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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微囊技术将传统中药制剂技术和现代高分子技术相融合，利用高分子或共聚物材料将固态或液态药物包裹成为微型胶囊的过程。

作为现代应用较广泛的中药新剂型，其独特的缓释作用、靶向作用使其在一些特殊药剂对的制备中占据主要市场。因此本文将关注的重点

聚集在中药微囊制剂制备技术及应用现状研究进展上，通过阐述微囊技术制备技术，综述目前中药微囊技术的应用现状，并展望中药微囊

技术在中药制剂现代化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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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技术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应用于鱼肝油相关药物的制备
当中，我国对于微囊技术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虽然
开始的时间较晚，但是药物微囊制剂技术的研究在中药制剂的领域
研究展现出诸多优势。在药物稳定性提高，挥发性药物制备，靶向
药物治疗，刺激性药物缓释等方面有较多的研究，为中药制备技术
的现代化应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因此研究微囊技术在中药制剂
中的应用对于未来中药新剂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作用。 
一、微囊制备技术现状分析 

微型包囊技术即为通过天然或者合成的分子材料，将其作为囊
壳，将固体或液体药物（囊心物）包裹成微小胶囊的一种微囊化技
术[1]。目前或内常见的微囊制备技术可分为物理制备法、化学制备
法以及物理化学制备法，根据微囊内含药物的不同、微囊制备材料
的特性、微囊粒径大小、囊心物的释放性能和靶向特点可以采用不
同的制备方法进行制定。市面上最常见的微囊制备技术就是单凝聚
法和复凝聚法。作为一种可逆的成囊制备技术，单凝聚微囊技术是
在特定的某种聚合物（如明胶）的混合溶液中加入凝聚剂成囊。艾
凤伟[2]通过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化其制备工艺，并对载药量、微
囊的粒径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优化青蒿素微囊的制备工艺，并对
制备的青蒿素微囊进行质量评价研究。试验表明，该微囊具有较好
的缓释作用。复凝聚法是利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电荷不用的聚合物混
合融合，达到聚合效果，但是和单凝聚制备相比该制备方法不可逆。
李琼[3]以明胶－阿拉伯胶为复合囊材，采用复凝聚法制备姜黄素微
囊，利用 Box-Be 效应面法优化制备工艺，制得的微囊囊形圆整、
均匀，且有效提高了姜黄素的稳定性，并具有一定的缓释性活性炭
可以替代稳定性较差的药物优化工艺，得到了工艺简单可靠、溶出
合理的姜黄素微囊处方。 
二、中药微囊技术应用现状 

自中药微囊制备技术开展以来，从传统的挥发性药物的微囊制
备，逐渐发展到抗肿瘤微囊制剂、中药缓释微囊制剂、肠溶中药微
囊制剂等方面，其研究已进入现代药剂学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
值。 

2.1 抗肿瘤中药微囊制剂 
抗肿瘤中药微囊制剂对于药物以及微囊的靶向作用要求极高，

中药靶向微囊利用微囊作为载体，促使药物选择性地浓集定位于靶
部位，从而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提高药效。胡强[4]采用纳米复合
材料包载蟾毒灵制备成靶向纳米微囊，使药物具有了肿瘤靶向性，
在肿瘤组织内滞留缓慢释放，可以提高药效，并可以减少原有的药
物副作用。张雨曦[5]以盐酸川芎嗪为抗肿瘤模型药，其稳定性高，
具有较好的靶向性，载脂质体微囊载药量较高，外观圆整，粒径符
合实验要求，有效提高了盐酸川芎嗪的抗肿瘤效果。宫崧峰[6]采用
脂膜微囊承载紫杉醇，采用微囊作为靶向载体，有效提高了紫杉醇
杀伤肿瘤的能力，降低了毒副作用，明显延长了大鼠的生存期。可
见抗肿瘤微囊的应用，无疑将是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突
破，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2.2 中药缓释微囊制剂 
中药传统制剂技术存在缓释性弱、药物剂量难以控制、生物利

用率和体内转化率低等技术，而中药缓释微囊技术的应用为改变中
药材有效药物的释放和控制提供了基础。阮心明[7]采用微囊制粒机
制备了青蒿油－壳聚糖缓释微囊，并检测了产品的载药量和包封率
结果证明本法工艺简单易行，稳定，重现性好，青蒿油－壳聚糖缓
释微囊具有进一步开发和应用价值。李小玲[8]采用凝聚法以自制微
囊制粒机制备了莪术油－壳聚糖缓释微囊，并考察了产品的载药
量、包封率与体外释放度，考察莪术油－壳聚糖缓释微囊的制备工
艺。证明采用凝聚法制备莪术油－壳聚糖缓释微囊有利于提升药物
的安全性，为缓释微囊临床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综上所述，加强复
合材料的微囊研究可以有效提升中医药的缓释作用，为中医药在不
同体质人群的用药形式上提供新的选择途径，同时提升药物的安全
性和利用价值。 
三、展望 

微囊技术在药物制剂方面具有缓释和靶向的作用，对于一些易
挥发药物、刺激性药物、靶向药物的药物供给方面有着重要的临床
意义，同时微囊技术在中药制剂方面的应用弥补了中药制剂的缺点
和不足。近年来我国对于微囊制备技术的研究仅限于传统方面，但
在微囊技术的质量监控、评价以及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仍有一定的难
度。中西医结合药物制剂的研究，在未来的中药制剂研究中具有巨
大的潜力，也是一个提升中药药效的良好突破口。因此未来中医药
的发展重点为中医药微囊制剂技术的辨证论治以及中医药微囊技
术“药辅合一”的制剂理念。综上所述，中医药微囊技术可以为未
来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方向，使中药微囊制剂成为稳
定、准确、有效、安全的现代中药制剂技术，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取
长补短，为中医药的对外交流发展，或内中医药文化自信建设产生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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