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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production in Enshi, the method,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on pri-
mary processing of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were reviewed. They established the green primary 
processing, which provided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ized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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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结合恩施地区的生产实际，对中药材的产地初加工、白术的产地初加工方式以及白术产地初加工存

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综述，以期建立白术绿色产地初加工技术操作规程，为白术规范化种植技术的构建

及产业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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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药白术为菊科苍术属植物白术(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的干燥根茎，为中药临床及常用的

补益中药，有“南术北参”之美称，具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之功效[1]。自 20 世纪 50 年代

白术由湖南引入恩施，因其生产的白术具有有效成分含量高、绿色无污染、加工饮片形状好、质地均匀

坚实等质量优势，常年种植面积达 3 万亩，年产药材 2600 余吨，占全国白术生产总产量的 60%以上，逐

渐成为新的道地产区。白术因采收后含水量比较高，若不及时进行产地初加工，很容易霉烂变质，有效

成分也会分解散失，严重影响药材质量和疗效。因此，本文主要结合恩施本地白术的生产实际，对恩施

白术的产地初加工进行综述，为白术规范化种植技术的构建及产业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2. 中药材的产地初加工概述 

中药材产地初加工为药用部位收获至形成商品药材而进行的药材初步处理和干燥等产地加工过程，

是药材生产与品质形成的重要环节[2]。传统的中药材加工方法包括捡选、清洗、切片、蒸、煮、烫、硫

熏、撞、揉搓、剥皮、发汗、干燥等诸多方法[3]。其目的是使中药材达到形体完整、含水量适度、色泽

好、香气散失少、不改变味道(必须经加工改变味道的如玄参、地黄、黄精等除外)，有效成分破坏少等要

求，以生产出优质的药材，保障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4]，中药材产地加工是影响中药材安全性、

有效性、稳定性的关键环节之一，同时又是可控环节。 

3. 白术的产地初加工方式 

3.1. 传统的产地初加工方式 

白术传统的产地初加工方式主要有晒干法和烘干法。晒干法即将鲜白术除去茎叶和泥沙，晒半个月

左右，至干透，除去须根，遇雨天则应摊放在阴凉通风处，不宜堆叠或入袋，其方法得到的白术为生术

[5]。烘白术(又称囱灶烘干法)：将新鲜白术铺至炕面，开始时保持大火(温度达到 80℃左右)，约 2 h 后，

白术表皮已熟便可压低火力改用中火(温度降至 60℃~70℃)，约 2 h 后，将白术上下翻动，使其受热均匀

并使部分须根脱落。继续降低火力保持文火(温度控制在 40℃~45℃左右)，约 4~6 h 后上下翻动，再用中

火烘 4~6 h 后上下翻动，继续用文火烘约 24 h，全部出炕。除去须根、粗皮及泥沙，然后再按大小分开

在室内堆放 5~7 d，不宜堆高，使体内水分渗出至外表皮，再用文火烘烤，每隔 6 h 翻动 1 次，直到翻倒

时发出清脆的“喀喀”声时干透术心为度。烘干白术时要根据白术的干湿程度、大小灵活掌握火候，既

要防止高温急干、烘泡烘焦，又不能低温久烘，变成油闷霉枯，燃料切勿用松柴以免影响外色及品质，

鲜白术不宜堆放太久，一般 3~5 d 就要上炕烘烤，否则久置易变黄[6]。 

3.2. 鲜切片法 

选用品质优良、成熟鲜嫩、规格齐整、肉质肥厚的白术根茎，放入毛刷水淋清洗机进行清洗，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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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白术通过切片机切制成所需要的形状和尺寸；将切片后的白术放入离心机内，300 r/min 离心 5 min，
甩掉白术表面的游离水；将甩干后的白术切片均匀地摊放在烘干机的输送带上，烘干温度 40℃~50℃，

烘干时间 12~14 h，原料中的水分含量为 10%以下[7]。 

3.3. 鲜白术烘至一定程度切片 

将新鲜白术放入毛刷水淋清洗机进行清洗，清洗后的白术置于烘房中 50℃烘至一定程度(以揉搓可去

除须根为度)，撞去须根后切成厚度为 0.4 cm 的薄片，50℃烘干[8]。 

4. 白术产地初加工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4.1. 白术产地初加工方式对药材外观质量的影响 

新鲜白术直接切片时，由于药材含水量高，切片烘干后饮片不平整，影响其外观品质。因此，采用

传统烘干方式和烘至一定程度切片方式都有利于改善其外观品质。但由于传统的烘干方式加工费工费时，

饮片的质量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药农的经验，并且在在贮存过程中，易霉变，从而降低白术药效，不

利于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而将鲜白术烘至一定程度切片，其须根很容易去除，切片后其外观平整、美观，

并且可适用于大规模生产。 

4.2. 白术产地初加工方式对药材内在质量的影响 

白术根茎主要化学成分为挥发油(苍术酮、白术内酯 I、白术内酯 III 等) [9]，其中白术内酯 I、白术

内酯Ⅲ含量作为衡量白术质量的标准，挥发油成分之间可发生相互转化，苍术酮不稳定，遇热、见光易

分解产生白术内酯 I、白术内酯 III，但当温度过高时白术内酯 III 又会脱水，转成白术内酯 I [10] [11]。
传统的产地初加工和炮制是分开进行的，即先将白术烘至全干，再用水闷透后切薄片或者厚片，再干燥，

这过程费力耗时，也会造成有效成分的损失[12]。康立等研究表明，鲜白术囱灶烘半干后切片的白术内酯

I 和白术内酯Ⅲ含量都比传统初加工的含量高，并且白术内酯 I 含量较传统炮制处理增加 178% [13]。鲜

白术直接切片烘干白术内酯 I 和白术内酯Ⅲ含量都较传统的低，可能与鲜切片烘干时苍术酮等挥发性成

分大量挥发损失有关[8]。因此，在产地加工产业化时，应采用鲜白术囱灶烘半干后切片加工方式，以减

少加工步骤，保证白术饮片质量，以实现白术产地加工和中药饮片炮制一体化。 

4.3. 建立白术绿色产地初加工技术操作规程 

通过对恩施白术产业进行调研时发现，白术的加工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药农的经验，完全不能适

应中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此，我们应不断地继承创新、完善产地初加工技术，逐步制订出一整套符

合现代标准化的绿色产地加工技术操作规程，以指导广大药农进行合理有效的产地初加工，保证药材质

量，为白术的规范化种植技术构建及产业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5. 结语 

产地初加工既是中药材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影响中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对中药

材的产地初加工、白术的产地初加工方式以及白术产地初加工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综述，以期逐步建

立健全白术绿色产地初加工的质量标准和操作规范。通过农业科技“五个一”行动，以科技培训为载

体，培养一批产地初加工的科技队伍，指导和解决白术产地初加工的难题，以新的产地初加工方法替

代传统初加工方法，大力提高白术药材的质量，促进白术规范化种植技术的构建，加速白术产业化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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