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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特色饮片酒巴戟天的炮制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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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单因素试验确定岭南特色饮片酒巴戟天的炮制工艺。方法：选取辅料（黄酒）用量、闷润时间、炒制温度作为考察因素，

以耐斯糖和水溶性浸出物含量为评价指标，分析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趋势，确定最佳炮制工艺参数。结果：酒巴戟天的最佳炮制工艺参

数为：辅料用量为 10%，闷润 1 h，150 ℃炒制。结论：优化后的岭南特色饮片酒巴戟天炮制工艺合理可行，可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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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戟天为茜草科植物巴戟天 Morinda officinalis How 的干燥根，

味甘、辛，性微温，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的功效，用于治
疗阳痿遗精，宫冷不孕，月经不调，少腹冷痛，风湿痹痛，筋骨痿
软等[1]。历史上巴戟天炮制方法众多，有净制（含去心）、切制、
药汁制、酒制、米制、面制、盐制、油制、火炮、炒制等[2]。这些
炮制方法中，酒制是巴戟天除去心净制外形成的最早的、且是记载
最多的炮制方法。据统计[3]，清及清以前载有巴戟天炮制的古籍有
68 本，其中载有酒制者 45 本，占比高达 66%。巴戟天酒制后温肾
助阳、祛风湿、通经活络之功增强，在临床诊疗中有其独到之处，
所以沿用至今，并被现行标准河南省、广东省、福建省的炮制规范
收载[4-6]。酒制巴戟天虽然在古代临床诊疗中地位较高，现代研究
却很少，且集中于酒制巴戟天与其他巴戟天炮制品化学成分[7-10]
的比较，有关酒巴戟天炮制工艺研究的文献仅见 1 篇[11]，该文献
采用的炮制方法为酒蒸法。本研究与文献[11]相比，所用炮制方法
为《广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规定的酒炙法（取除去木心的净巴
戟天，加入定量酒拌匀，闷润，待酒被吸收后，置炒制容器内，用
文火加热，炒干，取出摊凉，筛去碎屑。），采用单因素优选法对岭
南特色饮片酒巴戟天的炮制工艺参数进行优选，确定酒巴戟天的最
佳炮制工艺。 

1.材料 
1.1 试剂与试药 
甲醇（色谱纯，美国 Fisher 公司），水为超纯水。耐斯糖对照

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111891-201704）。黄酒（酒
精度：≥8.0%vol，广州市番禺区鹳山酒厂）。净巴戟天，购自广东
德庆，经广东药科大学李书渊教授鉴定为茜草科植物巴戟天
Morinda officinalis How 去除木心的干燥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相关质量标准。 

1.2 仪器与设备 
UltiMate3000 高效液相色谱仪（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UM5800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上海通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BSA224S-CW
电子天平（Sartorius 公司）；C21-simple103 电磁炉（广东美的生活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EC1232P02 炒锅（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MT-4612 测温枪（宝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GZX-9070 数显鼓风干
燥箱（上海博迅实习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HH-6 型数显恒温水浴
锅（常州澳华仪器有限公司）。 

2.实验方法 
2.1 耐斯糖含量的测定[1] 
2.1.1 色谱条件：Venusil XBP C18 柱（250 mm×4.6 mm，5μm），

以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检测，漂移管温度 75℃，载气流速 2.5 ml/min；
流动相：甲醇-水（3：97）；流速 1.2 ml/min，柱温 35℃, 进样量为
10 μl。 

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耐斯糖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
加流动相制成每 1 ml 含 0.2 mg 的溶液，即得。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样品粉末（过三号筛）0.5 g，精
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流动相 50 ml，称定重量，沸
水浴中加热 30 min，放冷，再称定重量，用流动相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匀，放置，取上清液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1.4 测定法：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10 μl、30 μl，供试
品溶液 10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见图 1、图 2，用外标两
点法对数方程计算，即得。 

以干燥品计算供试品中耐斯糖的含量。 

 
图 1  耐斯糖对照品色谱图 

 
图 2  巴戟天供试品色谱图 

2.2 水溶性浸出物含量的测定 
照《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 通则 2201 浸出物测定法之水

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冷浸法测定。以干燥品计算供试品中水溶
性浸出物的含量。 

2.3 水分测定 
照《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 通则 0832 水分测定法之第二

法（烘干法）测定。 
2.4 酒巴戟天炮制工艺单因素优选试验 
以辅料（黄酒）用量（%）、闷润时间（h）、炒制温度（℃）

为考察因素，每个因素 4～5 个水平，见表 1。 
表 1 酒巴戟天炮制工艺因素水平表 

因素 
水平 

辅料用量（%） 闷润时间（h） 炒制温度（℃） 
1 5 0.5 100 
2 10 1 150 
3 12 1.5 200 
4 15 2 250 
5 20 4 / 

 
2.4.1 辅料用量考察 
取净巴戟天段 500 g，分别按 5%、10%、12%、15%、20%的

比例加入黄酒拌匀，闷润 1 h 后，置炒锅内，在 150 ℃±10 ℃炒
干，取出摊凉，筛去碎屑，即得，分别标号为 L1、L2、L3、L4、
L5。 

2.4.2 闷润时间考察 
取净巴戟天段 500 g，按 10%的比例加入黄酒拌匀，分别闷润

0.5 h、1 h、1.5 h、2 h、4 h，取出。用文火（150 ℃±10 ℃）炒干，
取出，80 ℃干燥 2 h，取出摊凉，筛去碎末，即得，分别标号为 J1、
J2、J3、J4、J5。 

