济总录》(1117 年),所收录治疗不得眠方

剂中均使用的是炒酸枣仁。
从宋代至明清时期,“生治多睡,熟治不眠”逐渐成为对

生、熟酸枣仁功效主治的主流认识。 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
(1565 年)曰:“能治多眠不眠,必分生用炒用。 多眠胆实有

热,生研末,取茶叶旧汁,调吞;不眠胆虚有寒,炒作散,采竹

叶煎汤送下” [26] ,陈嘉谟从辨证论治的角度进对生、炒酸枣

仁的功效主治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生、炒酸枣仁不同的服

用方法。 同时代李时珍在其所撰《本草纲目》 (1578 年)曰:
“其仁甘而润,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蒸;生用疗

胆热好眠,皆足厥阴、少阳药也” [27] ,李时珍明确指出生、炒
酸枣仁无论是治疗好眠还是不得眠,均为足厥阴肝经和足少

阳胆经的要药。 此后历代《本草约言》 [43] 、《本草易读》 [36] 、
《本经逢原》 [44] 、《本草从新》 [45] 、《本草述钩元》 [34] 、《施今墨

对药》 [46] 等 25 部本草均沿用了“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生用疗

胆热好眠”的功效主治记载。
然而,早在宋代即有本草著作对于酸枣仁“生治多睡,熟

治不眠”的功效主治提出了质疑。 如北宋苏颂撰写的《本草

图经》 [42](公元 1061 年)记载:“《本经》主烦心不得眠。 今医

家两用之,睡多生使,不得睡炒熟,生熟便尔顿异。 二汤酸枣

仁并生用,疗不得眠,岂便以煮汤为熟乎?”苏颂通过分析当

时治疗不眠的 2 首常用复方,对酸枣仁生熟异治的功效主治

提出了质疑。 清代汪昂所撰《本草备要》 [47] ( 1694 年) 曰:
“胆热必有心烦口苦之证,何以反能好眠乎……胆热好眠四

字,不能无疑也。”后世吴仪洛也提出了同样的异议,在其所

著《本草从新》 [45](1757 年)载:“二方(酸枣仁汤、深师方)酸

枣仁皆生用治不得眠,则生用疗胆热好眠之说未可信也,盖
胆热必有心烦口苦之证,何以反能好眠乎?”尽管对疗胆热好

眠提出了疑问,但是上述著作对于生熟酸枣仁功效主治是否

具有差异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
对于上述问题清代邹澍所著《本草疏证》 [48] ( 1849 年)

进行了详细分析,曰:“《本经》酸枣主治,是酸枣之功能,非
酸枣仁之功能。 酸枣自治醒睡,酸枣仁自治不眠,故《本经》
于酸枣气味上并不着仁字,而隐居亦不言噉其仁,可见《别

