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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纳米技术在中药制剂现代化研究进展中的作用
。

方法 综合近几年来中药制剂研究进展中

有关应用纳米技术的文献
。

结果 应用纳米技术于中药制剂后
,

在出现新的药效
,

提高原有疗效
,

中药挥发油

粉末化
,

中药靶向制剂等研究方 面均具有其重要意义
,

也促进 了纳米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

结论 纳米技术与

中药制剂现代化关系甚为密切
,

对其研究发展将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

关键词 纳米技术 中药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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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卫生系统在 世纪 年代对药物制

剂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实现
“

三效
”

高效
、

速效和长

效
、 “

三小
”

剂量小
、

毒性小和副作用小 的要求
。

作为中草药制剂来说
,

由于用药剂量和体积大
,

无效

杂质多
,

剂型古老
,

因而实现
“

三效
” 、 “

三小
”

的要

求
,

尤为迫切需要
。

只有实现这些要求和指标
,

才能

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

当前
“

纳米 中药
”

的提

出是实现这些改革和探索的最佳途径
。

纳米中药制剂的意义
“

纳米中药制剂
”

是指运用纳术技术制造的粒

径小于 的中药有效成分
、

有效部位
、

原药及

其复方制剂
。

由于中药复方的药效的特点是多成

分
、

多靶点的综合整体调节作用
,

因此
,

如何将传统

的中药制剂运用现代的制剂技术一 纳米中药制 

技术是提升中药制剂的质量的有效捷径
。〕

纳米技术

在中药制剂方面的应用
,

在 世纪 年代
,

国内就

有许多研究报道
。

研究的制剂的剂型基本上同化学

药物的剂型
,

如脂质体
、

环糊精包合物
、

纳米粒
、

纳米

乳或胶体溶液等
。

药物主药是经提取的有效成分
、

有效部位或精制 的提取物
。

中药制剂纳米化的 目

的
,

不外是增加 中药成分的溶出
、

吸收 提高疗效和

减少副作用 液体药物粉末化 实现靶向给药等
。

但

在制剂制备和临床应用上有其自己的特色
。

制剂制备时
,

固体药物有一粉碎的过程
,

超细粉

碎技术是达到药物粒径纳米化的第一步
。

现代化粉

碎技术可以达到细胞壁破裂的程度
,

这对提取有效

成分
,

促进药物在体内的吸收有着重要意义
。

由于

中药中含有较 多的纤维素
、

胶质
、

脂肪 和糖类等成

分
,

粉碎难度大
。

一般只能粉碎到微米级的程度
,

一

般粒径在
一 林

,

平均粒径小 于 林
。

对矿



物性药材的粉碎可达到微米以下
。

因此
,

纳米技术

制备植物性中药制剂时
,

实际上先经粉碎
,

再提取后

来实现
。

中药材粒径对有效成分的溶出度有明显影

响
。

如刘产明等〔’〕在测试不同粉碎度 的三七粉末

的溶出度时
,

证实粒度越小
,

三七总皂贰的溶 出量越

大
。

但该实验仅限制在一般粉的粗
、

中
、

细度
,

即都

在微米级的粒度
。

溶出药物的药效特性没有改变

一般植物药的细胞直径在
一 林

,

中药材加工

成 林 左右的微粉
,

就已经把大部分细胞壁打碎
。

因此
,

中药材的提取不宜粉碎过细
,

否则无效高分子

物质
,

如纤维粉碎溶出过多会影响有效成分的溶出
、

扩散和滤取
。

然而经提取的植物药的有效成分或矿

物药物经纳米化的处理后
,

常会出现新 的药效学特

性
,

这对于研究提升传统中药的质量和疗效
,

对开发

新制剂
,

具有重要意义
。

目前报道的中药纳米化
,

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

纳米技术在 中药制剂 中的应用

原药纳米化呈现 新的药效 原药纳米化后 由

于药物特性的改 变
,

从而可使中药皇现新 的功能

如普通牛黄有清热解毒
、

息风止痒
、

化痰开 窍的作

用
。

但牛黄加工到纳米级水平
,

其理化性质 和疗效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并有极强的靶向作用
,

对癌症起

到特效作用
, 〕

。

植物性药物
,

如灵芝
,

用一般的粉

碎技术不能将抱子破壁
,

若用高渊流粉碎机等新 型

粉碎机粉碎后
,

粒径呈微米或纳米状态时
,

可将抱 子

破壁
,

使一部分原来不能释放 出来的成分及功能 因

子被释出
,

从而呈现新 的药效 但由 于植物 中药加

工至纳米粒径时
,

则植物细胞基本完全破坏
。

还有

可能将有效成分 大于纳米粒径的大分子 被破坏

但这在中药有效成分中只是少数

中药纳米化 可提高临床 疗效 有些 中药所 含

有效成分水中难溶或溶解度极小
,

用其原药难 以体

现疗效
,

常需增大剂量来达到疗效 利用纳米技术

将中药制成
一 的颗粒剂

‘

’ ,

可有效地提高

该类中药的生物有效性 和稳定性
,

如有些含内酚类

成分的中药等
。

难溶性的中药成分也可利用载体材料制成纳米

粒径的制剂
。

一般制成固体分散体型的制剂来达到

提高生物利用度 目的
。

已有报道的有 青篙素固体

分散物「〕水飞蓟宾固体分散体
’

、

丹参酮固体分散

物
、

葛根黄酮 固体分散物川
、

黄答昔共沉淀物

等
。

其中李国栋等研制的青篙素固体分散物和原药

相比
,

溶出量
,

固体分散体为原药的 倍 以

上
,

显著提高了药物的溶出度和生物利用度
。

『 ’

 , 〕

 !

