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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根据石花的蒙医炮制目的，优化石花炮制工艺。方法：在老蒙医大夫的指导下，以药材的脆性为指标，通过水分含
量的监控，优化传统炮制方法的最佳工艺条件，同时借鉴最佳传统炮制品，确立石花炮制烘干法。结果：石花微炒炮制方法的适

宜条件为１１０℃
"

３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其水分含量均在４１４％～４６３％之间，重复性较好。水洗处理后石花炮制品的总灰分虽
然没有明显改变，但酸不溶性灰分有明显下降，下降率可达到５％。烘法的最佳条件为６０℃、３ｈ。结论：建议蒙药石花炮制前
水洗处理，微炒的适宜条件为１１０℃

"

３ｍｉｎ；烘法的最佳条件为６０℃和３ｈ；炮制品水分应控制在４１％～５０％之间。第二种
方法方便易行，工时短，有利于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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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花为蒙医常用专用药材，为梅衣科梅衣属植物
藻纹梅花衣（Ｐａｒｍｅｌｉａ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Ａｃｈ）的干燥全体。味
甘、苦，性温，效燥，具有清热、解毒、开胃、止吐、止泻之

功效。临床用于肝热、肿毒、“宝日”破溃、吐血、鼻衄、

血“协日”性头痛、“亚玛”、脑刺痛等疾病［１－２］。蒙医

药对石花炮制的相关报道除了一少部分古籍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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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几乎为零，不仅没有对炮制品质量影响参数的指

标，更没有炮制温度和时间的量化，仅以经验制之。为

此，我们在本实验以传统炮制方法为基础，根据石花的

蒙药炮制方法和炮制目的，在老蒙医大夫的指导下，以

药材的脆性为指标，对石花炮制方法进行优化，以期为

石花炮制的规范化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１　实验材料
１１　药材　石花购自呼和浩特市药材公司，经内蒙古
药检所鉴定为梅衣科梅衣属植物藻纹梅花衣（Ｐａｒｍｅｌｉａ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Ａｃｈ）的干燥全体。
１２　化学试剂　９５％乙醇，分析纯，天津市巴斯夫化
工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０６３１０。氢氧化钾，分析纯，张家
口市化学试剂厂，批号：１９９４６１８。盐酸，分析纯，天津
市翔宇化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批号：０５０７２９。
１３　仪器设备　ＨＨ－Ｓ油浴锅，金坛市双捷实验仪
器厂；ＪＪ型精密电子天平，美国双杰兄弟有限公司；
ＪＡ５００３电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电热恒温干燥箱，
黄石恒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小型三用水箱，北京西城

区医疗器械厂；蒸发皿、扁形称量瓶、干燥器、坩锅等。

２　实验方法与结果
２１　石花传统炮制方法的筛选　石花炮制在传统蒙
医文献中记载了微炒（将净石花放置铁锅里用温火炒

制约２ｍｉｎ，至药材颜色发黄，较脆化时取出放凉）和豆
炒（将净石花与豆按３∶１比例掺和置铁锅，用温火炒至
豆子熟时取出分离）［３－６］两种方法，目的在于除潮，使

药材易于粉碎。对于石花的炮制《晶珠本草》云“……

石花入药剂，必先去毒也。”，《蒙药炮制学》有石花之

“炮制作用是除去潮之毒，……有利于药物的消化”。

在现代中药研究中，石花从石上铲下后，除净杂质，晒

干后直接入药［７－８］。为探索石花蒙医炮制方法的可行

性和科学性，按传统蒙药炮制方法进行炮制实

验［９－１２］。结果豆炒方法的可行性较差，要想把黄豆炒

熟，需要较高的温度和较长的时间（１６０℃，１０ｍｉｎ以
上），可在这一条件下石花药材炒焦，甚至烧至炭。也

许在低温下用长时间炒会达到“黄豆炒熟，石花颜色变

微黄”的程度。但费时耗功。相比之下微炒所用时间

短，炒后药材颜色变黄，脆性较好。因此选择了微炒方

法。

２２　微炒工艺的研究　由于国内有关石花的研究甚
少，难于测定其有效成分含量。因此在老蒙医大夫的

指导下，以药材的脆性为指标，通过水分含量的监控，

来选出石花蒙医炮制的的适宜温度和时间。取适量石

花，去除杂质，分别放置于加热至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
℃、１３０℃、１４０℃、１５０℃恒温的铁锅中，炒制５ｍｉｎ后

取出放凉。在老蒙医大夫的指导下，对药材的脆性进

行了比较，同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０５年版
一部）水分测定法（附录Ⅸ Ｈ第二法）测定，实验结果
见表１。然后选出一个即能使药材脆化，又能保持较
高的水分的温度，分别观察和测定５ｍｉｎ、３ｍｉｎ、２ｍｉｎ
时的脆性和水分含量，实验结果见表２。最后选出一
个最佳温度和时间进行了重复性实验，实验结果见表

