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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中药加工炮制的传统方法就是利用中药的发酵炮制，而这种中药的发酵炮制法在我国的历史悠久，其源

于酿酒技术，由于该种发酵炮制中药技术对很多疾病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的医用效果，所以在我国民间被广泛地应用。随着医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熟，微生物制药技术在中药炮制方面也起到了越来越高的应用价值，因为微生物技术在中药的炮制方面

能提高中药中的活性成分含量，还能很大程度上的减小中药的副作用。本文就对微生物技术在中药炮制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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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China,the traditional methods for the proces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fermentation. This method, 

originating from the brewing technology, has a long history. Because of its medical effec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ny disease, 

it is widely used in the civil society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continuing progress and matur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microbial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cause microbial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active ingredient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duce the sid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a large extent. In this paper, the role of microbial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medicine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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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传统医学中，中药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人类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医疗价值。而发酵

是中药炮制的主要方法，发酵炮制技术即是将处理干净的药

物，在适宜的湿度、温度中，利用霉菌等微生物所分泌酶的催

化分解的作用，让药物发泡和生衣[1]。早在千余年前，在我国

的中药炮制中就已经应用到了微生物发酵炮制中药的技术。但

是随着微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该项技术能够利用

生物双向固体发酵技术和生物转化发酵技术，将中草药中的有

效药物成分提高，并减小中草药的毒性，开发出新的物质，在

提高药物药效的同时，还能很大程度上降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

用。本文就针对微生物技术在中药炮制中的运用价值进行探讨

分析。 

1   微生物技术在中药炮制中的作用 

1.1 生物转化技术在中药炮制中的运用 

生物转化，也称为生物催化，其实就是中药发酵炮制的过

程，具有较高选择性、转化效率高、毒副作用低、反应条件温

和、药物破坏成分少以及处理方式简便等特征。该技术的本质

就是利用生物体系本身所产生的酶对外源化合物进行酶催化

反应，在微生物的生产代谢过程中，能够产生多种像氧化、异

构化、乙酰化、酯化以及葡萄糖化等反应，产生像纤维素酶、

脂肪酶、淀粉酶以及果胶酶等微生物酶，将原药物中的特定药

物分解转化为新的活性成分，同时有丰富的次级代谢产物产

生，使药物产生新的功效，以提高成分的吸收率和提取率。其

中红曲霉发酵大米制造红曲时，能够产生像红曲色素、γ-氨基

丁酸、抗生素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 为

重要的是一类能够胆固醇合成抑制剂，Monacolin 类物质，这

类物质能够有效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降低血脂，并具有抗癌作

用。 

1.2 降低中药毒性 

很多中药材里面都含有较高的毒副作用物质，而微生物技

术在发酵炮制中药时，能够将中药中某些单一的物质，利用酶

将原中药材中的有毒物质进行分解和转化，使其毒性降低[2]。

比如半夏，这是一种半夏曲中的天南星科植物，半夏的主要毒

性表现在对各种黏膜有刺激性，使人出现咽喉肿痛、呕吐等症

状。在利用微生物进行发酵炮制之后，能够有效降低其毒性。 

1.3 将原中草药中的化合物进行转化并生成新的活性成分 

微生物能使原中草药中的药物活性增强，这主要是由于在

微生物的生长代谢中，分泌的酶具有强大的催化作用，能够将

原药物中的化学物质转化分解为新的药物成分[3]。比如丹参，

丹参中的丹参酚酸具有活血化瘀的药物作用，但是其含量有

限，通过微生物技术培养毛状根，以此将丹参中的丹参粉酸 A、

酚酸 B 以及香酸进行转化提高；另外，像百药煎，利用微生物

的发酵技术，能够将原中草药中五倍子的鞣质，利用微生物产

生的单宁酶，将其转化为没食子酸，从而增加原中药材中像抗

病毒、抗过敏、抗菌、抗肿瘤等有效药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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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改变中药有效成分结构，增强原中草药的治疗功效 

有研究学者利用小白鼠皮下塑料环肉芽肿增生，以及小白

鼠氨水祛痰、引咳等实验，对百药煎在经过发酵后的治疗效果

进行研究，发现百药煎在发酵过后的抗炎、镇咳、祛痰、抗菌

等作用相较于原中药材更强。另外有学者利用微生物技术，在

长春花茎的韧皮中分离出内生真菌，然后将该种内生真菌进行

发酵，从而研发出长春新碱这样的抗癌药物。比如对半夏在经

过发酵后的效果进行分析，将半夏曲、制半夏、生半夏的药物

功效进行对比，在半夏发酵成曲之后，其原来的化痰功效会有

所提高，并具备温胃、健脾以及消食的功效。 

1.5 微生物双向固体发酵降低中药的毒性 

降低中药的毒性，除了利用传统的炮制方法进行降毒，双

向固体发酵也成为了降低中药毒性的有效技术。双向固体发酵

技术是利用真菌生长代谢过程中分泌的酶，将原药物中的中药

基质成分，在多次的代谢分解反应中，将基质中的有毒物质降

解，从而合成具有同样功效，且药物毒性更低的药物成分[4]。

比如在临床常用的一味中药马钱子，其也是一味剧毒，但是通

过灵芝、槐耳等真菌固体将其进行发酵，就能将其中的药物毒

性进行转化降解，马钱子中像碱氮氨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就会得

到一定程度的增加。 

2   总  结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中草药发酵技术中，微生物发酵中药

的技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中药炮制过程中，由于中草药

的化学成分复杂，且药性繁琐，很多药性的作用机制还尚不明

确，药物中的微生物菌种也是多种多样的[5]。但是，在我国当

前的中药炮制技术中，不仅仅传承了传统的重要炮制技术，还

结合现代的微生物工程技术，在药物的炮制过程中，提高了药

物的药用功效、降低药物毒性，开发出更多的药物活性，为我

国的中药新药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研发价值。为了能够使我

们的发酵类中药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相关研究工

作者，应该加强对提高药物活性成分的研究，并在微生物工程

技术的研究中，加强微生物转化率的研究，在原有的发酵技术

基础之上，提高微生物的转化率，并提高药物的研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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