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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021_2022__E4_B8_AD_

E8_8D_AF_E7_82_AE_E5_c23_18982.htm 含义 将净选或切制后

的药物，加入一定量的米醋拌炒的方法称为醋炙法。 醋的选

择及用量 炮制用醋，以米醋为佳，且陈久者良。一般每100公

斤药物加米醋20～30公斤，最多不超过50公斤。 醋炙的方法 

根据药物的性质不同，可分别选用以下两种方法。 1．先拌

醋后炒药 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物，加入一定量的米醋，加盖

闷润，待醋被吸尽后，用文火炒干，取出摊凉或晾干，筛去

碎屑。一般药物均采用此法炮制。优点是能使醋渗入药物组

织内部。 2．先炒药后加醋 将净选后的药物，置炒制容器内

，文火炒至表面熔化发亮（乳香、没药），或炒至表面颜色

改变，有腥气溢出时（五灵脂），喷洒一定量米醋，炒至微

干，取出摊开晾凉。此法多用于树脂类和动物粪便类药物。 

注意事项 1．若用醋量较少，不能与药物拌匀时，可加适量

水稀释后再与药物拌匀。 2．醋炙药物多用文火，并应勤加

翻动，一般炒至微干显火色时，即可取出摊凉。 3．树脂类

药物如乳香、没药，先加醋易粘连，动物粪便类药物如五灵

脂先加醋易松散，呈碎块状，故都应采用先炒药后加醋的方

法炮制。 4．先炒药后加醋时，宜边喷醋边翻动药物，使之

均匀。 醋炙的目的 1．引药入肝，增强疗效。 散瘀止痛类药

物，如延胡索、三棱、莪术，醋炙后增强活血止痛作用。乳

香、没药、五灵脂醋炙增强活血止痛作用外，兼有矫嗅矫味

之功。 疏肝理气药如青皮、香附、柴胡、郁金等醋炙可增强

疏肝止痛作用，青皮、香附还能消积化滞。 2．降低毒性，



缓和药性。峻下逐水药甘遂、大戟、芫花、商陆等，醋炙后

能降低毒性，缓和峻泻作用。 3．矫嗅矫味。具有特殊气味

的药物，如动物粪便类和树脂类，醋炙可减少不良气味，便

于服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