录》主治,乃酸枣仁之主治,即其味甘而不酸,可证也。 故后

世用酸枣仁诸方,始终只治不睡,并无他歧相搅,乃立异者或

以为生用能醒睡,是牵合陶隐居之说。”根据邹澍的论述,可
以概括认为治不眠为酸枣仁功效,而治多睡为酸枣(果实)的

功效,之所以产生酸枣仁生用治疗醒睡是古人对陶弘景有关

酸枣醒睡功效牵强附会的结果。
历代本草除酸枣仁“生治多睡,熟治不眠”的主流功效认

识外,对其生熟异用尚有其他的一些认识。 如明代贾所学原

撰《药品化义》 [49] 记载酸枣仁熟用除治疗“胆虚不得眠”以

外,尚可“助心神,治疗精神失守,惊悸征忡”等症;也可“行

脾阴,治疗思虑伤脾,久泻”等症。 清代徐大椿所著《药性切

用》 [50](公元 1741 年)记载:“生用酸平,益肝胆以宁心敛汗;
熟酸温,醒脾气以安神。” 清代严西亭在其所著 《 得配本

草》 [31](公元 1761 年)中载:“炒用,治胆热不眠。 生用,止烦

渴虚汗。”徐大椿和严西亭 2 位医家对酸枣仁生熟功效主治

的认识较为接近,特别是均认为酸枣仁生用可以敛汗生津,
进一步丰富了酸枣仁的功效主治。
1. 2. 2　 生熟同治　

历代医家对于酸枣仁生熟同治的观点在历代本草古籍中

亦有记载。 清代汪昂所撰《本草备要》 [47] (公元 1694 年)曰:
“酸枣仁,甘酸而润,专补肝胆。 炒熟酸温而香,亦能醒脾(故

归脾汤用之)。 助阴气,坚筋骨,除烦止渴(敛阴生津),敛汗,
宁心。”汪昂认为生、熟酸枣仁均可改善睡眠,只是作用机制不

同。 日本本草学家东洞益吉所著《药征》(1771 年)载“酸枣仁

主治胸隔烦躁,不能眠也。 时珍熟用不得眠生用好眠,误也。
眠与不眠非生熟所为也,乃胸隔烦躁,或眠或不眠,服酸枣仁

则皆复常矣。 故胸膈烦躁、或寤而少寐,或寐而少寤,予不问

酸枣之生熟,用而治之,则烦躁罢而寤寐复故” [51] ,东洞益吉

首先对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熟用不得眠生用,好眠炒熟的用

法提出了异议,其次认为无论不眠还是多睡酸枣仁均可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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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酸枣仁现代炮制的研究

2. 1　 酸枣仁现代炮制方法研究

酸枣仁的现代炮制方法以清炒法为主流。 自 1963 年,

历版《中国药典》 [2,52-55] 均记载有生、炒酸枣仁,而各地方炮

制规范中收载的炮制方法尚有炒黄、炒焦、炒炭,加辅料炒有

蜜炙、盐炙和鲜猪心血拌炒等,见表 2、3。

表 2　 《中国药典》酸枣仁炮制规范沿革

Table
 

2　 Processing
 

standard
 

evolution
 

of
 

Ziziphi
 

Spinosae
 

Semen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来源 版本 生酸枣仁 酸枣仁炮制品 质量标准

《中国药典》 [52] 1963 年版一部 　 用清水漂净皮

壳晒干或簸拣去

净皮壳得

　 炒酸枣仁:取洁净的酸枣仁置锅内用文火炒

至外皮鼓起并呈微黄色。 取出放凉即得

　 焦酸枣仁:取洁净的酸枣仁置锅内用武火炒

制有五成变黑红色取出放凉即得

性状鉴别

《中国药典》 [53] 1977 年版一部 　 除 去 残 留 核

壳,用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清炒法炒至外皮

鼓起,色微变深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

《中国药典》 [54] 1985 年版一部 　 除 去 残 留 核

壳,用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清炒法炒至鼓起,
色微变深。 用时捣碎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薄层鉴别(酸枣

仁皂苷 A、B)、检查(杂质、核壳等)

《中国药典》 [55] 2010 年版一部 　 除 去 残 留 核

壳,用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清炒法炒至鼓起,
色微变深。 用时捣碎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薄层鉴别(斯皮

诺素)、检查(杂质、水分、总灰分、黄曲

霉毒素)、含量测定(酸枣仁皂苷 A、斯皮

诺素)

《中国药典》 [2] 2020 年版一部 　 除 去 残 留 核

壳,用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清炒法炒至鼓起,
色微变深。 用时捣碎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薄层鉴别(斯皮

诺素)、检查(杂质、水分、总灰分、黄曲

霉毒素、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含量测定

(酸枣仁皂苷 A、斯皮诺素)

2. 1. 1　 历版药典酸枣仁的炮制方法沿革　
《中国药典》自 1963 年版开始收录酸枣仁,包括酸枣仁、

炒酸枣仁和焦酸枣仁 3 种饮片规格;1977 年版《中国药典》
后均只收录生酸枣仁和炒酸枣仁 2 种规格[53] 。 净制、切制:
1963 年版药典生酸枣仁记载酸枣仁的净制方法为“用清水

漂净皮壳晒干或簸拣去净皮壳得”,1977 年版修订为“除去

残留核壳”并增加切制方法“捣碎”。 炒制:炒酸枣仁在 1963
年版中炮制工艺为“文火炒至外皮鼓起并呈微黄色取出放凉

即得”,1977 年版修订炒酸枣仁法为“照清炒法炒至外皮鼓

起,色微变深”,1985 年版炒酸枣仁增加切制方法“捣碎”并

沿用至今[54] ,见表 2。 同时由表 2 可知,酸枣仁炮制方法自

1963 年版《中国药典》首先收录以来其变化较小,而历版中

酸枣仁饮片质量标准的提升与完善较快。
2. 1. 2　 各省酸枣仁炮制规范及炮制方法　

1949 年后各省份根据地方用药需求和用药特点制定了

饮片炮制规范,在各省份饮片炮制规范中酸枣仁炮制方法项

下,除收录了自古以来常用的清炒法外,尚新增了蜜炙、盐炙

和鲜猪心血拌炒等加辅料炒制方法,各省份炮制规范中生、炒
酸枣仁的质量标准较《中国药典》相对简单,见表 3。
2. 1. 2. 1　 炒制　 通过总结各省历版炮制规范发现,24 个省