2.4.3 炒制温度考察 
取净巴戟天段 500 g，按 10%的比例加入黄酒拌匀，密闭闷润 1 

h，取出。分别于 100 ℃、150 ℃、200 ℃、250 ℃锅温下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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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80 ℃干燥 2 h，取出摊凉，筛去碎末，即得，分别标号为
C1、C2、C3、C4。 

3.结果与分析 
3.1 饮片性状 
巴戟天性状如图 3 所示，巴戟天经酒制后，呈扁圆柱形长段，

略弯曲，直径 0.5～2 cm。表面灰黄色至黄棕色，具纵纹和横裂纹，
切面皮部厚，紫色或淡紫色，中空。饮片散发着浓郁的黄酒香气，
尝之味道甘甜，皮部带微涩。 

 
图 3  巴戟天原药材（左）和酒巴戟天（右） 

3.2 单因素试验结果 
取“2.4”项下所有样品，按照“2.1”和“2.2”项下方法测定

耐斯糖和水溶性浸出物含量。综合评分 P 计算方式为，P=M×50/
耐斯糖最高含量+N×50/多糖最高含量 （M 为耐斯糖含量，N 为水
溶性浸出物的含量）。结果如下。 

3.2.1 辅料用量单因素实验结果 
由测定结果表 2 可见，在辅料（黄酒）用量为 10%时，综合评

分最高。实验结果符合《中国药典》炮制通则[1]中酒炙法的用量，
更与《广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1 版[5]记载的酒巴戟天炮制方
法用量相吻合，实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药传统酒炙工艺的
合理性。 

表2  不同辅料用量试验炮制样品的含量测定结果 

样品 
辅料用量

（%） 
耐斯糖含量 

（%） 
水溶性浸出物含

量 （%） 
综合
评分 

L1 5 5.2 73.83 92.53 
L2 10 6.0 75.03 100 
L3 12 5.4 74.64 94.74 
L4 15 5.2 74.73 93.13 
L5 20 5.4 74.86 94.89 

3.2.2 闷润时间单因素试验结果 
由测定结果图 4、图 5、表 3 可见，随着闷润时间逐渐的增加，

指标性成分含量先是升高，在闷润时间大于 1 h 后，其指标成分含
量呈下降趋势。在闷润时间为 1 h 时，综合评分最高，因此设置适
当的闷润时间能有效提高指标成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 

表3  不同闷润时间试验炮制样品的含量测定结果 

样品 
闷润时
间（h） 

耐斯糖含量 
（%） 

水溶性浸出物含
量 （%） 

综合评分 

J1 0.5 5.4 74.62 94.72 
J2 1 6.0 75.04 100 
J3 1.5 4.9 74.55 90.51 

J4 2 4.9 74.53 90.49 
J5 4 4.8 74.12 89.39 
3.2.3 炒制温度单因素试验结果 
将 500 克巴戟天段炒干，以炒至表面不黏手为度，需时约为 30

分钟。由测定结果图 4、图 5、表 4 可见，随着炒制温度的升高，
指标性成分含量先是升高，然后呈平缓下降趋势，当炒制温度为 150 
℃时，综合评分最高。据有关文献[12]，文火的温度约为 140 ℃～150 
℃，应用到实际生产时，炒制温度应结合生产设备与投料量进行调
整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因巴戟天含糖类成分高，黄酒闷润后表面变
黏，容易附着在一起，炒制温度不宜过高（<250 ℃），避免药材炒
焦导致有效成分流失。 

 
 
 
 
 

表4  不同炒制温度试验炮制样品的含量测定结果 

样品 
炒制温度

（℃） 
耐斯糖含量 

（%） 
水溶性浸出物含

量 （%） 
综合
评分 

C1 100 5.4 74.76 94.8 
C2 150 6.0 75.06 100 
C3 200 5.3 74.68 93.91 
C4 250 5.2 74.66 93.07 

 
图 4  不同条件单因素试验炮制样品的耐斯糖含量测定结果 

（a.不同辅料用量；b.不同闷润时间；c.不同炒制温度） 

 
图 5  不同条件单因素试验炮制样品的水溶性浸出物含量测定结果 

（e.不同辅料用量；f.不同闷润时间；g.不同炒制温度） 
本实验所制备的样品的水分含量<15.0%，水溶性浸出物含量

>50.0%，耐斯糖含量>2.0%，均合格，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4.讨论 
酒巴戟天的炮制工艺可供参考文献欠缺，但其炮制工艺对其质

量的影响尤为突出，酒巴戟天在炮制中，因辅料用量、闷润时间、
炒制温度的不同，导致炮制品的耐斯糖和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有较
大差异，故酒巴戟天炮制工艺对关键工艺参数要求严格，因此建立
具有科学依据的系统性炮制工艺极为重要。最终确定酒巴戟天的最
佳炮制参数为：辅料（黄酒）用量为10%，闷润时间为1 h，炒制锅
温为150 ℃。该研究不但为岭南特色饮片酒巴戟天的炮制方法提供
比较客观的数据基础，也为企业生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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