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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纳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现代中药开辟了新的天地。本文主要介绍了纳米技术高效性、靶向性、稳定性等优点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字：纳米技术；中药制剂 

 

1 前言 
纳米是一种物理长度单位，约为 45 个原子排列的长度[1]。纳

米技术就是指将物质的粒径限制在 1~1000nm 颗粒的一种技术。在
医药领域首次引入纳米技术大概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人们主
要用纳米技术开发抗癌药物。到 20 世纪 80 年代，纳米技术初次被
人们引入到新领域——医药领域。“纳米中药”的概念[2]是华中科
技大学徐辉碧、杨祥良等人在研究牛黄加工至纳米级其理化性质和
药效发生巨大改变而提出的，纳米中药技术的第一个专利也是他们
在这一时间内申请的。近年来，在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下，纳米技术
在现代中药制剂领域中又取得新的进展。 
2 纳米中药的优势 

药物的理化性质与其空间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药物的理
化性质和生物活性随着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巨大变化。其主要优
势有： 
2.1 提高中药生物利用度 

一般中药因其细胞壁完整，人们只能吸收利用其中很少的有效
成分。若想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可以加快药物的溶出速度，而
药物溶出的速度随药物颗粒的减小而加快。因而可以利用纳米技术
将药物颗粒加工成纳米级别，减小其半径，增加比表面积，进而加
快药物的溶出速度，增加对药物有效成分的吸收，提高了中药的生
物利用度。在实际应用中一般将中药制成固体分散体制剂。例如，
何军等[3] 对水飞蓟素固体脂质纳米粒口服吸收的研究不难发现，其
余两种非纳米制剂的生物利用度显著低于固体脂质纳米粒药物。除
此之外，被报道的固体分散体还有还有葛根酮、青蒿素、丹参酮和
黄芩苷共沉淀物等[4]。 
2.2 缓释功能 

运用纳米技术将中药制成缓释剂，可以延长了药物疗效。另外
发挥缓释作用的还有纳米粒子表面的双电层结构[5]。刘建平[6]对丹参
酮ⅡA 固体脂质纳米粒的体外释药以及大鼠肠吸收特性的研究实验
可以说明固体脂质纳米粒具有缓释功能。 
2.3 提高药物靶向性 

中药制成纳米制剂后可以直达靶器官、靶组织、靶细胞这样可
以有效的减少药物因选择性低而引起的不良反应，增加药物的疗
效。杨凯等[7]研制出具有颈淋巴结靶向性功能的葫芦素 BE 聚乳酸纳
米颗粒（CUBE-PLA-NP)冻干针剂，经过口腔癌周粘膜下注射，可
以对淋巴结转移灶有很好的靶向功能。这样可以使药物有选择性的
聚集在颈淋巴结转移灶内，既可以增加病灶内的血药浓度，降低其
他部位的药物浓度，减少不良反应，又可以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 
2.4 改变中药传统剂型，丰富给药途径 

传统中药汤剂、丸剂、散剂、丹剂等均以口服为主且起效均慢。
但是，将纳米技术应用到药物制剂中，丰富了给药途径，增大了中
药在临床使用中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例如：靶向制剂有丹参多相脂
质体、人参皂苷脂质体、黄芩前体脂质体等[4]。 
2.5 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 

中药纳米颗粒不仅提高药物疗效还降低了其毒副作用。韩静等
[8]研究表明进入体内的载药纳米颗粒可以迅速聚集在肝脏、脾等网
状内皮系统的主要器官，从而减轻治疗药物因非特定聚集而引起的
毒性。 
2.6 提高中药复方疗效稳定性 

中药复方制剂有着较差的稳定性，在制备过程中，极易伴随着
理化性质改变，如络合、氧化、还原、分解等化学变化，产生新的

有效成分，且其机制不明确，可能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而经过纳
米化处理的中药，其含有的酯键更易于互相作用出现新的有效成
分，对中药进行纳米化处理，使其酯键相互作用，产生新的有效成
分，可以增加中药复方制剂的疗效[9-11]。 
3 纳米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 

纳米技术的运用离不开中医药理论，必须将两者进行有机结
合。以中医药理论（药代动力学、中药制剂、中药化学、中药学、
药理学、临床）为基础，灵活运用纳米技术，对中药制剂进行更加
深入的研究。 
3.2 纳米中药稳定性问题 

对中药进行改性使其成为纳米颗粒之后，可能会使某些副作用
减弱或消退，增加药物的疗效，然而中药的化学成分复杂多样，并
且各种成分作用机制不明确，也可能会增加或产生毒副作用。另外，
纳米化处理使中药的有效成分和药效不明确，稳定性、可控性也不
明确，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加强纳米制剂的稳定性，保持或增
强原有疗效，减轻或消除毒副作用是中药制剂研究过程中一大难
题。 
3.3 纳米中药的制备问题 

目前纳米中药的制备仍然是中药制备研究中的重点任务，虽纳
米中药已提出二十多年，但是优良的制备方法仍需不断地探索。特
别是中药的有效成分大多来源于动植物，而这些有效成分不易提取
制备。一般的化学方法和高温、高压的物理方法都会使其结构发生
改变，影响药物活性，而一般的机械粉碎又很难使其加工至纳米级。
因此纳米中药制备方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3.4 中药基础问题研究 

中药的活性化学组分是中药复方的物质基础，然而中药复方有
效成分的检测与控制非常艰巨。因而，有效成分的分离提纯、质量
检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是中药研究的关键[12]。 
4 总结语 

从纳米技术可用来改善中药有效成分[13]、纳米载药系统在挥发
油中的应用[14]、难溶性纳米混悬剂的制备[15]、药物纳米晶体制备[16]、
纳米技术在中药复方制剂中的应用等均可看出纳米技术应用在中
药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另外，纳米技术可以丰富给药途径，
简化制备工艺，利于对制剂质量的控制，加紧中药制剂工业化进程，
有利于中药制剂在国际上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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