(市)共 50 版炮制规范中均记载了清炒酸枣仁的炮制方法,
清炒法无论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中均是酸枣仁最重要的

炮制方法。 除炒黄法外,北京市( 1960、1974、1986、2008 年

版) [64-67] 、天津市( 1975、2005、2012、2018 年版) [60,63,68-69] 、四
川省(2002 年版) [58] 和甘肃省( 1980、2009 年版) [70-71] 等省

(市)的炮制规范中还记载了焦酸枣仁的炒法方法;而《河南

省炮制规范》(1974、2005 年版)中记载有酸枣仁炭的炮制制

法,即炒至表面焦黑色[59,72] 。 各省炮制规范中只有 2002 年

版《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明确了酸枣仁炮制温度,即用

文火 80~ 120 ℃进行炒制,焦酸枣仁用武火 150 ~ 180 ℃ 炒至

鼓起、表面焦褐色[58] 。
各省炮制规范对酸枣仁炒制增强疗效的目的认识较为统

一,如 2009 年版《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2002 年版《江苏省炮

制规范》 [73] 记载有“炒后增强养心安神作用”;1998 年版《福建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57] 记录为“炒后增强养血安神”。 对于

酸枣仁不同炮制品的功效主治记载多数与生酸枣仁一致。 少

数省级规范对不同炮制品的功效主治有明确记载,但均相对

简单,如 2018 年版《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规定:“焦酸枣

仁宜入补剂,可增强养阴敛汗,补益心脾作用,用于心脾两虚,
虚烦少寐,气短心悸” [63] 。 2008 年版《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明确为“炒酸枣仁、猪心血炒酸枣仁治不眠” [62] 。
2. 1. 2. 2　 加辅料炒　 各省份炮制规范中记载的加辅料炒主

要包括盐炒、蜜炒、猪心血炒制,见表 3。 1998 年版《福建省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记录了酸枣仁蜜炙方法,酸枣仁经炼蜜

炮制后,更易于贮藏,同时蜂蜜还强化了酸枣仁益阴敛汗的

功效[57] 。 1974 年版《云南省中药咀片炮灸规范》 [56] 和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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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地方酸枣仁炮制规范记载情况

Table
 

3　 Processing
 

specification
 

records
 

of
 

local
 

Ziziphi
 

Spinosae
 

Semen
来源 版本 净制及切制方法 炒制方法 质量标准

　 《 云南省中药咀

片炮灸规范》 [56]

1974 年版 　 取枣仁筛去灰屑,
用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净枣仁,放入锅内,用文火炒至稍变

色,取出晾凉即成

　 盐炙:取原药筛簸净灰屑,放入锅内,用文火炒,加
食盐 1. 5%化水,边炒边洒,炒至棕褐色,有香气,并
有曝烈声时,取出晾冷

无

　 《 福建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57]

1998 年版 除去杂质,用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炒黄法炒至鼓起,色略

深。 用时捣碎

　 蜜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蜜炙法炒至不黏手。 酸

枣仁每 100
 

kg,用蜜 3 ~ 5
 

kg
盐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盐水炙法炒干

性状鉴别

　 《 四川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58]

2002 年版 　 取原药材,除去杂

质及残留核壳

　 炒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置热锅内,用文火(80 ~
120

 

℃ )炒至鼓起、表面色泽加深、并有香气逸出时,
取出,晾凉

　 焦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置热锅内,用武火(150 ~
180

 

℃ )炒至鼓起、表面焦褐色、并有种皮部分破裂

时,取出,晾凉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薄层

鉴别(酸枣仁皂苷 A、B)

　 《 河南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59]

2005 年版 　 除去杂质及核壳,
用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清炒法炒至微鼓起,色
微变深,用时捣碎

　 酸枣仁炭:取净酸枣仁,照炒法炒至表面显焦黑色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薄层

鉴别(酸枣仁皂苷 A、B)

