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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D_AF_E8_8D_AF_E5_c23_18798.htm 蜡丸［含义、特点与

蜂蜡的处理］ 1.含义 系将药粉用蜂蜡为粘合剂制成的圆球形

丸剂。 2.特点 蜡丸在体内释放药物极缓慢、延长药效；可调

节用蜡量，使丸药在胃中不溶解而在肠中溶散；可防止药物

中毒或对胃起强烈的刺激。 3.蜂蜡的要求与处理 蜡丸所用的

蜡为纯蜂蜡，又称黄蜡，呈浅黄色块状，断面呈颗粒状突起

，微香，嚼之细腻粘牙而无味，熔点62℃～67℃，相对密度

为0.965～0.969。川白蜡、石蜡均不能供制蜡丸用。 蜂蜡的处

理方法一般有漂蜡和煮蜡。 蜡丸［含义、特点与蜂蜡的处理

］ 1.含义 系将药粉用蜂蜡为粘合剂制成的圆球形丸剂。 2.特

点 蜡丸在体内释放药物极缓慢、延长药效；可调节用蜡量，

使丸药在胃中不溶解而在肠中溶散；可防止药物中毒或对胃

起强烈的刺激。 3.蜂蜡的要求与处理 蜡丸所用的蜡为纯蜂蜡

，又称黄蜡，呈浅黄色块状，断面呈颗粒状突起，微香，嚼

之细腻粘牙而无味，熔点62℃～67℃，相对密度为0.965

～0.969。川白蜡、石蜡均不能供制蜡丸用。 蜂蜡的处理方法

一般有漂蜡和煮蜡。 蜡丸［制法］ 蜡丸一般采用塑制法，按

处方规定数量的纯净蜂蜡，加热熔化，稍冷至70℃左右，待

蜡液边沿开始凝固、表面有结膜时，倾入混合好的药粉，及

时搅拌，直至混合均匀，趁热制丸。由于蜂蜡本身粘性小，

主要是利用它熔化后能与药物细粉混合，稍冷，待凝结时具

有可塑性而能制成丸块。所以在整个操作过程中要控制温度

。下药料时,若温度过高药粉与蜡分层无法混悬，过低又来不



及混合，制不成丸块，搓丸时，丸块温度必须保持在60℃

～70℃，过高过低皆无法分剂量和成型。蜡丸的含蜡量高低

也直接影响着溶散和疗效，实践经验证明，植物药物多的处

方用蜡量宜稍高，药粉与蜂蜡比例约1∶1；植物药比例小，

矿物药比例大的，以及含有结晶水的矿物药如白矾、硼砂等

，用蜡量应偏低，药粉与蜂蜡的比例一般1∶0.5；矿物药比例

虽大，但不含结晶水，或含少量结晶水的可用1∶0.7～0.8。 

蜡丸的干燥：塑制法的蜡丸含水量少，一般不必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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