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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中国药典中对中药膏滋制备过程中的清膏以及辅料的用量没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本文通过继承周长峰老
师膏滋制备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要点和膏滋清膏得量以及辅料用量等工艺参数，为操作人员正确掌握膏滋的制备工艺要点

提供参考依据。方法：继承周长峰老师中药膏滋传统制备方法经验并通过实践工作中记录的数据结合参考其他文献中传

统膏滋的制备工艺。结果：总结出了中药膏滋在制备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要点并对膏滋清膏得得率情况以及糖类、胶类等

辅料常用量的使用情况。结论：中药膏滋在制备过程中复方膏滋可按药材总量的３３５８％预计清膏得量，糖、蜜类辅料用
量一般为清膏量的１２倍。单方膏滋的清膏平均得率为２５１６％，糖、蜜类辅料用量一般为清膏量的２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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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膏滋，又称为煎膏。“膏”者，在《正韵》《博
雅》中释为“润泽”。因其起到滋补作用，故又有“膏

滋”之谓，秦伯未在《膏方大全》中指出：“膏方者，盖

煎熬药汁成脂液，而所以营养五脏六腑之枯燥虚弱

者也，故俗称膏滋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膏滋具

有调节免疫、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１］。陈氏［２］

认为膏滋药在治法上以补益居多。

膏滋的优点在于体积小，含药量高，口味润滑，

便于服用，一人一方，一人一料，特色鲜明，疗效肯

定，多适用于慢性病和虚症患者等。其中一批享有

很高声誉的名优膏滋如十全大补膏、琼玉膏、二冬

膏、益母草膏等被历代医家所推崇。近些年来随着

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不断提高，对中药膏滋的需求

也越来越大。然而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标准对

中药膏滋的加工制作、设施设备、工艺参数进行规

范，导致膏滋在临床上没有规范使用，使其临床效果

大打折扣［３］。所以正确掌握中药膏滋这一传统制备

加工工艺是很有必要的。

我院制剂室每年加工制备的膏滋在１０００料左
右，在膏滋的制备生产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近两

年来，我们在山东省中医药师承带教老师周长峰老

师的指导下，继承了周老师在膏方制备方面的传统

加工制作经验，期间参考了其他文献并结合我们制

备膏滋的实际工作总结了各环节制备要点，着重考

察了药材总量与清膏得量间、辅料用量与清膏得量

间的比例关系，找出其规律特点，这样利于掌握膏

滋制备过程中的关键参数，便于膏方制备的质量

控制。

１　制备膏滋场所环境
周边无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源；场所墙壁、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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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面、顶壁应易于清洁，不易脱落，无污迹，无霉

迹；应有除湿、降温、排气、排水、消毒灭菌及安全设

施；应有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动物及昆虫入侵（如

灭蚊灯，纱门，纱窗等）；凉膏间洁净度应在３０万级
以下，并有调温除湿及紫外灭菌设施。

２　制备膏滋的设备及工具
煎煮及浓缩容器多使用不锈钢锅、铜锅等，少用

铁锅或铝锅。通过对比分析煎药容器最为理想的是

陶器、砂锅，因其在煎煮过程中不与药物发生化学反

应［４］；药液冷却和沉淀的容器应选用不锈钢或铜材

质沉淀桶；搅拌药液用具可选用不锈钢或竹木材质，

长短大小与容器相适应；过滤药液的筛网应为８０～
１００目不锈钢材质。
３　膏滋容器

宜选用陶瓷、玻璃或不锈钢材质容器。这些容

器性质稳定，易于清洁。容器使用前都要消毒处理，

以防污染膏滋。可用湿热灭菌或干热灭菌法进行处

理。紫外线灭菌时需考虑容器形状对灭菌效果的影

响。在膏滋制备量较小时，上述材质容器可用火焰

灭菌方法进行快速的灭菌处理。塑料材质的包装袋

应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级包装材料的标准。如果进行

灭菌处理可在包装完成后进行蒸汽灭菌或煮沸灭菌

处理（１００℃，３０～６０ｍｉｎ）即可［５］。

４　制备流程及质量控制要点
４１　制备前的审查核对　制备前应对膏滋的原料
药进行审查核对，并做好登记，尤其对于贵细料药材

要双人核对登记并投料。常见作膏滋的贵细料有阿

胶、鹿角胶、西洋参、鹿茸、川贝母、人参、番红花、海

马、海龙、蛤蚧、全虫、蜈蚣、三七粉等。

４２　常用辅料的前处理　膏滋中常用的辅料有蜂
蜜、蔗糖、冰糖、红糖、胶类等。在加入清膏前均应炼

制以除去杂质及部分水分，杀灭微生物和酶。

４２１　蜂蜜的处理　将蜜加热至１０６～１１８℃，含
水量为１４％～１６％，相对密度为１３７左右，浅黄色
光泽，手捻有黏性，两手分开无白丝程度即可［６］。注

意在加热过程中，要用不锈钢筛网滤去其中杂质，并

不断搅拌，防止糊锅底或溢出等情况的发生。

４２２　糖的处理　应按糖的不同种类加入适量水
进行炼制，白砂糖加水量为总量的５０％；红糖一般
加２倍量水；冰糖一般加水量较白糖略多一些；饴糖
炼制时可不必加水。需注意的是各种糖在加热炼制

