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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超细粉体及其

在中药配方颗粒中的应用

! 张孝娟 陈长洲 （广东省中医学会 广州 !"##$!）

崔景朝 （广东省中医研究所 % 广东一方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 !"##$!）

摘 要：本文讨论了微米中药的优势、发展前景及其在中药配方颗粒（原称单味中药浓缩颗粒）的

应用情况，分析了产业化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工程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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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粉体加工技术的快速发展

及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应用一直备

受关注，它已给世界工业的发展做

出显著贡献。在西药制剂中较早采

用了微粉化技术，并已工业化。古

老的中药工业吸纳微粉化技术始于

(# 世纪 $# 年代。有关中药采用微

粉技术目前有多种提法，如超细粉

体、超细粉碎技术、超微粉技术，超

微细中药粉体、中药细胞级微粉、微

米中药等，大祗所言是一回事，本文

称为中药超细粉体，似较恰切。

在西药制剂中的固体药物，尤

其是难溶性药物，它的释放、吸收与

药物的分散状态有着极密切的关

系。一般粗粉碎方法制得的粉末，

往往释放慢，吸收差，生物利用度

低。因此，西药制剂中常将原料药

微粉化，增加其表面积，提高难溶性

药物的溶出速率及溶解程度，从而

提高生物利用度。中药的微粉化也

具有相同的作用，但对植物中药来

说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植物的多

数细胞通常只有几个微米左右，中

药的有效成分多贮存在胞液中，常

规方法难于提取出来，而中药微粉

化后，可使细胞壁破裂，细胞内各种

成分处于释放状态，基于此，中药超

细粉体在临床使用上，起效较快，生

物利用度也较高。

西药的研究结果， 其化学成

分、药理作用在人体的吸收代谢

等都是相当清楚和明确的。而中

药的有效成分及作用机理还在不

断地被发现，有效成分种类日见

增多，几乎到了不能轻易说哪种

是无效可除去的。例如，已经发现

的传统酒沉工艺往往沉淀掉了不

少有效成分，古老的中医药更为

关心的是通过炮制除去或减少毒

性成分，是将一味中药视为一个

整体使用，力求保留全成分。因而

自古便有散剂，即除了丸剂、膏剂

等中药剂型，还有相当部分中药

是打粉入药，到了现代也如此。我

国 药 典 $! 版 收 载 全 药 材 粉 末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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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制成制剂品种有 *" 个，共占

