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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健康水平的需要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对于中医外治法的关注也逐渐增强。黑膏药作为
中医外治法中的传统贴敷疗法，其制备技术经过历史洪流延续至今，在与现代科技研发的结合中，获得了新的生机。因此本文从黑膏药制
备技术的古今对比入手，阐明黑膏药的作用机理，简述黑膏药的新工艺对于产品药品研发的意义，并讨论黑膏药的未来发展方向，希望本
文可以为黑膏药的工艺研究新进展及发展趋势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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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膏药作为我国中医外治法的经典治疗方式，其具有着患者局

部病痛，经皮吸收，由表及里，疏散全身，发挥其内治作用，因此
黑膏药在缓解颈肩腰腿不适和治疗风湿痹痛方面有着独特的治疗
和缓解作用。但是传统黑膏药在制备上较为复杂，需要将中药材反
复碾压、高温油炸，以此来提取有效成分，费时费力，且容易对中
药材的有效成分造成破坏，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药品的使用效果，影
响临床疗效。因此，在传统黑膏药的制备工艺基础上，与现代科技
相结合，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有的疗效。 

1 黑膏药的历史沿革和治疗机理 
黑膏药的传统制备方式是通过植物油对药物进行榨取，过滤后

将药油与红丹化合而成的黑色铅质硬膏，在将其整理好形状涂于耐
热防水的材料之后冷却，以供患者在需要是复热贴敷与皮肤使用。
黑膏药作为我国最要应用于外科治法的外用膏药，距今已有 1600
余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医内病外治方剂中的中医智慧，在历史沿革
中展现出显著的疗效。古方中有言[1]：“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
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
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将传统黑膏药与人体经络循行相结合
进行穴位贴敷，既可以使穴位的局部皮肤吸收药物，还可以通过经
络循行散布全身，几种效果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会产生综合作用，
体现在祖国医疗的整体观，亦可以使黑膏药的药效经皮吸收，直达
脏腑。黑膏药的药材选择上多采用具有通经散络、透骨开窍作用的
药材，加以走窜力强的药物为药引，如白芥子、凤仙花、麝香等。
可佐以气味俱厚的中药材增强药力，如半夏、草乌、甘遂、木鳖等
[2]。中药汤剂是中医辨证论治、分型论治的集中体现，根据患者的
体质、发病因素、病情轻重等进行整体判断，千人千方，故其数精
而少。而传统黑膏药主统六经，标本兼治，药量较多，千人一方则
可缓解病情，如清代的程式万全膏有七八十味药材，明代的赵府比
天膏中有百余味药材等。然而因为膏药高度重视黑膏药制备工艺的
现代化发展与研究，提高其生产质量标准，促使生产标准化、质量
控制客观规范化，是现阶段医药工作人员重点思考的课题。 

2 黑膏药的工艺研究新进展 
于红[3]等专家学者研究发现黑膏药在临床使用过程中普遍存在

过敏反应，轻者皮肤出现瘙痒、红斑，重者出现溃疡、发泡，其过
敏反应大大限制了其临床使用。在制备过程中发现采用喷水法和炸
水法时，将膏药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能使“火毒”去尽，属于最
佳方法。采用水浸法去“火毒”降低等方法，对降低黑膏药的过敏
反应的关键技术进行探析，以期最大限度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陈爱华[4]等专家学者通过研究目前市面上黑膏药的使用和流通
情况，阐述黑膏药的销售流通趋势。并且分析现有黑膏药技术改进
的方向完善提取技术，对于油性介质的选择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也
可在基质中适当填入透皮吸收促进剂，以求加快药效的吸收，增强
治疗效果。同时也指出目前橡胶膏剂、贴剂、巴布剂等新剂型的出
现影响了黑膏药的应用和推广。 

王丹丹[5]等专家学者对于黑膏药的毒性药材的制备进行研究，
发现该做法是由黑膏药制剂的提取溶媒、提取工艺以及剂型的特性
等原因造成。因此在黑膏药的制备过程中可以与现代质量鉴定标准
和技术相结合，通过薄层色谱法对黑膏药咳喘膏中细辛所含的毒性
成分马兜铃酸进行了限量检查、采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滴定来测

定其纯度等方法提升黑膏药的制备质量，为黑膏药的适用人群拓宽
思路，为黑膏药中药材有效成分的提取、毒性的降低提供现代科学
技术的支撑。 

唐建飞[6]等专家学者采用薄层色谱法重点研究了软化点、针入
度、黏度等现代检测指标，鉴别了 13 种药材提取的挥发油等传统
经验指标的相关性，建立了制备 BP 的内控标准，认为在透皮制剂
外用过程中，挥发油透皮促进作用与软硬度比较明显，能够有效控
制 BP 中间体的质量。 

刘卫东[7]等专家学者用薄层色谱对狗皮膏中的川芎、大黄、当
归、白芷、血竭进行定性鉴别和质量分析评价，结果表明狗皮膏总
体质量状况差，产品质量问题棘手，药品质量控制落后，应提高现
行标准。同时应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家兔贴敷后血铅含量变
化，对原粉入药的药味进行气相特征图谱研究和含量测定，测出软
化点为 60～70 摄氏度。 

虽然目前关于黑膏药与现代科技结合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
阶段性的进展，但是由于现存的黑膏药研究多停留在单一组方，或
者单一药材的测定之中，因此质量控制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研
究。 

3 讨论 
黑膏药作为我国悠久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医

药历史最久远的剂型之一，具有特殊的制作工艺，而且制备操作偏
人工化，直接制约了膏药生产的自动化发展，但是不可因此就忽略
了它在疾病防治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点保护及积极传承发扬。综
上所述，在黑膏药的制备中，要从多方面对膏药进行质量评价，如
药效成分含量、膏药基质的粘度、硬度、延展性能和“火毒”物质
含量，以及进行软化点监测、黏附力考察、皮肤安全性评价等。在
黑膏药的生产制备过程中，应严格执行质量监测，从生产源头进行
调整改进，从而确保膏药的质量，以此来确保这个历史悠久的剂型
能够继续发展，广泛运用于临床，造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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