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制粒技术

制粒技术是指将药材的提取物与适宜辅料或与部分药材细粉混匀，制成具有

一定形状或大小的干燥颗粒的操作技术。颗粒常指的是粒度为 0.1-3.0mm 的固体

粒子。颗粒成形的途径大致有三种情况：①由微小粒子（粉末）聚集成形，或固

体粒子表面被覆，使粒径变大；②由粒子的聚集物或成形物再碎解而得较小的粒

状物；③由熔融物质分散、冷却、固化而得粒状物。因此，从广义上说，结晶、

粉碎也属于制粒的范畴。制得的颗粒状物料与粉末相比。粒径大，黏附性、凝聚

性大为减弱，从而改善了物料的流动性、可压性；制粒尚可减少或消除混合物料

中各成分之间因粒度、密度存在差异而产生的离析，避免制剂含量不均匀或重量

差异过大；通过制粒还可以调整堆密度，改善溶解性能，以及降低细粉飞扬和对

器壁的黏附性，以防环境污染和粉料损失。

在中药制药生产中，制粒作为粒子的加工过程。可达到某种工艺或剂型方面

要求的相应目的，几乎与所有固体制剂的制备及质量相关，制成的颗粒可以是最

终成型产品也可以是中间体。如颗粒剂、微丸、滴丸等必须通过制粒成型；片剂、

胶囊剂等，需借助制粒改善颗粒的流动性与可压性，以便于充填、分剂量和压片；

以及可应用制粒方法使制剂产生预期的速效或长效作用等。

常用的制粒方法有：湿法制粒、干法制版、喷雾制粒、流化床制粒、熔融法

制粒和液相中晶析制粒等，可根据所需颗粒的特性选择适宜的制粒方法。

湿法制粒应用最为广泛，一般将处方中部分药材或全部药材制成稠浸膏，另

一部分药材粉碎成细粉，稠浸膏与药材细粉或辅料混合后若黏性适中，可直接制

成软材供制颗粒；若两者混合后黏性不足，则需另加适量的黏合剂或润湿剂制粒；

若两者混合后黏性太大以致难以制粒.须将稠浸膏与药材细粉混勾，烘干，粉碎

成细粉，再加润湿剂制软材，制颗粒；也可采用干燥浸膏粉制粒，即将干浸膏先

粉碎成细粉，加润湿剂，制软材，再制颗粒。湿法制粒包括挤压制料、转动制粒、

高速搅拌制粒等多种方式，制粒设备的发展十分迅速。

干法制粒可将喷雾干燥的细粉直接干挤制粒或干浸膏直接粉碎成颗粒。还可

将干浸膏粉先压成大片再粉碎成颗粒。

喷雾制粒法采用流化技术将药物溶液或混悬液通过雾化器喷雾于干燥室内

的热气流中，使水分迅速蒸发而直接制成球状干燥细颗粒的方法，可直接压片或

再经滚转制粒。本质上也属于湿法制粒范围。

流化床制粒是利用热气流使流化床的“底料”悬浮呈沸腾状，将中药浓缩液

或黏合剂（润湿剂）均匀喷入使之黏结成粒的方法。由于混合、干燥、制粒在-

台设备中完成，也称一步制粒法，属湿法制粒范围。

熔融法制粒系指通过熔融的黏合剂将药物、辅料粉末黏合在一起制成颗粒的

方法。该法又分为熔融搅拌制粒法和流化熔融制粒法，尤适于对水、热不稳定的

药物。

液相中晶析制粒法是20世纪80年代初药剂学领域兴起的一项制备微丸的新



工艺，因其颗粒为球形，也称球形晶析制粒法，简称球晶制粒法。该法制备原理

是药物在液相中析出结晶的同时，借液体架桥剂和搅拌的作用聚结成球形颗粒的

方法。其颗粒的流动性、充填性、压缩成型性均好，因此可少用辅料或不用辅料

直接压片。

制粒技术是中药制药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制备技术，主要用于颗粒剂的制备。

由于不同制粒方法和制粒条件所获得的颗粒不同。如何根据不同制粒目的和物料

性质选用与嗓作，对制剂的成型工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