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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D_AF_E5_89_82_E5_c23_564321.htm 胶体按胶粒与分散媒

之间的亲和力强弱，可分为亲液胶体和疏液胶体、当分散媒

为水时，则称为亲水胶体和疏水胶体。胶体分散在分散媒中

形成的系统称为胶体溶液，中药药剂学中应用较多的是胶体

水溶液。 亲水胶体溶液：胶体化合物（蛋白质及其他高分子

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中含有许多亲水基团，能与水分子发生

作用。质点水化后似分子状态分散于水中，形成亲水胶体溶

液。如动物胶汁（阿胶、鹿角胶、明胶及骨胶等）、酶的水

溶液（胃蛋白酶、胰蛋白酶、溶菌酶、尿激酶等）及其他含

蛋白质的生化制剂，植物中纤维素衍生物，天然的多糖类、

粘液质及树胶等，人工合成的右旋糖酐、聚乙烯吡咯烷酮等

等遇水后所形成的胶体溶液均属此类。亲水胶体绝大多数为

高分子化合物，所以亲水胶体溶液也称高分子水溶液。随着

非极性基因数目的增多，胶体的亲水性能降低，而对半极性

溶媒及非极性溶媒的亲和力增加，胶体质点分散在这些溶媒

中时，形成的溶液称为亲液胶体溶液或高分子非水溶液，如

玉米朊乙醇溶液或丙酮溶液。 疏水胶体溶液：疏水胶体溶液

又称溶胶，是由多分子聚集的微粒（1～100nm）分散于水中

形成的分散体系。微粒与水之间水化作用很弱，因此它们与

水之间有较明显的界面，所以溶胶是一个微多相分散系统，

具有聚结不稳定性。溶胶微粒表面有很薄的双电层结构，这

种双电层结构有助于溶胶的稳定性。在药物剂型中疏水胶体

为数极少，但在中药药剂的制备过程中时常遇到。如在胶剂



制备时，往胶汁中加入少量明矾，使胶汁中微细的固体颗粒

（粒径为1～100nm的尘土等杂质）沉淀除去。 保护胶体溶液

：疏水胶体溶液如上所述，具有胶粒易聚结成大的粒子而产

生沉淀的不稳定性。向疏水胶体洛液中加入一定量亲水胶体

溶液，使胶粒表面吸附一层亲水胶体，阻碍胶粒间的相互接

触，增加了疏水胶体的稳定性，这种作用称为胶体的保护作

用，这类胶体称为保护胶体。上面所举胶剂熬制中胶汁从这

个角度来看，因固体颗粒会吸附一些胶液，因此亦可视为保

护胶体；中药汤剂中凡含有胶剂（阿胶、鹿角胶等）者，当

将胶剂烊化汤液之中后，便可能产生保护胶体，使水溶性较

差的成分分散于汤液中而利于药效。 凝胶与干胶：有些亲水

胶体溶液，如明胶水溶液，阿胶、鹿角胶等水溶液，琼脂水

溶液等，在温热条件下为粘稠性流动的液体。但当温度降低

时，呈链状分散的高分子形成网状结构，分散介质水被全部

包含在网状结构之中，形成了不流动的半固体状物，称为凝

胶，形成凝胶的过程称为胶凝。2%明胶水溶液，在一定温度

下，便可形成凝胶；而阿胶等水溶液，则需要较大的浓度时

才能形成凝胶，是因为部分胶原蛋白被水解的缘故。凝胶在

适当温度下放置，失去了网状结构内部的水分，形成固体胶

块称为干凝胶。干凝胶遇水又可以溶化形成亲水胶体溶液，

如果将干凝胶粉碎，则胶溶变快，在温热的水中很快形成亲

水胶体溶液。中药胶剂的制备和应用的全过程，实际上使胶

原或变性产物溶解在水中，形成亲水胶体溶液；再浓缩到一

定浓度，放冷再形成凝胶；将凝胶切成片状块晾干，使成干

凝胶。 触变胶溶液：有少数胶体溶液，如硬脂酸铝分散于植

物油中形成的胶体溶液，在一定温度下静置时，逐渐变为半



固体状凝胶，当振摇时，复又变成可流动的胶体溶液。胶体

溶液的这种性质称为触变性，这种胶体称为触变胶。触变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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