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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9_82_E5_AD_A6_E9_c23_17519.htm 第7章 气雾剂、膜剂和

涂膜剂 重点内容 气雾剂的概念、特点、分类、组成和质量要

求 次重点内容 1．气雾剂的制备方法与药物吸收 2．喷雾剂、

吸人粉雾剂的概念 3．膜剂的概念、特点、常用成膜材料和

制备方法 考点摘要 7.1气雾剂 7.1.1概述 １．气雾剂、喷雾剂

、吸入粉雾剂的概念【掌】与区别【掌】 气雾剂：药物与适

宜的抛射剂封装于具有特制阀门系统的耐压密封容器中而制

成的制剂。使用时，借抛射剂的压力将内容物喷出。 喷雾剂

：不含抛射剂，借助于手动泵的压力将药液喷成雾状的制剂

。 吸入粉雾剂：微粉化药物与载体以胶囊、泡囊或高剂量储

库形式，采用特制的干粉吸人装置，由患者主动吸人雾化药

物的制剂。 气雾剂 喷雾剂 吸入粉雾剂 动力 抛射剂或气体 气

体或雾化，压力不恒定 主动吸入 喷出物 气溶胶或泡沫 细液

滴或条状半固体 微粉 阀门内孔 二个 三个且较大 简单 ２．气

雾剂的特点【掌】 １）使用方便，药物直达作用部位，速效

。 ２）无首过作用及胃肠道破坏。 ３）药物以雾状喷出，可

减少对创面的刺激性。 ４）稳定（容器密闭、避光）。 ５）

可以用定量阀门准确控制剂量； 缺点： １）成本较高（耐压

容器、阀门系统和特殊的生产设备）。 ２）抛射剂有致冷效

应，多次使用于受伤皮肤创面可引起不适与刺激； ３）抛射

剂有一定的毒性，不适宜心脏病患者作为吸入气雾剂使用。 

４）易发生爆炸。 7.1.2分类【掌】 １．按相的组成分 １）二

相气雾剂（溶液型）有液体和气体两相，可加乙醇或丙二醇



、聚乙二醇作潜溶剂 ２）三相气雾剂 （１）混悬型气雾剂（

混悬型）有气体、液体和固体或气体和两种不相溶的液体共

三相。 （２）乳剂型气雾剂 （乳剂型） 药液与抛射剂的乳剂

，使用时内容物以泡沫状喷出。 2. 按分散系统分：溶液型、

混悬型(形成烟雾状)及乳剂型(W／O型或O／W型乳剂)三类

。 3．按医疗用途分有三：吸入、皮肤与粘膜、空间消毒和

杀虫用气雾剂 7.1.3质量要求 １．无毒、无刺激。 ２．喷出物

的雾滴或雾粒要细小、均匀，剂量准确。 ３．泄漏与爆破应

符合规定，确保安全使用。 ４．用于烧伤、烫伤的气雾剂应

无菌。 7.1.4吸入气雾剂中药物的吸收【熟】 １．肺部吸收快

，速效不亚于静脉注射。原因：肺吸收表面积大；肺泡内气

血扩散。 ２．影响吸收的因素 １）药物的性质①小分子药物

吸收快；②脂溶性（油/水分配系数大）的药物，吸收快； 2

）微粒的大小 控制在0.5~5μm范围内最适宜。太细随呼气排

出；太粗沉降吸收慢。 7.1.5气雾剂的组成【掌】 包括抛射剂

、药物与附加剂、耐压容器和阀门系统四部分。 １．抛射剂 

１）抛射剂的作用抛射药液的动力兼溶剂。 ２）抛射剂的种

类：一般分为氟氯烷烃(又称氟里昂Fieon)、碳氢化合物及压

缩气体三类。 （１）氟氯烷烃类即氟利昂（Freon）类，常用

的有F11、F12和F14 ，多混合使用。不宜心脏疾病患者作为吸

入气雾剂使用。能破坏大气中的臭氧层。 （２）碳氢化合物

可用的有丙烷、正丁烷等。不宜单独使用，常与氟氯烷烃类

合用。 （３）压缩气体液化的二氧化碳、氮气等。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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