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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酒自古有“百药之长”之称，本综述全面介绍了酒的起源、发展以及酒

在中医药中的应用情况，总结出酒的发展历程及酒可用于中药炮制、制作酒剂、作为药

引送服中药、作为溶剂煎煮中药等方面，明确了中医药用酒以黄酒（米酒）为主，并对

黄酒的现代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酒的现代应用和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酒；起源发展；炮制；中药制剂；黄酒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w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 Huanyun1,3, ZHAO Xiangjun1,3, SHAO Bingmei1,3, YAN Beibei2, HOU Lin1,3

1. Qingdao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gdao 266041,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2. School of Pharmacy,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3. Classic Medicinal Wine Research Institute, Qingdao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gdao 266041,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OU Lin, Email: 13789801721@163.com

【Abstract】Since ancient times, wine has been known as the "king of a hundred 
medicine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i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ine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CM processing, making wine preparation, guiding and 
administering Chinese medicine as medicine enhancer, and decocting Chinese medicine as 
solvent, which also defined that  the wine used in TCM was mainly yellow rice wine (rice wine). 
In addition, the modern research of rice wine was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modern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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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酒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最初的自然界

天然形成酒到农业社会先民能够进行谷物酿酒，

再到酿酒技术的不断改进，酒的种类的不断增多，

中国酒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程。除了日常饮

用外，历代医药学家高度重视酒的药用价值，将

其用于中药炮制、制作药酒等诸多方面。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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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还是水果想要酿造成酒都需要在微生物发酵

的作用下完成。水果在自然条件下腐烂，其中的

糖分即可与果皮或者空气中的酵母菌直接进行发

酵成酒。这也为“猿猴造酒”提供了理论支撑 [7]。

谷物中含有的淀粉不能直接与酵母菌作用，因此

需要一定的物质将谷物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分进而

转变成酒精。通过考古及文化遗址研究发现，在

人工酿酒之前，出现了谷芽酒。谷芽中含有糖化

酶，糖化酶将淀粉转化成糖分进而发酵成具有芳

香气味的酒，这是属于自然酿酒的一种 [2]。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谷物酿酒的国家，中

国酒的发展史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谷物酿造酒，

因此本研究关于酒的发展主要从谷物酿造酒方面

进行叙述。

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人工酿酒以来，到商周时

期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一套酿酒方法。《尚书·说

命下》中记载商王武丁对大臣说“若作酒醴，尔

惟曲蘖”，曲与蘖是两种酒母，曲酿酒蘖酿醴。

曲是由发霉的谷物制成，蘖是由发芽的谷物制成 [8]。

曲的发酵能力高于蘖，酿出的酒比醴的度数高。用

曲进行酿酒可以使糖化和发酵同时进行，这种也称

为“双边发酵法”，一直延续至今。随着酿酒技术

的发展，曲逐渐取代了蘖，正如明代宋应星的《天

工开物》记载：“古来曲造酒，蘖造醴。后世厌醴

味薄，遂至失传，则并蘖法亦忘”[9]。同时，周朝

的酿酒和用酒都具备了比较严格的管理体制，并提

出“五齐”与“六必”来保证酿酒的成功，可见到

周朝酿酒工艺已经较为完善 [10]。周朝等级制度森

严，饮酒的人员主要还是社会的上层。周朝灭亡后，

饮酒习俗开始逐渐融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汉朝以前酿酒所用曲均为散曲，汉朝以后酿