　 《 天津市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60]

2005 年版 除去杂质及硬壳 　 炒酸枣仁:将锅加热,取净酸枣仁置内,炒至表面

色泽加深微有香味时取出放凉

　 焦酸枣仁:取净酸枣仁至热锅内,炒至外部微黑,
内部焦黄色

　 性状鉴别、检查(杂质、核
壳等)

　 《 广西壮族自治

区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 [61]

2007 年版 　 除去残留核壳,用
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生酸枣仁,置锅内用文火炒至外皮鼓

起,色微变深,取出,放凉,用时捣碎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薄层

鉴别(酸枣仁皂苷 A、B)

　 《 江西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62]

2008 年版 　 除去残留核壳,用
时捣碎

　 炒酸枣仁:取净酸枣仁,照清炒法炒至鼓起色微变

深,用时捣碎

　 猪心血炒酸枣仁:将新鲜猪心刨开,挤出的猪心血

滴入盛有适量清水的容器内搅匀,再与酸枣仁拌匀,
待吸尽后,置铜锅内,用文火炒干,用时捣碎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检查

(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

分)

　 《 天津市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 [63]

2018 年版 无 　 焦酸枣仁:取净酸枣仁至热锅内,炒至外部微黑,
内部焦黄色

性状鉴别

年版《福建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均记载酸枣仁盐炙的方法,
盐炙品能引药下行,增强其益肾定惊的疗效。 猪心血炒制酸

枣仁方法收录于 2008 年版《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清

代《本草害利》(1682 年)记载猪心血“用作补心药之向导,该
取以心归心,以血导血之意”,猪心血炒酸枣仁则可增强宁心

安神作用[74] ,见表 3。
2. 2　 炮制对酸枣仁化学成分影响

目前关于酸枣仁炮制前后化学成分变化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黄酮类、皂苷类和脂肪酸类等化学成分。
2. 2. 1　 对黄酮类成分的影响　

酸枣仁炮制前后黄酮类成分的变化研究,主要以总黄酮

或斯皮诺素和 6‴-阿魏酰斯皮诺素等单体黄酮成分为指标。
丁慎德、李晓东等分别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方法,对炒

制前后酸枣仁总黄酮类成分进行了研究,表明炒制后总黄酮

的含量有所增加[75-76] ;高剑峰等[77] 对酸枣仁及其不同炮制

品中总黄酮的含量进行比较,发现酸枣仁经过炒、蒸、烘等方

法炮制后样品的总黄酮含量均高于生品。 李会军等[78] 采用

HPLC-DAD 对不同来源的生、炒酸枣仁饮片中斯皮诺素进行

含量测定,结果显示炒酸枣仁中斯皮诺素的含量高于生品。
ZHU

 

X 等[79] 用 UHPLC-TOF-MS 技术结合多元数据分析方法

鉴定生、炒酸枣仁的差异化合物,并对差异化合物进行相对

定量分析发现 6‴-香草酰斯皮诺素、6‴-阿魏酰斯皮诺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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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羟基苯甲酸斯皮诺素、 斯皮诺素、 6‴-dihydrophaseoyls-
pinosin、6‴-( -)-phaseoylspinosin 等 6 种黄酮成分与生酸枣仁

相比含量相对较高。 李泽等[80] 采用 UHPLC-Q-Orbitrap-MS
技术及代谢组学方法确定生、炒酸枣仁饮片的主要差异性成

分,对差异性化合物进行相对含量分析表明斯皮诺素、6‴-阿
魏酰斯皮诺素、6‴-香草酰斯皮诺素、6‴-对香豆酰斯皮诺素、
山柰酚-3-O-芸香糖苷、维采宁Ⅱ等 6 个黄酮类成分在炒酸枣仁

