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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凝胶贴膏是指中药或中药提取物与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或亲水性物质混匀后,涂布于裱背材料上制得的外用贴剂，又叫巴布剂，
其与传统膏药剂型相比在载药量，释药性能，皮肤相容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具有极高的临床价值。本文通过整理汇总其背景，内容，
制备方法，基质种类，工艺流程，未来前景，临床实践几方面来探索总结中药凝胶贴膏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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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膏药作为传统剂型在我国有长期的使用历史，膏药疗效确切、

应用便捷等特点。从传统黑膏药到中药橡皮膏的研究，再到引进巴
布剂，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新型膏药剂型的研究不断改进和发展，透
皮给药系统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凝胶膏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2.研究内容 
中药凝胶贴膏是指中药或中药提取物与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

或亲水性物质混匀后,涂布于裱背材料上制得的外用贴剂,即在基质
中加入中药提取物或粉末，经炼合而成的贴膏剂，又叫巴布剂，一
般由背衬层、膏体层以及盖衬层组成，[1]与传统的黑膏剂、橡皮膏
剂相比，它具有载药量大、释药性能好、胃肠刺激小、保湿性能好、
毒副作用小、可随时反复停药或贴敷等特点,逐渐受到科研工作者的
广泛关注[2]。目前已有的上市包括消炎镇痛巴布膏、祛风骨痛巴布
膏等，临床上主要用于软组织损伤、风湿痹症等疾病。 

3.制备技术 
凝胶膏剂制备工艺主要包括基质成型工艺和制剂成型工艺, 还

包括药材提取、纯化、制成浸膏或制成粉末等。[3] 药物提取将药
物原材料进行预处理之后，通过提取段、分离断等方式得到挥发油、
提取液的部分，预处理是指把药材进行炮制、粉碎、浸泡等过程，
有利于提取时溶质的加速溶解和扩散，提取段是主要工序，通过蒸
汽加热使药材颗粒的有效成分、挥发油等物质向提取液扩散以达到
目的；分离段以得到纯净的挥发油。影响提取的因素有提取温度、
时间、次数、药材颗粒半径、固液相接触情况、预处理浸泡、药渣
吸附作用对提取质量的影响等，必须选用合理的条件以达到提取的
目的。制备工艺影响因素主要有基质因素、药物因素、工业制备因
素等，需要多方面综合考量。[4] 

4.基质研究 
基质主要由黏合剂、保湿剂、填充剂、交联剂、透促剂组成，

因其含水量较大，常加入适量的抑菌剂，如苯甲酸、山梨酸等，为
了增强稳定性，还会加入适量的 pH 调节剂，如酒石酸、柠檬酸等。
基质的选择在其制备工艺中非常重要,基质的处方设计合理配比是
制成优良凝胶膏剂的技术关键，其核心是中药处方。目前对凝胶膏
剂处方配比的研究大多采用正交试验法、均匀试验设计法及效应面
优化法来确定基质配方的优良状况，以初黏力、持黏力、剥离强度、
外观性状、涂展性、渗布程度等为评价指标。[5] 

5.工艺流程 
成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药物因素、膏体因素、工艺因素。

药物成分复杂多样，其化学性质的变化影响膏体的各项性能。膏体
的含水量和载药量同样也是其影响剂型的重要因素。[6]由于凝胶膏
是经皮给药，经皮给药系统根据其类型与组成有不同的制备方法，
主要可分三种类型：涂膜复合工艺，充填热合工艺，骨架粘合工艺。
其工艺类型有复合模型、填充封闭型、聚合物骨架型，还包括涂布
工艺、干燥工艺。[7]巴布剂的制备工艺流程基本如下:主药支持层背
衬层 

↓↓ 
基质→膏体层→涂布→裁剪→包装→成品[8] 
6.研究前景 
中药凝胶膏剂是在传统膏药的基础上融合现代科技制药技术

上形成的，不仅有传统膏药方便等优点，同时药物经皮吸收由于具

有避免肝脏首过效应、降低药物不良反应、药效高、给药量小、便
于给药等独特优点，近年来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但在取得进展的同
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由于中药所含成分复杂且有效成分不明确，
多以粗提物入药，使得制剂的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等指标难以满足
要求，中药成分复杂、药物有效成分提纯受温原材料、温度等各方
面因素限制，要加强药物提取质量的提升，完善提纯过程，经皮渗
透的研究难以反映制剂的内在质量，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还不能
满足研究和生产的需要，膏体载药量受限制，基质配比不合适，质
量评价体系不完善，缺乏统一管理标准，生产技术相对比较落后等
问题。 

7.临床实践 
巴布剂在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研究发现，巴布剂对急性

软组织损伤有疗效，对中药凝胶贴膏的临床应用研究发现其在临床
上已得到广泛应用，在治疗关节炎、软组织损伤、腰椎间盘突出症、
乳腺增生、静脉炎、骨质疏松症、高血压、肝胆疾病、腹泻、膝关
节性骨性关节炎等疾病中都具有好的疗效。[9] 

8.小结 
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中医外治法也焕发出无限的活力，膏药

作为我国传统治疗手段具有疗效明显，应用便捷等优点，而中药凝
胶贴膏的出现更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功能更加完善，临床效果
更为显著，与传统膏药相比，其具有载药量大、释药性能好、胃肠
刺激小、剂量准确、血药浓度平衡、毒副作用小、使用方便,可随时
反复停药或贴敷等优势。研究前景极为广阔，但其也存在合适的药
用高分子材料较匮乏，膏体载药量受限制，基质配比不合适，质量
评价体系不完善，缺乏统一管理标准，生产技术相对比较落后等问
题。本文通过总结归纳中药凝胶贴膏的研究现状，旨在为后续研究
者提供理论依据，使中药凝胶贴膏在未来临床发挥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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