酒技术得到很大的提升，有了专门的制曲人员，

同时出现了块（饼）曲，块曲中含有的酵母菌等

微生物较散曲多，其发酵能力比散曲强，酿出酒

的度数也较高，因此散曲逐渐被块曲取代 [11]。东

汉时期曹操一种连续分批投料的酿酒方法 - 九酝

法，连续投料，反复酿造，投料多而出酒少，是

当时最先进的酿酒技术 [12]。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曲的种类更加丰富，出

现了药曲（即将中草药掺入曲中）并且已经开始

将食用谷物与酿酒谷物分开使用，北魏贾思勰所

著的《齐民要术》中第一次对传统制曲和酿酒方

法进行了全面总结，详细记载了如何择地、选粮、

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养生保健意识

逐渐增强，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药酒的热度也不断

提升。因此，本文梳理了酒的起源与发展，全面概

括了酒在中医药中的应用，并对黄酒作为药酒酒

基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以期使酒能够更安全、合

理有效地应用到中医药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1  酒的起源与发展

1.1  酒的起源
关于酒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

话题，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仍无确切的说法，总

体来说主要包含两大类，一类是“自然酿酒”，

另一类是“人工酿酒”。“自然酿酒”，即认为

最早的酒是在大自然的作用下，天然生长的粮食、

水果等含淀粉或糖的物质在适当的温度下经过水

的浸泡、自然发酵而成 [1]。在此基础上，明代李

日华所著的《蓬拢夜话》中记载有“猿猴造酒”

的说法。“人工酿酒”，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某个

阶段或者某个人发明的酒。关于酒形成的历史阶

段，现代观点普遍认为与农业、制陶业的发展密

切相关 [2]。在汉代刘安所著的《淮南子·说林》

中提到“清醠之美，始于耒耜”，将酒与农业的

兴起联系在一起。同时考古发现，在出土的新石

器时代的陶器制品中，已有了专用的酿酒与饮酒

器具，说明在新石器时期，先民已能酿酒 [3]。除

此之外，《本草纲目》有酒自黄帝始的说法：“本

草（《神农本草经》）已著酒方，素问（《黄帝

内经·素问》）已有酒浆，则酒自黄帝始”[4]。

对于个人发明酒，古籍中记载较多并且比较有名

的是夏朝的仪狄与杜康造酒。如在《吕氏春秋》

《战国策》等古籍中均记载仪狄“始作酒醪”；

同时《说文解字》中记载“古者少康初作箕帚、

秫酒。少康，杜康也”[5]。《太平御览》引《世本》

中记载“仪狄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6]。

目前认可最多的观点是人类最先获取的是自

然酿造的酒，人工酿酒大概出现在农业兴起的新

石器时代，但具体的阶段有待于人文学科和自然

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根据考古研究结

合文献记载，酒文化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对酒的起

源进行更深入地研究考证。

1.2  酒的发展历程
酒形成的过程，是原料中的糖分在酵母菌等

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变成酒精的过程。因此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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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制曲、酿酒等整个工艺流程 [13]。