中的相对含量显著高于酸枣仁(P<0. 05)。 综上研究结果表明

酸枣仁无论是不同产地来源、还是不同炮制方法的炮制品中

黄酮类成分普遍高于生品。
2. 2. 2　 对皂苷类成分的影响　

酸枣仁皂苷是酸枣仁的发挥镇静催眠作用最主要的化

学成分。 目前,对于酸枣仁炮制前后皂苷类成分的变化研

究,主要以酸枣仁皂苷 A 和 B 等成分为指标。 王健等[81] 和

于定荣等[82] 通过薄层扫描法对生、炒酸枣仁中酸枣仁皂苷

A 和 B 含量进行测定,表明炒制后酸枣仁皂苷 A 和 B 含量高

于生品;同时于定荣等[83] 研究发现酸枣仁的微波炮制品、炒
黄品中酸枣仁皂苷 A 和 B 含量亦高于生品。 然而,也有部分

文献表明生、炒酸枣仁中酸枣仁皂苷 A、B 等皂苷含量无显著

变化。 如李玉娟等[84] 利用反相高效液相测定生、炒酸枣仁

中皂苷 A 的含量,结果生、炒酸枣仁中皂苷 A 的含量并无显

著变化。 李铮等[85]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不同来源、不同

批次生、炒酸枣仁中酸枣仁皂苷 A、B 含量进行比较,同样发

现炒制前后酸枣仁皂苷 A、B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ZHU
 

X
等[79] 应用 UHPLC-TOF-MS 技术对不同批次的生、炒酸枣仁

进行相对定量分析,结果发现酸枣仁皂苷 A、B 含量与生酸枣

仁相比含量相对较高。 李泽等[80] 用 HPLC-DAD-ELSD 对不

同来源生、炒酸枣仁饮片各 10 批中的酸枣仁皂苷 A、B 含量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炒酸枣仁中酸枣仁皂苷 A 的含量显著

高于生品,但是酸枣仁皂苷 B 的含量没有显著性差异。 综合

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来源、不同批次的生、炒酸枣仁中酸枣仁

皂苷类成分的变化规律并不一致。
2. 2. 3　 对脂肪酸类成分的影响　

自古以来本草即有“久炒油枯则失效”之说[32] ,充分说

明古代医家对脂肪酸类成分的重视程度。 现代研究表明酸

枣仁中脂肪油质量分数达 32% [86] ,且酸枣仁脂肪酸类成分

具有镇静安神等作用[87] ,因此应该重视炮制对酸枣仁中脂

肪酸类成分的影响。 李玉娟等[88] 采用 RP-HPLC 指纹图谱

法对酸枣仁生品和炒制品进行全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生、炒
酸枣仁化学成分种类未发生变化,炒酸枣仁中脂肪油各色谱

峰含量均较低,可能是酸枣仁油枯所致。 蔡瑾瑾等[89] 采用

GC-MS 技术比较酸枣仁炒制前后脂肪酸类成分的变化,发现

炒制后酸枣仁脂肪油提取率由 20. 66%提高到 26. 35%,炒制

后不饱和脂肪酸油酸、亚油酸相对质量分数均降低,饱和脂

肪酸硬脂酸、二十碳烯酸和二十烷酸的相对质量分数均增

加。 脂肪酸成分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炮制过程中一些不

饱和脂肪酸成分在高温氧化作用下转化成饱和脂肪酸类

成分。
2. 3　 炮制对酸枣仁药理作用影响

中药炮制过程可提高或降低药材中化学成分的含量,甚
至可使某些化学成分消失或产生新物质,所以中药经炮制

后,在药理作用方面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其临床

疗效[90] 。 因此研究酸枣仁炮制前后药理作用差异对于阐释

其炮制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
2. 3. 1　 镇静安神作用　

酸枣仁的主要功效为“宁心安神” [2] ,自古以来对酸枣

仁炮制前后药效作用即有“生熟异治”
 

“生熟同治”等不同的

认识。 近年来,炮制前后对酸枣仁镇静安神药理作用的影响

成为酸枣仁炮制机制研究的重点。 李玉娟、吴玉兰等[88,91] 分

别利用小鼠戊巴比妥钠协同睡眠模型,考察相同剂量下生、
炒酸枣仁对小鼠自主活动及戊巴比妥钠阈剂量入睡率的影

响,结果表明生、炒酸枣仁均有镇静、催眠作用,但两者之间

镇静催眠作用无明显差异。 翟旭峰等[92] 通过观察生、炒酸

枣仁对戊巴比妥钠催眠小鼠睡眠潜伏期、睡眠时间及失眠大

鼠脑电图的影响,表明生、炒酸枣仁能缩短小鼠戊巴比妥钠

睡眠潜伏期及延长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也可以缩短失眠大

鼠觉醒期时间,延长慢波睡眠时间,但两者之间作用无明显

差异。 李廷利等[93] 报道连续灌胃生、炒酸枣仁提取物 20
 

d,
分别于 10、12、15、17、20

 

