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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2期 — 临床中药学 

改进中药汤剂煎服方法的探讨

作者：广州市妇婴医院药剂科(510180) 梁世昌   点击次数：553次 

 

    如何煎煮和服用中药汤剂?笔者调查了50位病人，其中有38人认为一剂中药煎服一次，占7676；

12人认为应该将药渣再煎煮一次，占24％。由此看来，人们对于煎煮和服用中药汤剂，在认识上还存

在着一些不足。分析如下：1  药物有效成分利用度不高，浪费药材 

   实验研究证明，在煎煮中药的过程中，头煎煎出率为30％，第2煎煎出率为40％-50％，第3、4煎

煎出率为20％—30％。煎药过程主要是药物中化学成分溶出的过程。药物中所含的生物碱盐、苷类、

有机酸及有机酸盐、糖类、鞣质、氨基酸、蛋白质、酶类、色素等多种化学成分，几乎都能溶于水。

按照溶剂提取法的原理，当中药内所含成分浓度大于水中浓度时将继续溶出；但当中药内所含成分浓

度与水中浓度相当时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水中浓度便不再增加。由此可知，中药汤剂只作一次煎

煮，即使煎煮时间延长，也不能将中药中有效成分全部提出，势必造成药材浪费，起不到应有的治疗

效果。 

2将头煎和第2煎分开煎服，造成有效成分分布不均匀 

 首先，头煎和第2煎的煎出率就不同。其次，中药所含的化学成分在水中有溶出快的，也有溶出慢

的，如后下药薄荷、砂仁、肉桂等的有效成分在头煎中几乎可完全煎出，在第2煎中就很微少了。再

次，烊化药如阿胶，冲服药如麝香，兑汁药如生姜汁等只存在于头煎中。还有，一些中药如大黄、钩

藤、番泻叶等所含部分化学成分，久煎后会被破坏。因此，头煎和第2煎所含有效成分不尽相同。 

   故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剂中药，以煎煮2—3次为宜，再将2次或3次的煎液混匀，灌入保温

瓶内，一日分2—3次服完。这样，既可充分利用中药的有效成分，又可取得合理的临床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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