由于唐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酒业得到

了很好的发展，是中国酒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

酒的种类进一步丰富，同时出现用石灰降酸、煎

酒与榨酒技术。石灰降酸即在酒醪里加入适量的

石灰防止酒液变酸、煎酒即将酒进行加热杀菌处

理，榨酒是将酒醅进行压榨过滤掉酒槽，其改善

了酒体不纯、酒质不稳的现象。这一时期还研制

出发酵能力较强的红曲，提高了酿酒的效率。此

外唐朝已经能酿出琥珀色的谷物酒，有了现代黄

酒的雏形。唐朝还从西域引进多种酒种，如葡萄

酒、龙膏酒、三勒浆等 [11]。宋朝时由于经济、政

治重心的南移，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酒业生产和

酿酒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江浙、川贵地区名酒

迭出。作为南方酒主要酒曲的小曲的制作工艺在

这一时期有很大的提升，同时加入中药的酒曲的

种类大幅增加，如宋朝《北山酒经》中所载的十

几种酒曲中，几乎都加入了中草药。加入中草药

后，可促进酒曲中有益微生物的增殖，从而提高

了酒曲的发酵能力 [13]。

明朝李时珍在其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将酒分

为“酒、烧酒、葡萄酒”，其中酒指的是黄酒，

烧酒指的是蒸馏酒，并提到“烧酒非古法也 , 自元

时始创其法”[4]。大部分的学者认同烧酒始于元朝

的观点，但也有学者存在不同观点。如袁翰青主张

蒸馏酒唐代起源说将中国烧酒起始的时间上推到

唐代 [14]，除此之外还有烧酒始于东汉或者宋朝的说

法 [15]。到了明清时期黄酒的酿造工艺已经成熟，同

时蒸馏酒以及专用于蒸馏酒酿造的大曲得到快速发

展，但明清时期仍然是黄酒占据主流地位，烧酒在

当时属于小众酒类，且不被上流社会所接受。晚清

民国时期，烧酒逐渐盛行起来，高粱酒作为烧酒的

一种，度数比黄酒高而且价格便宜，对北方人来说

更受喜爱。另外，高粱酒可以长久储藏，也可以远

途贩运，因此烧酒在北方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而

在南方饮酒还是以黄酒为主。不过烧酒的饮用者大

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无法取代黄酒的主流地位 [16]。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建国初期由于粮食短缺，对于

酿造需要大量粮食的黄酒是很大的冲击，国家更加

扶持白酒的发展。在 1952 年我国首届评酒会上，

共评出了 8 款名酒，其中白酒就占了 4 款，此后的

四届评酒会白酒在名优酒总数量上面均超过其他酒

类，足以可见白酒的受喜爱程度 [17]。如今随着人

们的养生保健意识的增强，饮酒习惯也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酒精度开始由高度向低度营养方面发展，

黄酒消费逐渐回升，并出现多种类型的保健酒。目

前市面上酒的种类繁多，不仅有中国传统的黄酒、

白酒，还有啤酒、葡萄酒等诸多种类，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景象。

从新石器时期人工酿酒以来，酿酒技术不断

发展，酿酒所用曲由散曲逐渐发展为块曲，酒曲

的种类不断增多。酒的种类由单一的谷物酿造酒

发展为黄酒、白酒、啤酒、葡萄酒等诸多类型。

2  酒在中医药中的应用

酒作为一种传统中药，中医认为酒性热，味

辛而苦甘，归心、肝、胃、肺经，能够疏通经脉，

温阳散寒，引行药势 [18]。古人素有“医酒同源”之说，

从“医”字的发展变化来看，“医”，繁体字作

“醫”，最早见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醫’，

治病工也。从殹，从酉。殹，恶姿也，醫之性然，

得酒而使，故从酉。”下半部分的“酉”与酒相通，

即用酒来治病，表药酒疗法 [5]。酒作为传统中药

在诸多医书中均有记载，《汉书·食货志》中提到：

“酒，百药之长”[19]。《黄帝内经》中《素问·汤

液醪醴论篇》将酒分为醪与醴，并提到酒可以抵

御外邪，“邪气时至，服之万全”[20]。《本草蒙筌》

记载酒“少饮有节，养脾扶肝。驻颜色，荣肌肤，

通血脉，浓肠胃 [21]。御雾露瘴气，敌风雪寒威。

诸恶立驱，百邪竟辟。消悉遣兴，扬意宣言”。

《名医别录》记载酒“味苦，甘辛，大热，有毒 ,

主行药势，杀邪恶气”[22]。《食疗本草》记载酒

可“养脾气、扶肝、除风下气”[23]。《本草纲目》

中提到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虚，消愁遣

兴”；酒单独饮用可治疗诸多疾病，《千金食治》

记载酒“止呕哕，摩风瘙、治腰膝疼痛”[24]、《本

草纲目》对不同种类酒的功效进行总结：“米酒，

解马肉、桐油毒，热饮之甚良；老酒，和血养气，

暖胃辟寒；烧酒，消冷寒气，燥湿痰，开郁结，

止水泄，治霍乱，疟疾，噎嗝，心腹冷痛，阴毒

欲死，杀虫辟瘴，利小便，坚大便，疗赤目肿痛”[25]。

足以见得古人对酒的医药价值的认可。古人入药

用酒多为清酒、米酒 [26- 27]，唐《新修本草》对入

药用酒有明确规定：“惟米酒入药用”[28]，米酒、

清酒都是谷物酿造酒，属于现代黄酒的范畴 [29-30]。

因此，关于酒在中医药中的应用大多为黄酒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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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中的应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中药炮制用酒
酒作为中药炮制的辅料历史已久，炮制所用