时均应不断搅拌至糖液呈金黄色，泛泡发亮光，糖液

微有青烟产生停止加热，由于红糖含杂质较多，炼制

后的红糖在静置６０ｍｉｎ左右除去底部沉淀再备用。

糖类辅料因所含水分不同，当其炼制成同一稠

度（相对密度）的糖膏时，由于吸收或逸出的水分不

同，其得率亦不相同。所得糖膏状糖液（糖膏）之重

量与投入糖料之重量之比，称为糖的出膏率，通常，

砂糖出膏率约为１１０％，冰糖约为１２０％，红糖约为
８０％。
４２３　胶类的处理　用粉碎机粉碎后过１００目筛
后加入黄酒中隔水加热，边加热边搅拌使胶类溶化，

成膏效果好［７］。注意尽量不用明火或电磁炉等直接

加热方式，以防止在溶化过程中出现焦糊情况。周

老师经验认为一般每１００ｇ胶类可用１００ｍＬ黄酒加
热熔化即可。

４３　浸泡　每料中药饮片应在８～１０倍量清水中
完全浸没。采用常规煎煮方法煎药，浸泡时间应大

于８ｈ，采用加压煎药方法煎药，浸泡时间应大于１２
ｈ［８］。浸泡用水一般使用饮用水即可。由于自来水
中含钙镁等离子，不仅会与药液发生反应而且在经

过提取浓缩后杂质也相对较多，所以周长峰老师认

为最好使用纯化水来浸泡提取；浸泡时间不宜超过

１２ｈ，冬季一般可以浸泡过夜；浸泡时不要使用无纺
布或纱布包裹（包煎药材除外），否则会影响浸泡效

果，减少有效成份的溶出。

４４　煎煮　中药膏滋的煎煮提取多采用蒸汽加热
方式，温度一般在１１０～１２０℃，输出温度平稳，加热
均匀，能有效保证膏体色泽的均匀与一致。煎煮次

数对膏滋质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浸泡与否和煎煮

时间［９］。一般煎煮３次，煎煮次数太多不仅不经济，
而且还会带来较多的无效杂质。头汁煎煮１５ｈ以
上，二汁、三汁药煎煮１ｈ以上，最后一次提取后，药
渣应经适当压榨，将压榨所得药液和其他药液一起

沉淀；第一次（即浸泡）用水量为药材的８～１０倍，第
二次、第三次加水量为药料的６倍左右。一般煎煮
三次后的药液总量在药材总量的６倍左右；矿物类
药材应预煎０５ｈ后与其他药材共煎，粉末状药材
应包煎，芳香性或易挥发药材应在煎煮最后０５ｈ
加入。

５　沉淀过滤
将煎煮好的药液倒入事先消毒好的不锈钢沉淀

桶中，静置，使其充分冷却沉淀，根据对药液沉淀物

的跟踪称量，室温下，周老师经验认为冬季４～６ｈ
可充分沉淀，夏季则要８～１０ｈ可充分沉淀。也可
合并滤液后静置沉淀２～３ｈ后用１２０目不锈钢筛过
滤［１０］。需要注意沉淀桶一定要事先消毒处理，夏季

沉淀时间不宜过长，以防药液变酸；沉淀桶还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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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示标签，防止差错事故的发生。取沉淀后的上清

液，用８０～１００目不锈钢筛网或用无纺布纱袋过滤，
滤液倒入浓缩容器内。

６　浓缩
周长峰老师认为浓缩是膏方生产过程中的关键

质量控制节点，主要把握好以下操作：勤搅拌、去浮

沫。

浓缩开始可用武火加热至沸，而后文火加热蒸

发，直至浓缩为稠膏，搅拌至药汁滴在牛皮纸上膏滴

周围不渗水为度，即得传统清膏［１１］。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明火加热浓缩在后期易出现药汁粘稠焦糊锅底

的现象，所以在浓缩后期一定要勤加搅拌，使药汁均

匀受热；最好选用蒸汽加层锅进行浓缩操作，可避免

焦糊现象；在浓缩的过程中，应不断搅拌，并用不锈

钢筛网滤去浮沫，并防止药液沸腾溢出锅外。

清膏得率的考察：清膏成膏的判断和得率是膏

滋制备的关键工艺环节，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２０１５版（一部）收载的６种膏滋制剂，对清膏的
要求没有统一规定。因此根据陈国宝［１２］、陈燕芬等