d 评价延长阈剂量戊巴比妥钠小鼠

睡眠时间,结果表明生、炒枣仁均能显著延长阈剂量戊巴比

妥钠小鼠的睡眠时间,但在起效时间上生酸枣仁比炒酸枣仁

早 8
 

d。 目前,多数学者评价生、炒酸枣仁的镇静安神作用大

部分使用的是戊巴比妥钠协同睡眠模型,其结果均表明两者

在该模型条件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是亦有学者提出不

同观点,如蔡宝昌等基于“生效熟增”对生、炒酸枣仁的镇静

催眠作用进行综述,认为炒制后其镇静催眠作用增强,在炒

制后达到生熟理论中“生效熟增”的目的[11] 。
2. 3. 2　 提高学习记忆　

轻度认知障碍往往表现为记忆障碍,这也是老年性痴呆

的基本早期症状。 目前已有文献报道酸枣仁水提物能改善

学习记忆障碍[94] 。 吴巧敏等[95] 观察酸枣果肉、生、炒酸枣仁

对对氯苯丙氨酸(PCPA)失眠模型大鼠学习与记忆能力的影

响,结果表明与模型组比较,生、炒酸枣仁、酸枣果肉对 PCPA
失眠大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均有改善作用,酸枣果肉优于

生、炒酸枣仁,而生、炒酸枣仁之间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目

前研究炮制对酸枣仁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影响的报道较少。
2. 3. 3　 抗抑郁　

抑郁症作为一种常见精神疾病,主要以显著而持久的心

境低落、认知功能损害等为临床特征。 酸枣仁治疗抑郁症毒

副作用小、复发性低的特点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王

文凯等[96] 利用小鼠强迫游泳应激模型和小鼠悬尾应激模

型,观察各给药组小鼠游泳不动时间和悬尾不动时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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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生酸枣仁组、炒酸枣仁组、生炒酸枣仁配伍组小鼠游泳

不动时间和悬尾不动时间均有所缩短,生、炒酸枣仁配伍组

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而生酸枣仁和炒酸枣仁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 根据文献调研发现,目前研究多集中在生酸枣仁抗抑

郁作用研究[97-98] ,对于炒酸枣仁的抗抑郁的作用研究较少。
3　 结语与展望

酸枣仁炮制方法历史悠久,炮制方法及品种繁多,历代

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炮制经验。 魏晋南北朝是酸枣仁炮制方

法的萌芽期,唐朝、宋朝是酸枣仁炮制方法的快速发展期,明
朝和清朝是酸枣仁炮制方法的成熟期。 近现代清炒法成为

酸枣仁炮制的主流方法,《中国药典》与各省份炮制规范对酸

枣仁炮制方法进一步规范,酸枣仁饮片的质量标准逐渐建

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酸枣仁炮制的相关问题也逐渐

显现。
3. 1　 酸枣仁古代炮制方法的传承问题

中药酸枣仁有着悠久的炮制历史,历代本草有关酸枣仁

炮制方法记载种类较多,以炒法(炒黄、炒焦、炒炭)及加辅料

炒制(醋炒、姜汁炒、蚌粉炒、酒炒、隔纸炒)为主。 通过溯源

其从古到今的炮制历史沿革,可知酸枣仁古今炮制方法既存

在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亦有由于发展及认知局限导致的差

异性。 目前主流的炮制方法仅余清炒法,具有鲜明炮制特色

的酒炒、蚌粉炒、隔纸炒等并未沿用。 此外,如用酸枣叶拌蒸

酸枣仁的炮制方法,明代以后几乎未见沿用。 现代炮制研究

应该遵循“尊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忘古”的原则,对于本草

典籍记录的酸枣仁特色炮制方法应进一步规范其炮制工艺,
应用现代中药学研究技术挖掘其科学内涵,阐释其炮制目的

及其炮制机制,在继承古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酸枣仁炮制

品种类;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展创新炮制研究,如利用微生

物发酵开展对酸枣仁的炮制研究[99] ,从而为中医药临床精

准治疗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扩大酸枣仁的临床适用症

范围[100] 。
3. 2　 生熟酸枣仁功效差异的科学内涵问题

酸枣仁炮制前后功效主治的历史演化过程较为复杂。
自宋代以来酸枣仁“生治多睡,熟治不眠”的“生熟异治”观

点成为本草典籍记录的主流。 然而对于该观点的质疑也见

于历代本草之中,特别是对于酸枣仁“生治多睡”的功效认识

存在较多分歧,清代邹澍明确指出“生治多睡”可能是古人对

陶弘景有关酸枣(果肉)醒睡功效牵强附会的结果。 现代多

名学者结合酸枣仁的临床应用实践与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
认为生、 炒酸枣仁的功效主治没有差异应是 “ 生熟同

