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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材储存和养护，是反映一个单位整体管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之一，同时对于后期药品高效使用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影响中药

材储存因素分析入手，提出储存和养护问题、方法和建议，旨在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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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中药材储存和养护因素分析 
（一）温度。温度是影响中药材储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储存

中要有稳定而适宜的温度，过热或过冷都会诱发中药材损坏或者变
质。在常温条件下，15-20℃之间，药材成本基本会非常稳定，这
有利于储存。而当温度在 20—30℃，则很利于霉菌、虫害滋生繁殖，
如大枣、当归易生虫，甘草、百部易霉变；而当温度在 30℃以上，
脂肪油多的药材会产生油脂分解外溢，如薄荷、荆芥、肉桂、丁香
花等，芳香类药物，因挥发油加速挥发，芳香气味降低，如薄荷、
荆芥、肉桂、丁香花等，糖质类药物会产生软化，如玄参、黄精、
天冬等。而当温度在 35℃以上，含油脂成分的药材因受热而引起酸
败泛油，胶类及树脂类药材容易变软而粘结成块，如阿胶、没药等。 

（二）湿度。湿度表示的是空气中水蒸气含量的多少，湿度对
于中药材储存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湿度过高，会引起霉烂、
虫蛀、软化、潮解、粘连等各种变化。中药材的含水量在 10%-15%
左右为正常标准，如果超过 15%易生虫生霉。研究数据表明，中药
含水量超过 15%-20%，中药材储存中易出现的害虫谷象、米象等
繁殖最快。 

（三）空气。空气里的一些成分，会对中药材储存产生一定影
响，其中氧和臭氧对中药材储存影响最大。臭氧是一种强氧化剂，
它能与中药材中的某些成分发生化学变化，进而影响其储存，如自
芍、大黄、含鞣质类的中药材，在其储存过程中发生颜色变深的就
是由于其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发生变化而形成的氧化变色。 

（四）日光。日光的照射会使得中药材中一些成分发生氧化分
解反应，如薄荷、川芎、当归等含挥发油的中药材，如果在阳光下
晒太久，则会出现变色变质。日光的照射还会使中药材中的一些色
素发生变化，特别是红色和绿色中药材，也不宜在阳光下久晒。 

（五）时间。只要是药材，储存都有时间要求，中药材也不例
外。虽然储存时间长点，可能不会发生较为明显的质变，但是也对
药效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对于中药材储存必须要有一个时间概念。 

二、中药材储存和养护常见问题 
（一）粘连。粘连问题是一般在中药材因温度或者空气影响引

起受热后而发生的结块、粘连等，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固体树脂类
和胶类药材中，如乳香、没药等，这些中药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
是熔点较低，所以在受热后容易发生结块、粘连的情况。 

（二）霉变。由于中药材本身对含水量有一定要求，如果超出
含水量，就极易发生霉变。相对湿度在 80%以上、温度在 25℃左
右、药材含水量 15%以上，这种条件下发生霉变的概率最大。 

（三）虫蛀。这种问题常常发生在有糖类、脂肪、淀粉、蛋白
质等成分的药材里，特别是在温度在 20℃～35℃，湿度在 70%以
上的环境下，如果药材含水量在 13%以上，则虫蛀的问题更容易发
生，如党参、蛤蚧、人参、白芷等等。 

（四）泛油。这类问题主要发生在含有植物油脂、动物脂肪、
粘液质、挥发油及糖类物质中药材中，这里药材有桃仁、麦冬、杞
子、哈士蟆油、麦冬等。发生这类问题的条件是在温度、湿度较高
时会出现颜色变深、出现油润、发软发黏等变质走油现象。 

（五）气味散失。这类问题多发生在具有较浓烈气味的或者含
有芳香挥发油的中药材中，如肉桂、砂仁、山奈、小茴香等，这些
药材如果储存不当，就会出现气味散失的问题。 

（六）变色。有些药材非常容易受到光线、湿度和温度的影响，
多见于叶类和花类药材中，如金银花、菊花、薄荷等，由于受到上

述因素的影响，进而引起药材中化学成分的改变，会使得其颜色由
鲜艳变得暗淡，由浅变深。 

（七）潮解风化。这类问题多会发生在含结晶水的矿物类中药
材中，如芒硝、明矾等，这类药材在与空气接触后，其成分中的结
晶水会逐渐流失，变成粉末状，这就是风化；反之，如果药材吸收
空气中的水分，其表面逐渐融化成液体状态，这就是潮解。不论是
风化还是潮解，都会降低药材功效。 

三、中药材储存和养护方法 
中药材存储和养护是否科学有效将直接影响药材质量和临床

诊治效果，我国对于中药材储存和养护也早研究。有“诸药未封，
须用开取，即急封之，勿令中风湿之气”、“凡贮药皆须去地三四
天则土湿之气不中也”的说法。在中药材储存和养护的日常工作中，
可以采取以下方法进行储存和养护。 

（一）通风法。通风是中药材储存和养护方法，最简单易行、
最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掌握好通风时间和户外天气，才能达
到理想效果。一般选择在室外湿度较低、温度较高，这时打开门窗
通风，就可以使得室内湿气和药材中水分随空气流通到室外，达到
更好地储存目的。 

（二）吸湿法。吸湿这种方法是较为传统的中药材保存方法，
通常主要用生石灰。生石灰吸湿性好，用布袋装好，放在容器底层
或者与中药材一同存放，用量为药材的 10%左右。在使用生石灰时，
要注意容器的密闭性，及时更换。 

（三）晾晒法。当药材水分超过 11%，此时应该应用晾晒法。
晾和晒是两个方式，对于含糖高、粘度大、含油脂高、挥发性强的
药材不宜曝晒，只适合晾干，避免有效成分挥发和分解。对于晒，
应该注意药材的厚度，晒干后应该经过除尘过程才能存放。 

（四）烘干法。烘干法是在气候天气不太适合前面方法的情况
下采用的，将中药材放置于烘干箱中，控制温度在 60℃以下。对于
易生虫的中药材，通过烘干，既能干燥、又可以杀死虫卵。采用烘
干法时，应注意温度和时间，经常翻动，避免烤焦，烘干后晾透后
才能储存。 

（五）低温法。在温度和湿度都过高时，中药材氧化和微生物
繁殖都会加速。低温法对储存设施设备提出了较高要求，比如地面
要有防潮层、屋顶要有隔热层，所有药材需要置地 20cm 以上；如
果有制冷设备那就更加完善了。 

（六）密封法。密封法顾名思义，就是要把中药材储存在密闭
的环境中，如白铁箱、塑料袋，但在选取密封材料时则需要根据中
药材特性来选取不同的材料。 

四、中药材储存和养护建议 
（一）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要完善入库管理等制度，严格执

行入库储存手续及核查制度。对一些包装不整、标签、批号以及出
厂日期不清的药品，要拒绝入库。对于有毒性的药材，按照《医药
用毒性药品的管理办法》实行严格管理。定期检查库存药材，防止
变质失效，已经发生霉变、虫蛀、变质的药材不得使用。  

（二）确保储存质量。药材储存库房要有必要的仓储条件，做
到分类定位，整齐摆放，应具备避光、通风、防霉、防虫、防鼠、
防污染、防火等设施。要针对不同药材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储存策
略和方法。 

（三）提升人员能力。负责储存人员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
熟悉不同药材的特性，担起岗位职责，同时要具有应对各类情况的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