３。

表１　石花不同温度炒制后的其脆性及水分含量情况

指标 石花炮制品 石花生品

温度（℃）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５０ —

时间（ｍｉｎ） ５ ５ ５ ５ ３ ５ —

脆性 可以 好 好 很脆 很脆 很脆 较差

水分（％） ５１７ ４３６ ３４９ ２８８ ３３０ ２８５ ７９８

表２　石花在１１０℃炒制不同时间时的脆性及水分含量（％）

时间（ｍｉｎ） 脆性 水分（％）

５ 好 ４３６
３ 好 ４５２
２ 可以 ４８３

表３　石花１１０℃、３ｍｉｎ炒制的重复性实验结果

次数 水分（％） 珋ｘ ＲＳＤ（％）

１ ４１４ ４４４ ４１９
２ ４６３
３ ４３２
４ ４４２
５ ４５８
６ ４５５

　　从表１中可见１００℃炒的石花药材虽然比生药材
脆了，但感觉还是不够理想。在１３０℃炒的有点过度。
所以我们选择了即能使石花脆化，又能保持较高的水

分含量的温度１１０℃。从表２中可见５ｍｉｎ和３ｍｉｎ
均可使药材脆化，但３ｍｉｎ的水分含量高于５ｍｉｎ，所
以选择了１１０℃

%

３ｍｉｎ作为石花蒙药炒制的适宜条
件。从表３中可见在１１０℃

%

３ｍｉｎ条件下６次炒制
的水分含量均在４１４％ ～４６３％之间，重复性较好。
根据石花的蒙药炮制主观标准，确定为石花炮制品其

水分控制在４１０％～５０％之间为宜。
３　传统工艺的改进
３１　炮制前水洗法　石花为地衣类植物药材，生长于
岩石上，采收过程中易带入尘土、砂石等。虽说，石花

炮制前进行除去杂质处理，但一些细小的杂质难以除

去。并且在研究中发现石花总灰分含量高达２０％以
上、酸不容性灰分１５％左右。为了控制药材的纯度，
我们采取了炮制前水洗方法，意图降低总灰分和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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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灰分含量。取净石花适量，放入水中搅拌洗（６０
ｒ／ｍｉｎ）５ｍｉｎ，静置５ｍｉｎ即捞取浮于水的药材，沥干，
再进行炮制，实验结果如表４和表５。从中可见水洗处
理后石花炮制品的总灰分虽然没有明显改变，但酸不

溶性灰分有明显下降，下降率可达到５％。说明水洗
对于去除石花杂质，使药材进一步净化有一定的作用。

表４　石花与水洗石花炮制品总灰分含量的比较（％）

次数 石花（％） 水洗石花（％）

１ ２１３７ ２２９４
２ ２１９３ ２３２９
３ ２１６４ ２２６０
均数 ２１６５ ２２９４

ＲＳＤ（％） １２９ １５０

表５　石花与水洗石花炮制品酸不溶性灰分含量比较（％）

次数 石花（％） 水洗石花（％）

１ １５０１ １０６６
２ １４２８ １１０７
３ １４６５ １０２２
均数 １４６５ １０６５

ＲＳＤ（％） ２４９ ３９９

表６　因素水平设计表

水平／因素 Ａ温度（℃） Ｂ时间（ｈ）

１ ５０ ２
２ ６０ ３
３ ７０ ４

表７　Ｌ９（３
２）正交实验设计安排及结果

实验编号
因素

Ａ Ｂ
指标

水分

１ Ａ１ Ｂ１ ５９２
２ Ａ１ Ｂ２ ５３２
３ Ａ１ Ｂ３ ４６６
４ Ａ２ Ｂ１ ５０６
５ Ａ２ Ｂ２ ４５８
６ Ａ２ Ｂ３ ３８５
７ Ａ３ Ｂ１ ４５８
８ Ａ３ Ｂ２ ２５４
９ Ａ３ Ｂ３ ２３２
Ⅰ １５９１ １５５６
Ⅱ １３４９ １２４４
Ⅲ ９４４ １０８３
Ⅰ ５３０ ５１９
Ⅱ ４５０ ４１５
Ⅲ ３１５ ３６１
Ｒ ２１５ １５８

３２　烘制工艺的研究　由于石花药材炮制目的在于
干燥，使药材易于粉碎。微炒炮制时需要专用设备，火

候不易控制；炒制前水洗处理后要等待晒干。为此我

们引用烘制法对石花进行了炮制，并对其工艺条件进

行了优化。取水洗石花适量，平铺于盘中，放入烘干箱

里分别在５０℃、６０℃、７０℃下２ｈ、３ｈ、４ｈ下进行烘
干，实验结果如表７。从表６～表７中可见最佳因素组
合为Ａ２Ｂ２，即６０℃和３ｈ。由极差Ｒ大小确定影响因
素为Ｂ

&

Ａ，即烘制时间因素影响大于温度。
３　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实验数据可知，蒙药石花微炒炮制方法的

适宜条件为１１０℃
%

３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其水分含量
均在４１４％ ～４６３％之间，重复性较好。根据石花的
蒙药炮制主观标准，确定为石花炮制品其水分控制在

４１０％～５０％之间。水洗处理后石花炮制品的总灰
分虽然没有明显改变，但酸不溶性灰分有明显下降，下

降率可达到５％。这对去除药材杂质，使其进一步净
化而保证药材用药剂量的准确性有一定的作用［１３］。

烘法没有蒙医文献依据，但炮制出的石花炮制品经蒙

药专家主观鉴定和与传统炮制品的客观比较，同样合

格。烘法的最佳条件为６０℃和３ｈ。该方法方便易
行，工时短，有利于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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