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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剂型与制剂等药物因素，年龄、性别、遗传条件等生理

因素，肝、肾功能障碍等病理因素，以及营养状况、生活环

境等，对药物的作用，都会产生显著影响。中药亦如此。 

（1）药物因素 中药的品种、产地、采药季节、贮藏条件及

剂量、剂型、给药途径等，均对中药作用的发挥有着显著的

影响 1）中药基原（原植物、动物和矿物）的影响 中药材绝

大多数是中国自产的，少数为移植或进口的。在品种上，历

代本草著作中屡有增加。不少本草书指出了历史上中药品种

的混乱情况。故现在对其进行认真的考证、分析、鉴定的工

作，是十分重要的。例如，目前全国用的贯众、独活、厚朴

等中药，就来源于20多种不同种属植物；同一中药大青叶，

各地用的药材又有不同，有蓼科蓼兰、十字花科松兰、爵床

科马兰、马鞭草科大青等，药用部分也有用叶及带叶茎枝的

不同。而且，同名异物的现象也很普遍。由于品种不清，其

化学成分的含量和药理作用均有差异。 2）中药产地及采集

季节的影响 A．中药产地：药材产地对药物质量和疗效有着

直接关系，为历代医家所重视，自古即有“道地药材”的讲

法。中药之中大部分为植物药，自然生长环境具有一定的区

域性，各地区的土壤、水质、气候、雨量等自然条件都能影

响药用植物生长、开花、结果等一系列生态过程，特别是土

壤成分更能影响中药内在成分的质和量。《神农本草经》记

载的记载的“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



各有法”和《新修本草》说的：“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

；乖于采摘，乃物是而实非”。都很强调产地。产地不同，

同一植物所含有效成分不完全相同，从而使药理作用有别，

临床疗效不稳定。如长白山的野山参，东北各省与朝鲜、日

本的园参，不但含人参总皂甙的量不同，而不同皂甙单体的

含量也不一样。又如人参茎叶中皂甙含量在吉林省七个产地

所得样品，含量差别相当悬殊。不同产地及不同加工方法，

以人参提取物的得量也不同。 B．采收季节：不同植物的根

茎、叶、花、果、种子或全草都有一定的生长和成熟期，故

采药时间的采收方式则随着中药的品种和入药部位而有不同

。中国幅员辽阔，从寒带至亚热带，气候差异很大，故采药

时间按照当地习惯因地制宜，但要选择药用植物有交效万分

含量最高时采收。有效成分的含量随不同生长季节及不同入

药部位而异，如人参中皂甙以八月后含量最高，麻黄中生物

碱秋季含量最高，槐花在花蕾时芦丁含量最高，青蒿中青蒿

素的含量以七月中至八月中花蕾出现前为高峰，应在开花前

采收，薄荷在部分植株开始有花蕾时，挥发油含量大。古人

采药全凭经验，《本草经集注》序录说：“凡采药时月⋯⋯ 

其根物以二月、八月采者，谓春初津液始萌，未冲枝叶，势

力淳浓故也；至秋枝叶干枯，津液归流于下⋯⋯ ”《本草蒙

筌》说：“实已熟，味纯；叶采新，力倍。”以臭梧桐的降

血压作用为例，在五月开花前采摘的叶，对动物的降压作用

强，开花后所采集的叶，降压作用减弱。再以人参为例，季

节变化对园参根中皂甙和糖分含量有显著影响，故采收应在6

～9月，而不应在冬季。 C． 药用部位的影响 不同的药用部

位所含化学成分的质和量都可能不同，所以其药理作用也不



同。曾有人比较研究了各地所产白参、红参的不同部位的人

参皂甙含量，发现有较大差异。又如麻黄生物碱的含量，以

麻黄茎的髓部含量最高，麻黄节中含量较少，而根中则不含

生物碱。 D．贮藏条件的影响 《本草蒙筌》说：“凡药贮藏

，宜常提防，倘阴干曝干烘干未尽去湿，则蛀蚀霉垢朽烂，

不免为殃。”贮藏不当，要霉烂变质、走油、虫蛀，会直接

影响药理作用和医疗质量。所以要选择适宜的堆放场所，加

强仓库管理工作，注意特殊药材的保管（如贵重药材、芳香

性及胶类药材等），还要定期检查，防治虫害。贮藏不当，

也可使含挥发油的药材氧化、分解或自然挥发（如樟脑、冰

片、麝香）而使药效降低。有的成分会因存放时间长，而被

酶所分解等。 E．炮制的影响： 炮制前后，药材的成分质和

量会有所变化，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可因之不同。《本草蒙

筌》曾从临床经验指出：“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

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乳制润枯生血；蜜制甘缓益元⋯

⋯。” 中药炮制从以下一些方面影响药理作用： ①减毒，去

毒。如半夏“生令人吐，熟令人下。”生半夏对胃粘膜有强

大的刺激作用，故致呕吐；姜半夏却显示镇吐作用。据研究

从生半夏的95%乙醇浸膏中分离出含有2分子右旋葡萄糖和苯

甲醛而成的甙，其甙元有强烈刺激性；制半夏镇吐成分据称

为葡糖醛酸的衍生物及一种水溶性甙，没有刺激性。乌头中

含乌头碱，为对心脏的有毒成分，可致心肌纤维性颤动，经

过浸漂、煎煮而使乌头碱分解破坏，故毒性降低，但乌头中

的强心成分消旋去甲乌药碱耐热，故仍可保留其强心成分。 

②增效，如杜仲含大量杜仲胶，生杜仲煎出的有效成分甚少

；炮制后则胶质破坏，故炒杜仲煎剂降低血压较生者为强。



又如延胡索的有效成分为生物碱，水煎液溶出量甚少，醋炒

后煎剂中溶出的总生物碱含量增加，故镇痛作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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