对膏滋清膏相对密度的研究，清膏的相对密度在

１３０～１３４之间符合传统清膏的经验鉴别特征。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考察了这一相对密度［１３］

（浓缩既成时测量）范围内的４７料个人膏滋以及我
院３种特色成品膏滋的清膏得量记录，观察清膏得
率情况。见表１。另外考察了９例传统膏滋清膏得
率情况。见表２。

表１　个人及成品膏滋清膏得率测定值（珋ｘ±ｓ）

编号 处方药（味） 样本数 清膏得率（％）ＲＳＤ（％）膏滋类型

１ １５～３０ １４ ３０７１±１８１ ５８９ 个人膏滋

２ ３１～４０ １５ ３１４８±１４２ ４５１ 个人膏滋

３ ４１～５５ １８ ３２８９±１３５ ４１０ 个人膏滋

４ ５ １０ ３１５０±１２５ ３９７ 成品膏滋

５ １０ １０ ２９６３±１３１ ４４２ 成品膏滋

６ ９ １０ ３２４１±１６２ ５００ 成品膏滋

　　综上表１和表２，可知复方膏滋的清膏平均得率
为３３５８％。单方膏滋的清膏平均得率为２５１６％。
木质（如树枝、树根、藤本等）、叶、草类药材清膏得

率一般低于植物地下肉质茎、块根类饮片的清膏得

率。

表２　九例传统膏滋清膏得率情况

编号 传统膏滋 饮片总量（ｇ） 清膏得量（ｇ） 清膏得率（％） 处方 参数来源

１ 桑葚膏 １０００ ２８８ ２８８ 单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２ 老鹳草膏 １０００ ２７５ ２７５ 单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３ 鸡血藤膏 １０００ １８７ １８７ 单方 《江苏省中药成药标准暂行规定汇编》（第一册）

４ 玉竹膏 １０００ ３７５ ３７５ 单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５ 夏枯草膏 ２５００ ３３３ １３３ 单方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一部）
６ 琼玉膏 １０００ ３９０ ３９０ 复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７ 二冬膏 １０００ ３７５ ３７５ 复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８ 茯苓膏滋 ５４６０ ２１００ ３８５ 复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９ 桂圆膏滋 ３２０００ １０３００ ３２２ 复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表３　传统膏滋中糖类、炼蜜用量与清膏量比例关系（ｇ）

编号 传统膏滋 清膏量 糖类用量 炼蜜用量 比例 处方 参数来源

１ 两仪膏 ３３３ ３３３ ０ １∶１ 复方 《中药成方集》

２ 二冬膏 ３７５ ０ ３７５ １∶１ 复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３ 琼玉膏 ３９０ ０ ３９０ １∶１ 复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４ 茯苓膏滋 ２１００ ２４００ ０ １∶１１ 复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５ 桂圆膏滋 １０３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０ １∶１２ 复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６ 养阴清肺膏 ５００ ０ ５００ １∶１ 复方 《北京国药成方配本》

７ 梨膏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２ 复方 《北京国药成方配本》

８ 桑葚膏 ２８８ ４１３ ０ １∶１４ 单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９ 玉竹膏 ３７５ １０００ ０ １∶２６ 单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１０ 枇杷叶膏 １００ ２００ 或２００ １∶２ 单方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一部）
１１ 鸡血藤膏 １８７５ ５００ ０ １∶２６ 单方 《江苏省中药成药标准暂行规定汇编》

１２ 老鹳草膏 ２７５ ５５０ ０ １∶２ 单方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

１３ 夏枯草膏 ３３３ ６６７ 或６６７ １∶２ 单方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一部）
１４ 益母草膏 １００ ２００ ０ １∶２ 单方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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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收膏
收膏的稠度周老师认为冬季宜稀，夏季宜稠。

相对密度控制在１３０左右［１４］。将上述浓缩的清膏

按处方规定，依次兑入备用的药液，各种辅料及胶类

等（事先加热炼制或烊化，临用时趁热加入），同时

适当调节火候，并继续加热充分搅拌，以免粘底起

焦，在收膏结束前加入细料药粉以及其他经加工备

用的辅料（如核桃肉、芝麻、龙眼肉等），边加入边搅

拌，混合均匀，直至成膏。周老师传统加工成膏的判

断：按传统经验，药汁在竹片（或铲）上挑起“夏天挂

旗，冬天挂丝”或滴水成珠，或观察膏体在加热时呈

蜂窝状沸腾，习称“鱼眼泡”，可做成膏的判断。一

般来说膏体细腻、黑润光亮、稠厚适当、气清香为

优［１５］。

关于收膏时常用辅料的用量，我们考察了传统

膏滋中糖类、炼蜜用量与清膏量的关系。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传统复方膏滋中清膏量与糖类、蜂