治” [101] 。 近年蔡宝昌等学者进一步提出生、炒酸枣仁均具有

镇静催眠的功效,炒制后其镇静催眠作用增强,达到生熟理

论中的“生效熟增” [11] 。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酸枣仁炮制

机制的阐释,大多停留在该研究的 2 个侧面,即化学成分变

化和药理作用变化层面,而目前未将这 2 个关键环节进行有

机关联深入研究,更缺乏对药效作用进行必要的生物学功能

验证,难以深入阐释酸枣仁炮制作用机制以及炮制内涵。
3. 3　 酸枣仁不同规格炮制饮片功效主治的问题

经考证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与各省份炮制规范,共收

载 6 种酸枣仁炮制品,即炒酸枣仁、焦酸枣仁、酸枣仁炭、盐
炙酸枣仁、蜜炙酸枣仁、猪心血炒酸枣仁。 酸枣仁的炮制方

法在《中国药典》和各省炮制规范中主要沿用了清炒法,受地

域及临床用药习惯的影响,还有盐炙、蜜炙、猪心血炙、炒炭

等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方法。 《中国药典》对于生、炒酸枣仁饮

片的功效主治未做区别规定,各省炮制规范对炒酸枣仁、焦
酸枣仁、酸枣仁炭、猪心血炒酸枣仁的功效主治亦未加以精

准规定。 上述酸枣仁炮制品的功效主治基本上笼统地归纳

为治不眠,与生酸枣仁基本一致,未明确区分不同炮制饮片

的临床适应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酸枣仁炮制品的

临床合理使用。
3. 4　 酸枣仁炮制饮片标准的提升问题

生、炒酸枣仁化学成分的差异近年来研究广泛,部分文

献研究表明酸枣仁炒制前后黄酮类、皂苷类、脂肪酸类等成

分含量有一定程度升高,但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认为炒制前后

化学成分含量没有显著性变化。 造成这种矛盾的现象可能

与分析样品来自不同来源、不同批次、不同产地有关,也可能

由于《中国药典》和各省炮制规范中酸枣仁炒制方法相对简

略,缺少具体的火力火候及炮制时间等参数,很难在全国范

围内形成对炒酸枣仁的炒制工艺规范统一,也就无法保证市

场上酸枣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此外,本文通过梳理生、炒
酸枣仁药理作用研究文献,发现生、炒酸枣仁在镇静安神、提
高学习记忆、抗抑郁等药理作用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产生

上述结果,既可能与未选择合适的病证结合模型有关,也与

炒酸枣仁炮制工艺与质量标准亟须进一步提升不无关系。
因此,中药酸枣仁炮制研究应整体化、系统化。 根据酸

枣仁生、熟炮制制品的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等基本属性,利
用1 H-NMR、UPLC-Q-TOF-MS 及 GC-MS 等分析方法结合多元

统计方法,在收集不同来源、不同产地的大规模样本的基础

上,针对黄酮类、皂苷类、生物碱类等次级代谢产物以及脂肪

酸、氨基酸等初级代谢产物开展综合分析,鉴定筛选炮制前

后差异成分,阐明酸枣仁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转化规律;以
其“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功效为研究方向,建立病症结合的

药理模型,进行药效差异研究及炮制机制探讨;将化学成分

差异及药效变化关联分析,阐述酸枣仁炮制科学内涵,确定

酸枣仁的质量标志物,建立炮制参数精准可控的炮制工艺,
构建“成分-药效-内涵-质量”相关联的酸枣仁炮制机制及质

量标准研究体系,最终实现以探明其炮制科学内涵为路径,
提升其质量标准为目的的酸枣仁系统研究[102] 。

综上所述,本文对酸枣仁炮制目的及功效进行本草考

证,梳理了古今酸枣仁炮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汇总了国家

和省级标准中酸枣仁饮片收录情况,总结了现代酸枣仁炮制

机制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酸枣仁现代炮制方法与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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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和理论支持。 为保障酸枣

仁的临床合理应用,并为其炮制标准的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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