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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对健康的追求愈
发深入，传统的中药膏方因其独特的滋补和调理功能备
受大家青睐。然而，很多患者在门诊中常常疑惑：为何
一料膏方从开具到取膏需要等待5～7个工作日，甚至更
长时间？江苏省中医院中药制剂研发中心副主任倪昌荣
解释说，这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复杂且严谨的制作流程，
每一个步骤都关乎着最终膏方的质量和疗效。

“膏方的制作始于对原辅料的选择。江苏省中医院
一直以来非常重视饮片质量，2008年开始调研探索道地
药材种植模式，将把好饮片质量关的工作前移，先后陆
续在贵州、安徽马鞍山建立了两大饮片加工基地，并在
全国近30个省份设有35万亩道地药材种植区，确保药
材的品质与安全性，目前已形成江苏省中医独具特色的
道地药材文化。”倪昌荣表示，道地药材奠定基础，而精
准调配能够确保疗效。

据记者了解，在膏方调配阶段，会由具有专业资格的
药师进行处方审核，再根据医生的处方精确称量每一味
饮片。这一环节不仅涉及膏方中的饮片和辅料，还包括
对虫草、人参、西洋参等名贵中药材的特殊处理。“这些
药材通常会经过另煎或打成细粉后加入膏方中，以确保
有效成分充分融入膏体。调配完成后，由中级及以上职
称的中药师进行审核，这是膏方制作的第一道保障，确
保配方的准确性。”倪昌荣说。

调配完毕后，膏方就进入浸泡阶段。由于膏方体量
大、品种多，浸泡时间不能少于4小时，分为浸润、渗透和
解析三个阶段。“通过浸泡，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能够充分
溶出到溶质中，对于后续煎煮效果至关重要。而随后的
煎煮过程同样精细，分两次进行，并通过120目筛网进行
过滤，总耗时约两个半小时，远超家庭自煎汤药所需的
时间。”倪昌荣解释道，这是因为膏方处方较一般门诊处
方大，饮片味和量更多，煎煮时间不够，有效成分很难完
全提取到。

煎煮之后，膏方还需要经过静置纯化，去除杂质并提
高纯净度。对于一人一方的临方膏方而言，主要采用静
置的方式进行纯化，而非工业化生产常用的离心法。虽
然这种方法增加了时间成本，但能更好地保持个体化膏
方的独特性和疗效，减少浪费。纯化后的膏方进入浓缩
阶段，多余的水分被蒸发掉，同时加入液体辅料如炼糖、
炼蜜等，以及经过粗粉碎的胶类饮片如阿胶、龟甲胶
等。“浓缩过程需要2.5~3小时，其间必须精确控制温度
和时间，以免影响膏方的质量。我们收膏是在紫铜锅中
进行的，这是最考验药师技术水平的部分，其间，还要根
据处方加入另煎或打粉的贵细药材，这直接决定了膏方
在未来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的稳定保存及口感。”倪昌
荣指出，收膏完成并不意味着流程结束，之后还需要进
行分装、紫外灭菌等一系列操作。分装形式包括瓶装和
单剂量小包装两种，而膏方的包装容器必须经过严格的
高温灭菌处理，确保容器无菌，避免储存期间发生质变
或霉变。

此外，所有成品都会附带详细的个性化说明书，指导
患者正确科学服用，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一料膏方
之所以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是因为它经历了从药材选
择、调配、浸泡、煎煮、纯化、浓缩、收膏到最后分装灭菌
等多个繁杂而精细的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控，
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倪昌荣说。

好膏方是怎样“炼”成的？
膏方的制作离不开七大关键步骤

俗话说“一勺膏方，十碗药汤”，近年来，膏方已经成为养生达人
调补首选，医好、药好，膏才好，一罐合格的膏方，不仅需要中医师的
辨证施治，还需要药师的精心熬制，传统膏方制作工序繁杂，浸泡、
煎煮、纯化、浓缩、收膏等，每个步骤都十分关键。一料好的膏方是
如何制作出来的？江苏省中医院中药制剂研发中心副主任倪昌荣，
来和大家揭秘膏方的制作全过程。

通讯员 刘成勇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宇 文/摄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自制一些简单的药
食同源类膏方，如阿胶糕、秋梨膏等。“膏方的选择首
先还是建议进行体质辨识，到底适不适合或者说需不
需要这样一个膏方。要制作出高质量的膏方并非易
事，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技巧，来确保最终产品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倪昌荣提醒，在准备食材时，要注
意清洗干净，去除杂质。