制剂品种的 **& +, ；!""" 版药典

全 药 材 粉 末 制 成 制 剂 品 种 有 !*)
个，占制剂品种 -.& !, 。由此可

见，中药粉末入药的工艺尽管存

在剂量大、粗大黑等问题，但仍然

占主要地位。有临床医生 / ) 0 在临

床治疗中发现中药粉末制成的蜜

丸，对于病程较长、辨证较明确

者，其疗效优于汤剂，甚至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临床上有一小部分

单味使用的中药，尤其是贵重药

材，传统是研末吞服或冲服效果

更佳，如人参、三七、紫河车、川贝

母、水蛭等。中药发展至今，打粉

入药在相当程度上仍存在其必要

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现代的粉

体加工技术的介入将有广阔的前

景。另一方面，中药超细粉体不牵

涉 到 成 分 及 分 子 结 构 层 面 的 变

化，四气五味仍存，不悖逆传统中

医药理论，容易为中医药界及患

者所接纳。

传统中药打粉与中药超细粉

体都是粉碎加工过程，然而也不

尽相同。中药材打粉一般颗粒大

小达到 )"" 多微米，而微米中药

是粉碎到几个微米甚至更小。在

此尺寸下，除了上面已指出植物

细胞壁破碎产生的效应外，颗粒

表面积增大，其分散性、吸附能

力、表面活性等性能都起了综合

性变化。据报道 / ! 0 ，水蛭微粉化，

用煎剂一半剂量的抗凝血、抗血

栓作用优于水蛭丝煎剂，且颜色

变浅，腥味降低，质地细腻，利于

吞服。中药超细粉体除了以散剂

吞服外，还可做丸剂、胶囊、片剂

（含片、舌面速溶片）、颗粒剂、喷

雾剂、贴剂等剂型的原料。据悉，

日本及东南亚有些国家和地区已

将 各 种 中 药 材 超 细 化 到 1" 2
-"!3 以下，分别制成冲剂、胶囊、

片剂直接服用。由于中药微粉本

身带进纤维素、粘液质等，在制片

或 制 颗 粒 时 可 少 加 或 免 加 辅 料 ，

制出片剂表面相当光亮。再则中

药超细粉体可进一步提取有效成

分，提取率高，提取时间短。粉体

加 工 技 术 除 了 应 用 中 药 材 加 工

外，还可对中药提取物（干膏、有

效成分、单一化学成分）微粉化，

尤其是对难溶性提取物微粉化有

着更重要意义。无论从加工的深

度及应用的广度，还是从提升产

品的性能上讲，中药超细粉体远

非打粉中药可比。因此，有专家认

为，中药超细粉体将产生中药行

业新的一轮技术革命。随着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工程技术

的相互交叉渗透，粉体加工设备

已多样化，性能综合化。中药往往

含有较多的糖类、粘液质，一般难

于粉碎得很细，而采用附带有深

度 冷 冻 功 能 粉 碎 设 备 则 效 果 甚

佳，深度冷冻下中药材变脆容易

粉碎到几个微米。还有一种振动

磨，具有冲击粉碎、研磨粉碎及混

炼的功能，可供加工复方及需加

辅料的加工使用，这里不单起了

物料的细化、混合，还有不同物料

之间结合作用。这种振动磨还可

湿法进行运行，这对中药及某些

外用制剂加工提供了方便。

中药配方颗粒（原称单味中药

浓缩颗粒）是对中药饮片、中药汤剂

的一种改革，其中包含着一小部分

传统打粉药，既可直接吞服、冲服，

又可作为其它剂型，如片剂、胶囊

剂、各种中药丸剂及中药外用制剂

的原料。因此，采用超细粉碎技术

来提高中药配方颗粒品质有着良好

前景。广东一方药业有限公司及广

东省中医研究所在 !""" 年已开展

这方面探索性研究工作，至今已对

植物药（叶子类、种子类、根块类）、

矿物药（包括贝壳类）及动物药共

-" 多种进行研究，取得了初步结果

并积累了经验。

目前，生产上已有一些品种采

用了超细粉碎技术并取得明显效

果。如羚羊角、鸡内金、田七、全蝎、

檀香等品种的配方颗粒，溶散快，入

口无砂粒感。在对天麻的研究中，

观察了微粉不同细度与天麻素溶出

度关系、天麻微粉的制粒技术，天麻

微粉颗粒的天麻素溶出度比天麻配

方颗粒提高了 !", 余，且在 - 分钟

之内天麻素已溶出 .", 以上，这将

提高天麻的生物利用度及缩短起效

时间。超细粉体技术对中药的优势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另

一方面，由于中药材的组织结构、化

学成分的复杂性以及至今还有许多

未明因素，超细粉体技术在中药应

用中的复杂性也引起研究者的关

注，如蒲公英超微细粉比细粉的薄

层色谱图多呈现 ! 个斑点 / 1 0。在天

麻的研究中发现天麻的薄壁细胞、

厚壁细胞、各种导管、草酸钙晶受粉

碎的程度不一样，采用筛法分细度

时，各细度中各种组织粉末构成比

例不一样，可推测有效成分在各细

度粉末分布可能含有差异。在天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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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细度超微细粉的薄层色谱

图比较中发现，有一未知成分的斑

点随着细度的提高明显突出，而已

知有效成分天麻素不尽如此。对这

一复杂性，我们正在建立一套评价

系统，粒度分布、显微观察、有效成

分含量测定、薄层色谱图比较、溶

出度比较、药效学及毒理学的研

究，以多方面指标评价中药超细粉

体，从而有效地确定其使用价值及

工艺指标。由于中药超细粉体的表

面大，使之具有吸附力增大、易凝

聚、易受污染的性质，因而给生产

上带来了新要求。为此，我们同时

也进行了工艺流程、工艺条件、生

产设备、生产环境、粉体表现改性

及制粒工艺，以至分装、贮存等方

面的研究。对于中药超细粉体综合

性强的技术，必须与其它技术及工

程措施相结合，方能充分发挥其优

越性，方能在生产上得以应用。目

前，广东一方药业有限公司已组织

了各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工程

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应用超细粉体

来提升中药配方颗粒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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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植物油副产物中提取降胆固醇物质

日本大孤市立工业技术研究所与企业合作，从炼制豆油和菜籽油的副产

物中提取甾醇脂获得成功。这种物质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可用来制造保健食

品。这家研究所发表的科研信息说，这种物质是利用大豆和菜籽榨油过程中脱臭

工艺产生的副产物制作的。在这种榨油副产物中，含有维生素 -、甾醇和妯醇脂等

有用成分，含量各占 !%. 。在提取了甾醇和维生素 - 之后，再使用脂肪酶将其分

解为脂肪酸和甘油 ’丙三醇 (，经过精制，就能够从酶处理液中得到纯度为 ,%. 的

天然甾醇脂。

甾醇脂能降低血液里的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高血压，因此它作为食品添加

剂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与化学合成方法制造的产品相比，这种天然型的甾醇脂不

仅安全性，而且易溶解于水。日本的榨油工业企业每年从脱臭工艺中分离出来的

副产物多达 /%%%0，如果应用该所开发的新技术把甾醇脂全部提取出来，将能获得

巨大的经济效益。

日本汉方制剂依赖中国药材

日本厚生省 !,,, 年度生产动态调查资料显示，当年汉方制剂生产金额约为

1+ 亿港元，占日本医药品总金额的 !" 1. ，而汉方制剂所需的中药材有 2% 3 2/.
是从中国进口的。日本生药学会有关人士称，汉方生药包括香料、成分提取原料、

薰香料、天然色素原料、橡胶类、树脂类等，而常用的汉方制剂有肠胃药、感冒药、

解热镇痛药、滋养强壮药、营养口服药、药用入浴剂等。

据日本海关统计，日本生药的进口量为 2 万多 0，价值约 !/" 1 亿港元，其中

*%. 是从中国进口的。

数秒鉴别致病基因已非设想

据新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瑞士科学家设计出了一套新的计算机软

件，可以使寻找致病基因的时间从数月缩短到几秒钟。开发出这套软件的是瑞士

罗氏集团的研究人员。他们首先创建了一个数据库，其中含有从 !/ 种实验室研究

用小鼠中收集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数据。单核苷酸是基因的基本组成单位，单核苷

酸的变异会造成基因构成上的差异。这种变异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据认为是造

成遗传性疾病的原因。

利用传统的方法，研究人员通常需要数月才能鉴别出一组致病基因，而且需

要培育好几代实验鼠。但借助新的软件，将待检测基因与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快速

比较，这一工作在数秒钟内就能解决。

研究人员介绍说，他们目前主要利用这一系统来寻找导致小鼠产生疾病的单

核苷酸多态性。由于实验室用小鼠与人类拥有大量相同的基因，该系统在研究人

类遗传性疾病方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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