中药挥发油或液体成 分粉末化 许多中药有

效成分为挥发油
,

如紫苏
、

薄荷
、

细辛等均含有显著

疗效的挥发油
,

然而临床上直接应用甚为不便
,

不易

分剂量
,

且不稳定
。

如应用纳米技术将其包裹于
一
环糊精中

,

制成粉末状的环糊精包合物
,

则可圆满

地解决 上述临床应用问题
。

其它液体有效成分如蟾

酥等
,

也可用该纳米技术来制成制剂应用
。

中药挥

发油的粉末化的纳米技术
,

也已有不少报道
。

纳米中药的靶向制 剂 应用脂质体
、

纳米囊
、

纳米球和毫微乳等新技术
、

新剂型
,

将中药抗癌成分

制成靶向制剂
。

如将中药抗癌成分喜树碱
、

长春新

碱
、

类胡萝 卜素等制成脂质体应用于临床
,

易浓集于

网状内皮细胞丰富的组织
,

如肝
、

脾
、

肺
、

骨髓和淋巴

等
,

对于治疗该内皮系统的肿瘤等疾病
,

可达到较理

想的疗效 有研究报道
, 一

的单层脂质体能

增加药物在靶区的浓集
,

并能延长其血液中的半衰

期
“, ’ 〕

纳 米 囊 和 纳 米球 纳 米 粒 粒 径 在

 
,

在血液 中也被网状内皮系统摄取
。

有些纳

米粒还有沉积在肿瘤组织的可能
。

因此
,

中药抗癌

成分制成纳米粒制剂
,

同样可具有靶向治疗功效
。

如有研究报道
,

将具有 良好生理相容性和在体内易

降解的天然脂质材料做载体
,

将喜树碱制成了纳米

粒
,

平均粒径 为
,

载药量 为
,

包封率

达
,

该纳米粒可阻止喜树碱的水解
,

降低毒

性 动物实验表 明
,

该喜树碱纳米粒在血液中药物

的滞留时间显著延长
,

在心
、

脑及网状组织系统中的

分布显著增加
。

上述纳米技 术在中药制剂现代化上 的应用
,

一

般还是类同于化学药物或生物药物的纳米技术的应

用 最主要 的区别是中药成分
,

特别是复方中药成

分非常复杂
,

在应用纳米技术时
,

除应用原药的超细

粉碎技术将中药纳米化外
,

其它的中药纳米化技术
,

必须先通过提纯
,

尽可能的除去无效成分
,

保留有效

成分
,

特别是保留其中的活性成分不被破坏
,

这是纳

米技术在中药制剂现代化上应用 的关键
,

也是个难

点 但随着现代分离技术等相关技术的发展
,

会相

应得到解决的
、

相信中药纳米化将在我 国中药宝库

的发掘中发挥巨大作用
,

使我国的中药制剂在国际

市场 展现奇光异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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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
1 任一化合物的吸收曲线通过正交多项式回归

都可以得到数 目极多的褶合曲线
,

这些褶合曲线以

吸收曲线数学分量的形式保存和反映被研究化合物

的吸收特征
。

因此它们如同吸收曲线一样可作为该

化合物定性定量的依据
。

褶合曲线分析法的基本原

理是将吸收度与待测组分浓度之 间的定量关系
,

通

过数学处理转变成各数学分量 Q
」
与浓度之 间的定

量关系
。

在定量分析中
,

褶合曲线法能最大限度地

消除干扰并在干扰组分褶合曲线交零的波长处测定

待测组分的含量 〔‘
,

,
1
。

多组分混合体系与双组分混

合体系不同
,

其干扰组分组成复杂
,

没有固定的曲线

形状
。

本法结合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
,

采用合谱技

术模拟内部标准添加法
,

将干扰消除到最低限度
,

并

逐步将多组分体系转化成双组分体系而达到同时分

别定量多组分的 目的
。

3

.

2 本文以无水乙醇为溶剂是因为阿司匹林易水

解
,

经实验表明其它组分在有水存在时也均有不 同

程度的不稳定性
。

3

.

3 将测得的吸收曲线进行褶合光谱分析时
,

最佳

条件的选择主要由仪器 自动完成
,

但吸收曲线波长

范围的截取尚可通过人机对话进行选择
,

以获得更

佳的测定结果
。

本文经试验截取的吸收曲线波长段

是 250
一
3 1 0

n m
,

间隔为 2
.
Oonm

,

结果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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