酒多为黄酒。早在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中

就提到酒炮制药物，用到卒、沃、煮沸、挐、渍、

湎等方法，并记载了炮制的操作过程 [31]；我国现

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有“药性

有宜酒渍者”的记载，提出酒渍、酒蒸等炮制方

法 [32]；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用酒的方

剂共 28 首，其中酒洗（浸）药的方剂有 6 首，

6 首方剂中有 4 首（抵当汤、调胃承气汤、大承气汤、

小承气汤）为大黄酒洗的方剂 [33]；魏晋南北朝时

期雷敩所著《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中药炮

制学专著，包含多种以酒为辅料炮制中药的方法，

包括酒浸、酒蒸、酒煮等方法，如提到酒蒸地黄、

蒺藜子、牵牛子等，酒浸当归、石斛、巴戟天等 [34]；

唐朝由政府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对酒

炮制中药的相关工艺进行了收载 [15]；明朝李时珍

所著《本草纲目》共载药 1 892 种，而与酒同用

者达 95% 以上，提到酒洗、酒浸、酒炒（炙）、

酒拌、酒淋、酒蒸、酒化等诸多炮制方法 [4]；现

代《中国药典（2020 版）》规定炮制所用酒为黄酒，

并将历代酒炮制方法进行整合，包括酒炙、酒蒸、

酒炖等炮制方法 [35]。

现代研究认为酒制中药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

的作用：酒制升提，明朝陈嘉谟《本草蒙筌》中

首次归纳总结“酒制升提”理论 [36]，酒制后可增

加或增强中药上行、行散的作用。同时，酒性大热，

对于药性苦寒、沉降的中药酒制后可借酒温热之

性缓解苦寒，并借酒升提之性引药上行。如黄连

生用苦寒，清中焦胃肠湿热，酒制后缓其苦寒，

引药上行，可用于清上焦湿热 [37]；酒制矫臭矫味，

酒具有一定的醇香，同时酒中含有乙醇，对于有

一定腥臭味的动物类药材，酒制后部分异味物质

溶于乙醇或在加热过程中随乙醇挥发，能够消除

或缓解不良气味，如生乌梢蛇的腥味成分主要为

醛类化合物、1- 辛烯 -3- 醇、硫化物，经酒制后，

部分腥味物质可溶于乙醇随乙醇挥发进而起到矫味

作用 [38]；酒制助溶，酒中含有的乙醇是良好的有

机溶媒，中药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如有机酸、鞣质、

苷类、生物碱等）均能溶于乙醇，酒制后能够增加

中药中有效成分的溶出 [39]，如山茱萸中含有大量

糖分、树脂、有机酸等多种有效成分，经酒制可提

高树脂类成分的溶解度，使有效成分更易煎出，从

而达到增强温补肝肾的作用 [40]；酒制增效，酒能

通筋脉、散寒，对于活血通络的中药（川芎、白芍、

当归、牛膝等），酒制后酒与药物协同发挥药效，

增强其疗效。如赤芍生用清热凉血作用较强，经酒

制后，能引药上行，增强活血散瘀作用，多用于闭

经或痛经，跌打损伤等 [41]。

2.2  中药制剂用酒
殷商时期甲骨文卜辞中以黑黍为酿酒原料加

入香草酿成的酒“鬯”，是文字记载最早的酒

剂 [42]；《黄帝内经》中关于酒剂的应用记载有“左

角发酒”治疗“尸厥”、“鸡矢醴”方治“鼓胀”

