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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2021_2022__E6_89_A7_E

4_B8_9A_E8_8D_AF_E5_c23_17542.htm 浸出制剂系指用适当

的溶剂和方法，从药材中浸出有效成分所制成的供内服或外

用的药物制剂。 浸出制剂具有原药材各浸出成分的综合疗效

，作用缓和持久，毒性作用较低。与原材料相比，提高了有

效成分的浓度，减少了用量，便于服用。但在贮存过程中易

产生沉淀、变质，影响外观和药效。特别是水性浸出制剂，

更易发生这种变化。 浸出制剂的类型主要有： （1）水浸出

制剂。在一定加热条件下，药材用水浸出而制成的制剂，如

汤剂、中药合剂。 （2）含醇浸出制剂。在一定条件下用适

当浓度的乙醇或酒浸出的制剂，如酊剂、酒剂、流浸膏剂、

浸膏剂。有些流浸膏虽是用水浸出的，但制成品中一般加有

适量乙醇。 （3）含糖浸出制剂。一般系在水浸出剂型的基

础上，经浓缩等处理后，加入适量蔗糖或其他赋形剂制成。

如内服膏剂（膏滋）、颗粒剂等。 （4）精制浸出制剂。用

适当溶剂浸出后，将浸出液经过适当处理后而制成的制剂。

如由中药材提取的有效部位制得的注射剂、片剂、气雾剂等

。 【相关链接】中药制剂的改革 一、浸出过程 浸出过程系指

溶剂进入细胞组织，溶解其有效成分后形成浸出液的全部过

程。它实质上就是溶质由药材固相转移到溶剂液相中的传质

过程。浸出过程不是简单的溶解作用，一般需经过下列几个

阶段（见教材图4-2）。 1．浸润阶段 当药材粉粒与浸出溶剂

混合时，浸出溶剂首先附着于粉粒表面使之润湿，然后通过

毛细管和细胞间隙进入细胞组织中。浸出溶剂是否能附着于



粉粒表面取决于二者之间的界面情况。浸出溶剂和药材的性

质又是界面情况的决定因素，其中溶剂表面张力和药材中含

有物性质起着主导作用。 2．溶解阶段 药材中有效成分往往

被组织吸收，具有一定亲和力。浸出时溶剂对有效成分具有

更大的亲和力才能引起脱吸附而转入溶剂中，这种作用称为

解吸作用。 溶剂进入细胞后，可溶性成分逐渐溶解，溶剂种

类不同，溶解的对象也不同。水能溶解晶质及胶质，故其浸

出液多含胶体物质而呈胶体液，但乙醇浸出液中含有较少的

胶质，非极性浸出溶剂的浸出液则不含胶质。 3．扩散阶段 

当溶剂在细胞中溶解大量可溶性物质后，细胞内溶液浓度显

著增高，具有较高渗透压，从而细胞内外出现较高的浓度差

，这是扩散阶段浸出的推动力。浸出过程的扩散阶段并不像

固体化学药品在溶液中的扩散那样简单，因为被浸出的高浓

度有效成分在细胞壁内，要到达周围低浓度的溶剂中去时，

首先必须通过药材组织这个障碍，即借助毛细管引力使细胞

内部的高浓度浸出药液经过药材组织的毛细管后流到药材表

面形成一层薄膜，亦称为扩散“边界层”。浸出成分最终通

过此边界层向四周的溶液中扩散。 4．置换阶段 浸出的关键

在于保持最大浓度梯度，否则D、F 及t值将失去作用，浸出

过程也就终止。因此，用新鲜溶剂或浸出液置换药材粉粒周

围的浓浸出液，以提高浸出推动力是保证浸出顺利进行的关

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