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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炮制晶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临床疗效，而蜜炙中药饮片的适中程度是关系到药材的性味、功效

不受损失的重要环节。现根据笔者在中药房多年的工作经验，谈谈蜜炙中药饮片的体会，供同行司令

部参考。 

1  蜂蜜的选择与炼制 

1．1  蜂蜜的选择 

   从品种上讲，我国南方应选择紫支英蜜和油菜花蜜，北方应选择槐花蜜和枣花蜜。这些蜂蜜来源

丰富，质量优良。从质量上讲，应选择淡黄色或浅琥珀色，半透明，气清纯，味甜而鲜美，杂质少，

具有蜜源植物有香味，无酸味，当年产者为佳晶。 

1．2蜂蜜的炼制 

   将蜂蜜置锅内加热至徐徐沸腾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捞去浮在表面的泡沫和蜡质，然后用罗筛

或沙布滤支死蜂等杂质。为易于过滤起见，对过于浓稠的生蜜可酌加开水稀释，过滤后继续炼制。强

立即投入使用，炼制程度要嫩些，一般以起鱼眼泡，手试之粘性较生蜜略强，颜色稍微如深，温度

105~C，比重1.30左右即可。如果需要保存较长时间，则炼制程度应老些，一般以手试之粘性较强，

起丝，颜色较深，气泡转细而均匀，温度116C，比重1．35左右。这样的炼蜜可保存较长时间不变

质，可随用随取。 

2蜜炙的制作 

   要保证蜜炙中药饮片的质量，就要使蜂蜜均匀地被药材吸收，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2．1  蜜炙前中药饮片的预处理 

   要使蜂蜜被药材均匀吸收，蜜炙前应将大小不一的中药饮片分成大小两档，并筛去细末，因细末

在蜜炙过程中易焦化而影响药物疗效。然后按比例将规定量炼蜜拌人(或在炒制时加入)中药饮片，分

别炒制后再混匀，可确保药材吸蜜均匀。 

2．2炒制的操作 

   蜜炙法分先拦蜜后炒与先炒后加蜜2种，炒制如遇蜂蜜过于浓稠，需加开水稀释。拦蜜时应按比例

将蜂蜜加入已经分档的中药饮片中，拌均后闷润12h后炒制。炒制时火力要小，翻动要勤，对行炒后

加蜜者，同样应将中药饮片分档后，分别炒制。加蜜的时机要掌握好，蜜加早则药材温度低，质地尚

不够疏松，影响蜂蜜的吸引，且易于中药饮片结成团块，难以分散；蜜加迟则温度过高，蜜加入后易

粘锅底和焦化。一般凭手感，一是用手触措略感灼手，二是炒动时感到轻松，此时加蜜比较恰当。 

2．3  蜜炙中药饮片的适中度 

   其判断方法是一看中药饮片颜色加深，呈深蓝色并均匀一致，有格子斑存在，并有光泽；二试中

药饮片不粘手，炒动时手感由重滞转为轻松；三验收饮片起锅晒凉后，用手翻动有轻微沙沙声，结块

疏松，轻轻搓动即散，饮片之间无粘连。达到以上几点，即可认为程度适中。 

3  蜜炙中药饮片的注意事顶 

3．1  蜜炙过程中应该注意“小火慢炒”，即炒时火力要小，炙的时间适当延长，这样做的好处是可

使中药饮片和蜂蜜中的水分充分挥发，有利于贮藏，能使蜂蜜充分均匀地被中药饮片吸引，可避免中



药饮片焦化而降低质量。 

3．2  蜜炙中药饮片应摊凉后立即蜜闭贮藏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吸潮粘结，甚至发霉变质。如果用量

很少，则可现炙现用，可确保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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