制作流程上，倪昌荣在浸泡煎煮、浓缩收膏、分装
保存等方面进行了提醒。他指出，浸泡是膏方制作中
非常重要的一步，它有助于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充分溶
出。虽然处方简单，药食同源，但制作过程一个环节
都不能忽略。对于阿胶糕来说，虽然没有浸泡的过
程，但组方中的辅料，像核桃仁、黑芝麻，首先要经过
炒制，筛去碎末放凉后，要将黑芝麻打碎，核桃仁掰成
大颗粒状，此过程不仅可以达到控制水分的目的，也
起到提香的效果，口感更佳。

秋梨膏在煎煮前，切成小块状，过程中不断挤压
取汁，煎煮完成后，将药汁过滤出来，进行浓缩。浓缩
的过程要保持小火慢炖，直到药汁变得浓稠。此时可
以加入适量炼制过的蜂蜜或冰糖调味，但注意不要过
量，以免影响膏方的口感和造成返砂情况的发生。

此外，所有用于熬制膏方的器具，包括锅具、搅拌
棒等，都应该避免使用铁制品，因为铁会与某些药材
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膏方的质量。推荐使用砂锅、陶
瓷罐或不锈钢锅，并确保工具清洁无油污。“要特别提
醒一点，膏方制作完成后，一定要及时分装到干燥、无
菌的容器中。存放膏方时，最好将其置于冰箱冷藏室
来延长保质期并防止霉变。如果发现膏方出现异味、
变色或有明显的结晶现象，立即停止食用，以免对身
体造成不良影响。”

膏方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中药剂型，尤其是
在面对一人一方的个性化需求时，其质量评价体系至
关重要。倪昌荣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江苏省中医院在
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质量评
价方法，旨在确保每一滴膏方都是精华，能够安全有效
地服务患者的健康需求。

首先，外观检验是判断膏方质量的第一步。合格
的膏方应当色泽油亮，颜色发黑或发棕，表面没有霉
变、酸败或返砂结晶的现象。“外观上的这些特征反映
了膏方在制作过程中是否达到了理想的稠度和纯度。
如果膏方出现了上述问题，则可能意味着存在某些缺
陷，比如原料不合格、加工不当或是储存条件不佳等。”
倪昌荣介绍，相对密度的测定也是对膏方稠度的重要
评估指标。

清膏的相对密度一般介于1.1到 1.2之间，而滋补
类膏方则应达到1.3至1.4。这不仅体现了膏方的含水
量，也间接反映了其中有效成分的浓度。通过测量相
对密度，可以直观地了解到膏方是否达到了应有的质
量和效果。“在收膏过程中，药师会利用‘挂旗’这一传
统技艺来估算膏方的相对密度。‘挂旗’是指用竹片挑
起膏方，在竹片上平均摊涂后倒挂，若膏方能够在竹片
上形成类似旗帜的形状，则表明其浓度适中；反之，则
需要进一步调整。但这又不是千篇一律的，需要根据
处方组成的不同、季节气温的不同，根据经验来判断挂
旗的标准。”

倪昌荣表示，除了相对密度外，“滴水成珠”也是一
种常用的快速检验方法。用收膏竹片蘸取少量膏方，
然后滴入凉水中观察其形态变化。如果水滴不会迅速
散开而是成为玻璃球状逐渐下沉，说明膏方的含水率
和相对密度符合要求。这种方法简单易行，适用于日
常的质量监控。“另外，‘鱼眼泡’‘翻云头’也被用来辅
助判断膏方的状态。当膏方在收膏过程中开始出现蜂
窝状的小气泡时，往往预示着即将达到理想的稠度。
这些基于经验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技巧，是在个体化膏
方加工过程中药师们必备的快速检验办法，是准确把
握膏方的质量秘诀。”倪昌荣补充道。

然而，即使有了上述多种检验手段，也无法完全替
代专业的实验室检测。特别是对于大规模生产的成品
膏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标准，涵
盖了性状鉴别、理化性质、微生物限度等多个方面。

而针对临方膏方特有的质量问题，江苏省中医院
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办法。每年9月，医务
处都会组织专家团队对新申请膏方资质的副高职称以
上的医生进行培训和考核，确保他们具备足够的专业
知识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医院自主研发了《个体化
中药制剂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全流程的信息追溯和
质量管控。每一位患者所开具的膏方都会生成唯一的
条形码，记录从膏方登记、调配、制作到成品发放的所
有信息。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完善了每个
环节的质控管理点，也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加透明
公开可追溯，增强了患者的信任感。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医院的信息化平台，患者可以
在服用过程中随时反馈自己的体验，提出改进建议。
医院会根据这些反馈及时调整生产工艺和服务内容，
不断提升膏方的质量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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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煎慢熬”出好膏
揭秘一料好膏方的制作

挂旗、滴水成珠、翻云头
膏方检验认准三个标准

阿胶糕、秋梨膏……
家庭自制膏方有讲究

江苏省中医院中药制剂研发中心副主任倪昌荣（右）做
客现代快报“名医天团”演播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