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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强于生黄连；王雪洁等‘1引从代谢组学研究方法

的角度阐明了远志不同炮制品可以根据临床用药需求

不同适当选取，如蜜制远志中总皂苷与3，6’一二芥子

酰基糖酯的含量低于生品，这是临床上治疗咳嗽选用

蜜远志的理论依据。

2中药发酵炮制分析

中药发酵技术是通过微生物作用来充分发挥中药

原本的药性作用。目前，中药通过发酵炮制来降低毒

性是研究的热点。有研究者¨引采用药用真菌对乌头

进行发酵处理可以降低剧毒成分乌头碱、中乌头碱以

及次乌头碱的含量。目前，将发酵技术应用于中药炮

制的研究越来越多，借助微生物或酶的性质，可以实现

一些复杂的生物转化，如分解有毒成分来降低毒性作

用，对某些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进行修饰以得到更有

活性的成分，但是尚处于实验研究的阶段，需要深入研

究以实现临床应用。20’”。。

3机体内吸收以及代谢分布分析

中药经过炮制后，药理作用与化学成分均发生了

变化，还会导致体内过程、毒性反应等多种变化旧2’”。，

如大黄经过炮制后，熟大黄可以显著降低机体内游离

蒽醌的浓度。中药的服用方法主要为口服，必须经过

胃肠道吸收良好才可达到相应的药理作用，中药经过

炮制后，化学成分发生显著变化，影响其生物利用度。

4 小结

对中药炮制减毒、增效、缓性、生熟异用等机制进

行研究，显著丰富了中药炮制理论，有助于提高临床用

药安全性，增强临床治疗效果。目前，中药炮制机制研

究可以充分挖掘药物潜在的药用价值，在研究过程中

应对药物有效成分含量、药理作用等进行充分分析。

相对于其他常规检测方法，代谢组学在中药炮制机制

研究方面显现出很大的潜力口“，但是由于代谢组产物

数据库不完善、数据分析工作量较大等因素，目前仅局

限于实验室研究阶段，限制了代谢组学在中药炮制领

域的应用与推广，笔者相信，随着代谢组学的不断发展

与完善，代谢组学将会在中药炮制理论研究方面展现

出应用优势，以更好地推动中药炮制事业的迅猛

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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