等 [43]；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养生方》中，记载

有多种药酒，并对酿造药酒的工艺完整记载 [44]；

汉代以前药酒大部分为中药与酿酒原料共同发酵

制成，汉代之后浸渍酒逐渐增多。南朝陶弘景在

《本草经集注》中对浸渍酒的步骤及影响浸渍酒

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概括 [45]；唐朝时药酒盛行，多

数医药著作都包含药酒方，如《备急千金要方》

记载的药酒在治疗方面涉及内、外、妇、五官等，

同时记载多种美容、补益等养生保健类的酒剂 [46]；

唐朝之后药酒向养生保健的方向发展，北宋《太

平圣惠方》中记载的药酒达 121 种，其中养生保

健类的酒剂有 30 余种，记载的白术酒、枸杞子

酒等至今仍有广泛的应用 [47]；明朝《本草纲目》

中记载有 69 种药酒，如活血通络的当归酒、牛

膝酒、祛风除湿的逡巡酒、温肾补阳的杜仲酒等，

所载药酒涉及内科、男科、皮肤外科、妇科、五

官科、常见传染病、保健延年等诸多方面 [48]；明

朝以前药酒多以低度谷物酿造酒为酒基，明清时

期随着烧酒的开始流行，开始出现以烧酒为酒基

的药酒。如明朝《万病回春》中的红颜酒、固本

遐龄酒等所用酒均为烧酒 [49]。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对

于药酒的研制，在继承传统制备工艺的同时结合

现代科学技术，使药酒生产趋于标准化，并将药

酒的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纳入《中国药典》。《中

国药典（2020 版）》中记载制作药酒所用酒为蒸

馏酒，药酒可通过浸渍、渗漉、热回流等方法制备，

所载药酒涉及祛风除湿、活血通络、补虚等方面 [35]。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养生保健

意识逐渐增强 , 由药酒延伸出的保健酒产业发展

迅速。保健酒不像药酒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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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防疾病、强壮体魄、美容养颜等方面有着显

