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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 （一）溶剂提取法： 1．溶剂提取法的原理：溶剂

提取法是根据中草药中各种成分在溶剂中的溶解性质，选用

对活性成分溶解度大，对不需要溶出成分溶解度小的溶剂，

而将有效成分从药材组织内溶解出来的方法。当溶剂加到中

草药原料（需适当粉碎）中时，溶剂由于扩散、渗透作用逐

渐通过细胞壁透入到细胞内，溶解了可溶性物质，而造成细

胞内外的浓度差，于是细胞内的浓溶液不断向外扩散，溶剂

又不断进入药材组织细胞中，如此多次往返，直至细胞内外

溶液浓度达到动态平衡时，将此饱和溶液滤出，继续多次加

入新溶剂，就可以把所需要的成分近于完全溶出或大部溶出

。 中草药成分在溶剂中的溶解度直接与溶剂性质有关。溶剂

可分为水、亲本性有机溶剂及亲脂性有机溶剂，被溶解物质

也有亲水性及亲脂性的不同。 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中亲水性

基团多，其极性大而疏于油；有的亲水性基团少，其。极性

小而疏于水。这种亲水性、亲脂性及其程度的大小，是和化

合物的分子结构直接相关。一般来说，两种基本母核相同的

成分，其分子中功能基的极性越大，或极性功能基数量越多

，则整个分子的极性大，亲水性强，而亲脂性就越弱，其分

子非极性部分越大，或碳键越长，则极性小，亲脂性强，而

亲水性就越弱。 各类溶剂的性质，同样也与其分子结构有关

。例如甲醇、乙醇是亲水性比较强的溶剂，它们的分子比较

小，有羟基存在，与水的结构很近似，所以能够和水任意混



合。丁醇和戊醇分子中虽都有羟基，保持和水有相似处，但

分子逐渐地加大，与水性质也就逐渐疏远。所以它们能彼此

部分互溶，在它们互溶达到饱和状态之后，丁醇或戊醇都能

与水分层。氯仿、苯和石油醚是烃类或氯烃衍生物，分子中

没有氧，属于亲脂性强的溶剂。 2．溶剂的选择：运用溶剂

提取法的关键，是选择适当的溶剂。溶剂选择适当，就可以

比较顺利地将需要的成分提取出来。选择溶剂要注意以下三

点：①溶剂对有效成分溶解度大，对杂质溶解度小；②溶剂

不能与中药的成分起化学变化；③溶剂要经济、易得、使用

安全等。 常见的提取溶剂可分为以下三类： 1）水：水是一

种强的极性溶剂。中草药中亲水性的成分，如无机盐、糖类

、分子不太大的多糖类、鞣质、氨基酸、蛋白质、有机酸盐

、生物碱盐及甙类等都能被水溶出。为了增加某些成分的溶

解度，也常采用酸水及碱水作为提取溶剂。酸水提取，可使

生物碱与酸生成盐类而溶出，碱水提取可使有机酸、黄酮、

蒽醌、内酯、香豆素以及酚类成分溶出。但用水提取易酶解

甙类成分，且易霉坏变质。某些含果胶、粘液质类成分的中

草药，其水提取液常常很难过滤。沸水提取时，中草药中的

淀粉可被糊化，而增加过滤的困难。故含淀粉量多的中草药

，不宜磨成细粉后加水煎煮。中药传统用的汤剂，多用中药

饮片直火煎煮，加温可以增大中药成分的溶解度外，还可能

有与其他成分产生“助溶”现象，增加了一些水中溶解度小

的、亲脂性强的成分的溶解度。但多数亲脂性成分在沸水中

的溶解度是不大的，既使有助溶现象存在，也不容易提取完

全。如果应用大量水煎煮，就会增加蒸发浓缩时的困难，且

会溶出大量杂质，给进一步分离提纯带来麻烦。中草药水提



取液中含有皂甙及粘液质类成分，在减压浓缩时，还会产生

大量泡沫，造成浓缩的困难。通常可在蒸馏器上装置一个汽

一液分离防溅球加以克服，工业上则常用薄膜浓缩装置。 2

）亲水性的有机溶剂：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与水能混溶的有机

溶剂，如乙醇（酒精）、甲醇（木精）、丙酮等，以乙醇最

常用。乙醇的溶解性能比较好，对中草药细胞的穿透能力较

强。亲水性的成分除蛋白质、粘液质、果胶、淀粉和部分多

糖等外，大多能在乙醇中溶解。难溶于水的亲脂性成分，在

乙醇中的溶解度也较大。还可以根据被提取物质的性质，采

用不同浓度的乙醇进行提取。用乙醇提取比用水量较少，提

取时间短，溶解出的水溶性杂质也少。乙醇为有机溶剂，虽

易燃，但毒性小，价格便宜，来源方便，有一定设备即可回

收反复使用，而且乙醇的提取液不易发霉变质。由于这些原

因，用乙醇提取的方法是历来最常用的方法之一。甲醇的性

质和乙醇相似，沸点较低（64℃），但有毒性，使用时应注

意。 3）亲脂性的有机溶剂：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与水不能混

溶的有机溶剂，如石油醚、苯、氯仿、乙醚、乙酸乙酯、二

氯乙烷等。这些溶剂的选择性能强，不能或不容易提出亲水

性杂质。但这类溶剂挥发性大，多易燃（氯仿除外），一般

有毒，价格较贵，设备要求较高，且它们透入植物组织的能

力较弱，往往需要长时间反复提取才能提取完全。如果药材

中含有较多的水分，用这类溶剂就很难浸出其有效成分，因

此，大量提取中草药原料时，直接应用这类溶剂有一定的局

限性。 3．提取方法：用溶剂提取中草药成分，、常用浸渍

法、渗漉法、煎煮法、回流提取法及连续回流提取法等。同

时，原料的粉碎度、提取时间、提取温度、设备条件等因素



也都能影响提取效率，必须加以考虑。 1）浸渍法：浸渍法

系将中草药粉末或碎块装人适当的容器中，加入适宜的溶剂

（如乙醇、稀醇或水），浸渍药材以溶出其中成分的方法。

本法比较简单易行，但浸出率较差，且如用水为溶剂，其提

取液易于发霉变质）须注意加入适当的防腐剂。 2）渗漉法

：渗漉法是将中草药粉末装在渗漉器中，不断添加新溶剂，

使其渗透过药材，自上而下从渗漉器下部流出浸出液的一种

浸出方法小当溶剂渗进药粉溶出成分比重加大而向下移动时

，上层的溶液或稀浸液便置换其位置，造成良好的浓度差，

使扩散能较好地进行，故浸出效果优于浸渍法。但应控制流

速，在渗渡过程中随时自药面上补充新溶剂，使药材中有效

成分充分浸出为止。或当渗滴液颜色极浅或渗涌液的体积相

当于：原药材重的10倍时，便可认为基本上已提取完全。在

大量生产中常将收集的稀渗淮液作为另一批新原料的溶剂之

用。 3）煎煮法：煎煮法是我国最早使用的传统的浸出方法

。所用容器一般为陶器、砂罐或铜制、搪瓷器皿，不宜用铁

锅，以免药液变色。直火加热时最好时常搅拌，以免局部药

材受热太高，容易焦糊。有蒸汽加热设备的药厂，多采用大

反应锅、大铜锅、大木桶，或水泥砌的池子中通入蒸汽加热

。还可将数个煎煮器通过管道互相连接，进行连续煎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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