蜜用量平均比例为１∶１２，而传统单方膏滋中清膏
量与糖类、蜂蜜用量平均比例为１∶２１。另外，周老
师认为为防止“返砂”现象［１６］，一般总糖含量应控制

在生药总剂量的２５％～３０％，若按清膏量衡量，一般
与清膏等量，通常至多不超过其３倍［１７］。

８　装膏
将熬制好的膏滋装入容器内，移入凉膏间，注意

装膏时膏滋一定要趁热，变凉时膏体流动性差，易大

量附着锅壁造成浪费；盛膏容器必须清洗、消毒后方

可使用；玻璃容器装膏时应预热一下，以防遇到热膏

体碎裂；先不要加盖子，以便水蒸气外逸；容器外面

要及时贴上印有姓名、编号的标签，避免混淆。

９　凉膏
凉膏时间一般在１２ｈ以上，自然放凉，凉透后

方可加盖。凉膏间最好有净化装置，洁净度３０万级
以下［１８］，温度应保持在２０℃以下，相对湿度４５％～
７５％［１９］，每日不少于２次（每次０５ｈ以上）紫外线
消毒，并做好记录。

在继承传统膏滋制备的过程中学习到了膏滋制

备质量控制要点在于清膏浓缩，加料收膏等工艺。

本文根据实际操作经验继承总结了制备膏滋各个环

节的质量控制要点，并在现代清膏密度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传统膏滋制备工艺参数，总结出了膏滋制备

中清膏得率的规律，减少了清膏浓缩后期测量相对

密度的工作量。现代膏滋处方中药材多在２０～３０
味［２０］，根茎类药材通常占多数，所以复方膏滋可按

药材总量的３３５８％预计清膏得量，糖、蜜类辅料用
量一般为清膏量的１２倍。单方膏滋的清膏平均得
率为２５１６％，糖、蜜类辅料用量一般为清膏量的
２１倍。这样便于操作者对膏滋的制备有较为准确
的预判和参考。

参考文献

［１］董志颖．中医膏方的组成与应用［Ｊ］．中华国际医学杂志，２００３，３

（６）：５２０５２３．

［２］贺学林，李夏玉，邓跃毅．陈以平膏方验案举要［Ｊ］．中医杂志，

２００２，４３（１１）：８１８８１９．

［３］唐博祥，姚叙莹，朱洧仪，等．中药膏方临床应用概况［Ｊ］．湖南中

医药导报，２０１１，１７（４）：１２５１２８．

［４］李炳文．浅析中药膏滋的制备要点［Ｊ］．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２００９，１８（８）：９４９５．

［５］崔福德．药剂学［Ｍ］．６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７：６５０．

［６］周瑞．中医膏方学［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４：９２２．

［７］李海燕，范秀荣．中药膏方制作工艺探讨［Ｊ］．河南中医，２０１３，３３

（１１）：１９３０１９３２．

［８］周瑞．中医膏方学［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４：９２２．

［９］陈兵，孙惠琴．浅谈膏滋方制作的质量控制［Ｊ］．内蒙古中医药，

２０１３，３２（３３）：６６．

［１０］郑敏霞，丰素娟．膏滋药的制备和创新［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

报，２００８，３２（５）：６７９．

［１１］邓铁宏．中药方剂学［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６：５

１３８．

［１２］陈国宝．膏滋药质量控制探析［Ｊ］．中医药临床杂志，２０１２，２４

（７）：６８１６８４．

［１３］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Ｓ］．Ⅰ部．北京：化学工

业出版社，２００５：附录８４７．

［１４］冯昀熠，李淳，潘智，等．中药膏方配制工艺探索［Ｊ］．中国民族

民间医药，２０１２，１（１）：５１．

［１５］孙彩华，钱松洋．中医膏方的组成及制作［Ｊ］．传统医药，２００９，

１８（２２）：７２７３．

［１６］潘鸿贞，黄秋云，赵蕾，等．浅谈膏方制作［Ｊ］．海峡药学，２００９，

２１（８）：３０３２．

［１７］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Ⅳ部［Ｓ］．北京：中国医

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５：通则０１８３．

［１８］周瑞．中医膏方学［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４，９２３．

［１９］包泽明．个性化中药膏滋的制备流程及质量控制问题［Ｊ］．河南

中医，２０１３，３３（３）：３６６．

［２０］戴雪梅，李岩．中药膏方的研究概况［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２，

１０（２４）：５７６５７７．

（２０１８－０１－１０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２４７·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