著的功效 [50]。市面上的保健酒像中国劲酒、椰岛

鹿龟酒、张裕三鞭酒等功能多以缓解疲劳和调节

免疫为主 [51]。目前市面上保健酒的种类繁多，也

存在功效的虚假宣传，其质量标准控制有待进一

步完善 [52]。

除此之外，酒在中药制剂中还可以作为丸剂

的赋形剂，如《太平惠民和局》中的十补丸、菟

丝子丸等以酒为赋形剂，以酒赋丸增强其补虚驱

寒的功效 [53]。同时，酒还有一定的防腐功效，利

于药物的储存 [54]。

2.3  服药用酒
2.3.1  酒做药引送服中药

酒做药引，一般选用黄酒 [55]。《汤液本草》

中记载“酒能行诸经不止，与附子相同。味之辛

者能散，味苦者能下，味甘者居中而缓也”。酒

做药引主要是借其疏通经脉、温阳散寒、引行药

势的特性，常用于补虚壮阳、祛风除湿、止痛、

活血通络类的丸、散类制剂 [56]。如《伤寒杂病论》

中温通阳气的崔氏八味丸、行血止痛的当归芍药

散 [57]，《圣济总录》中行气止痛的龟甲散、理气

止痛的桂姜丸等，现代国家药典记载的以酒为药

引的方剂多为理气、理血、疗伤止痛类方剂，如

祛风除湿、活血止痛的小活络丹、疏肝理气的平

肝舒络丸等 [58]。

2.3.2  酒作为溶剂煎煮中药
酒作为溶剂煎煮中药包括酒煎煮中药，以及

用酒水混合煎煮中药。以酒作为溶剂煎煮中药在

诸多方剂中均有记载，如在通阳散结的瓜蒌薤白

白酒汤中，酒既作为方剂的组成同时又作为溶剂

来煎煮中药 [59]，祛暑解表的香薷散 [60]、养血通络

同时散寒降逆的当归四逆吴茱萸加生姜汤 [33] 则是

酒与水混合煎煮中药。现代研究表明，酒可以促

进中药中生物碱、鞣质、挥发油、酯类等有效成

分溶出，进而提高中药疗效 [26]。  

综上，酒在中医药中可作为中药炮制的辅料，

可与中药制作成中药剂型 - 酒剂，此外还可作为

药引送服中药以及作为中药的溶媒提高中药疗效。

3  黄酒的现代研究

从酒的发展及应用概括中可知中医药用酒以

黄酒为主，酒剂多以黄酒为酒基，炮制用酒也多

为黄酒。因此，进一步对黄酒的现代研究进行总

结，为黄酒更好地应用于中医药提供依据。

黄酒由古代的清酒、米酒发展演变而来，现

代定义为由稻米、小米、黍米、玉米、小麦、水

等为主要原料，加入曲、酵母等糖化发酵剂酿造

而成的发酵酒 [61]。黄酒的主要成分为水、乙醇、

糖类，除此之外还含有微量氨基酸、蛋白质、有

机酸以及挥发性成分等功能性物质 [62-63]。研究

表明，黄酒中多酚、多肽以及多糖类物质，对

DPPH 自由基、ABTS+ 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羟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清除作用，使得黄酒有一定

的抗氧化能力 [64-65]。黄酒多酚还具有他汀类药物

的抗炎效应，能够同时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表

达、增强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的表达，减轻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保护心血管系统 [66]。

除此之外，研究发现适量饮用黄酒能增加肠道益

生菌，减少肠道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对肠道微

生物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67-68]。

4  讨论

从自然界天然形成酒到人工酿造酒，再到人

类酿酒技术的不断改进，酒的品种逐渐增多，中

国酒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程。除日常饮用外，

酒在中医药中的应用历史悠久。历代医学家高度

重视酒的药用价值，所用酒以黄酒为主，借酒疏

通经脉，温阳散寒，引行药势的特性，将其用于

药物炮制、制作药酒以及送服中药等多个方面。

药物溶于酒后，一方面可增加其有效成分的溶出；

另一方面，酒可助药物增强疗效。

古代中医药用酒以黄酒为主，酒剂是酒在中

医药中的主要应用。黄酒作为低醇度酒，本身的

浸出能力较差，采用酿造法，将中药材作为酿酒

原料参与酒的生产，在酒曲的作用下药材中的淀

粉类和纤维素类物质被酶解，有利于药效物质的

溶出，但该法存在工艺复杂，周期长，临方调配

困难，不适合家庭和小作坊生产且酒精度低容易

染菌。明代引入蒸馏酒后，到清代蒸馏酒浸制法

逐渐取代酿造法成为主流，现已成为国家法定药

酒生产工艺，该工艺酒精度高，浸提效率高，具

有防腐作用，可以根据处方随意调配，生产条件

简单，生产周期短，但现代研究表明蒸馏酒中酒

精度数较高，摄入较高度数的酒精会危害人体生

命健康，造成人体心脑血管系统 [69]、神经系统 [70]

以及消化系统 [71] 等诸多方面的疾病，蒸馏酒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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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安全性问题进而限制了酒剂的临床应用。在

古代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条件下，蒸馏酒浸制法

取代酿造法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技术进步

的表现，但是进入现代，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药

酒已经取代了小作坊生产，药厂生产的品种固定，

灭菌工艺成熟，制约酿造法工艺的技术因素已经

不复存在，可以考虑将酿制法工艺重新引入药酒

的生产。同时，黄酒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低聚糖、有机酸、维生素等功能性物质，使得黄

酒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系统、调节胃肠道平

衡等功效。因此，随着人们健康养生意识的提升，

制作酒剂所用酒由高度的白酒再转换为低度高营

养的黄酒是未来酒剂发展的一大趋势。

对于炮制用酒，古今多以黄酒为主。《中国

药典（2020 年版）》规定，酒炙用酒一般选用黄

酒，但对黄酒种类、用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需

要进一步完善其质量评价体系，对于黄酒中的营

养物质可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明确其药效成分，

为黄酒更好地应用于中医药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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