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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细胞级粉碎技术在中药药剂中的临床应用探讨�

时艳云1�刘�莉2

石嘴山市中医医院�宁夏�石嘴山�753000

摘�要：目的：分析中药细胞级粉碎技术在中药药剂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7月-2023年7月本院川贝
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开展研究，均为200g，将上述药物均分成2组，分别为对照组100g，实施常规粉碎
技术，观察组100g，实施中药细胞级粉碎技术，借助显微镜，检验中药粒度细度，比较两组检验效果。结果：粉碎
前，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粒度细度均基本一致（P > 0.05）；粉碎后，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
和三七粒度细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的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吸收率和有效成分溶
出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在中药药剂研制中引入中药细胞级粉碎技术，能够有效降低中药粒度细
度，提升药物吸收率和有效成分溶出率，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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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我国特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经历几千年发

展，结合长时间实践，积累了大量用药、医疗经验，形成

独特、完整的中医药理论[1]。但长期以来，我国中药出口

方面不甚理想，分析原因主要为中药研制水平、质量低于

国际有关标准，基于此，加大中药研制力度，提升中药质

量有积极意义，不仅能提升我国中医药竞争力、影响力，

还能提升中医药疗效。近些年，中医药研究越发深入，中

医药发展速度加快，中药制备手段越发先进、现代化，代

表为细胞级粉碎技术。就大部分中药材而言，其来源于动

植物，采取细胞级粉碎技术，能将细胞壁打破，且其破

壁率高于90%，可推动药效成分扩散，促使生物利用度提
升，但因技术先进，有关研究报道不多[2]。本次研究以中

药药剂为对象，分析中药细胞级粉碎技术的应用效果。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7月-2023年7月本院川贝母、云芝、西洋

参、天麻和三七开展研究，均为200g，将上述药物均分
成2组，分别为对照组100g，观察组100g。均和试验用
药标准相符，两组数量、性质和质量均基本一致（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粉碎技术：采取万能打碎机，对川

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进行粉碎处理。

观察组实施中药细胞级粉碎技术：采取静音研磨粉

碎机，对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进行粉碎

处理。

获取到适量五种中药材样本，选取适量无水乙醇，

对其进行分散处理，借助显微镜测量中药粒度细度，同

时计算两组不同处理方式下五种中药材的药物吸收率和

有效成分溶出率。

1.3  观察项目和指标
评价中药粒度细度[3]：观察两种方式处理下五种中药材

粉碎前后的中药粒度细度。评价药物吸收情况[4]：观察两种方

式处理下五种中药材药物吸收率。评价有效成分溶出情况[5]：

观察两种方式处理下五种中药材药物有效成分溶出率。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7.0处理数据，（ ）与（%）表示计量与计数

资料，分别行t与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中药粒度细度比较
粉碎前，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粒度

细度均基本一致（P > 0.05）；粉碎后，川贝母、云芝、
西洋参、天麻和三七粒度细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1。

表1��两组中药粒度细度比较[n(±s)]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 = 100g） 对照组（n = 100g） t P

川贝母（ug）
粉碎前 143.14±12.16 143.28±11.34 0.084 0.933 
粉碎后 38.56±4.50a 117.18±4.26a 126.876 0.000 

云芝（ug）
粉碎前 144.46±12.34 143.94±12.41 0.297 0.767 
粉碎后 5.23±0.12a 76.52±4.69a 151.95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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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 = 100g） 对照组（n = 100g） t P

西洋参（ug）
粉碎前 64.84±3.36 64.71±3.41 0.272 0.786 
粉碎后 1.46±0.23a 22.58±3.53a 59.703 0.000 

天麻（ug）
粉碎前 64.68±4.27 64.71±4.19 0.050 0.960 
粉碎后 1.68±0.31a 23.50±3.36a 64.666 0.000 

三七（ug）
粉碎前 64.24±4.65 64.39±4.18 0.240 0.811 
粉碎后 33.86±3.40a 58.17±5.64a 36.914 0.000 

注：与本组同一药物粉碎前比较，aP < 0.05。

2.2  两组药物吸收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药物

吸收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2。

表2��两组药物吸收情况比较[n( )]
组别 克数 川贝母（%） 云芝（%） 西洋参（%） 天麻（%） 三七（%）

观察组 100g 94.25±4.12 94.56±3.54 95.32±4.24 93.41±3.41 95.23±3.61
对照组 100g 72.36±3.41 71.25±3.36 73.54±0.26 73.52±2.81 70.26±3.41

t / 3.021 186.490 51.272 45.014 50.283 
P /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有效成分溶出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有效

成分溶出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3。

表3��两组有效成分溶出情况比较[n( )]
组别 克数 川贝母（%） 云芝（%） 西洋参（%） 天麻（%） 三七（%）

观察组 100g 73.25±3.62 74.53±3.41 74.26±3.52 75.28±2.26 74.25±3.35
对照组 100g 52.26±3.61 53.26±2.35 51.25±2.41 53.23±2.81 54.22±2.42

t / 41.057 51.360 53.938 61.147 48.468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中药药材大体包含两种类型，分别为矿物质药材及

动植物类药材，后者尽管应用广泛，但因其包含多功能

植物细胞，有效成分储存于细胞中，受完整细胞膜、细

胞壁影响，有效成分释出困难，若粉体颗粒较大，则药

物吸收率显著降低，对药效发挥产生干扰[6]。研制中药制

剂时，应先将其粉碎，将药物性质激发出来，尽可能降

低粉体粒度，将细胞膜、细胞壁打破，成功取得中药有

效成分，尽可能发挥出中药药效，同时有效控制毒物毒

性释放速度，提升用药安全。

既往对中药进行粉碎处理时，常采取常规粉碎技

术，尽管该能粉碎药材，但就部分中药而言，其达不到

药材制药标准，粒度粉碎效果不理想，会对取得制剂和

后续治疗产生影响[7]。细胞级粉碎技术具有先进性，起初

在食品领域、材料领域被使用，随着中医药发展，目前

该技术已被引进中药制剂、原料研究当中。将中药材置

于粉碎设备中，设备可以产生高频振动和冲击，释放出

高能量剪切力，将中药材完全粉碎。处理后的中药材直

径，能达到1~10μm，具有良好粉体溶解性和吸附性，中
药制剂质量显著提高，可为后续治疗提供方便[8]。有关研

究表明，采用该技术后，获取到的颗粒表面积提升，大

小均匀，粉体粒径显著降低，另外其分布范围与药材本

身理化性质之间密切相关。对中药进行粉碎处理后，观

察中心粒径，不超过常规粉碎技术的三分之一，细胞破

壁率显著增加，当其达到标准后，中药有效成分被充分

释放和溶出，采取显微镜检验，完整细胞数量较少[9]。和

常规粉碎技术相比，采用细胞级粉碎技术，能有效降低

药材粒度细度，最终获取到纳米直径或者微米直径，提

升药物吸收量，加强疗效。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粉碎前，

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粒度细度均基本一

致（P > 0.05）；粉碎后，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
和三七粒度细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代表采
取中药细胞级粉碎技术，能显著提升中药材粉碎效果，

减小粒度细度。观察组的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

和三七药物吸收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表示
采用中药细胞级粉碎技术，可有效提高中药材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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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的川贝母、云芝、西洋参、天麻和三七有效成分

溶出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表明借助中药细
胞级粉碎技术，便于促进药物有效成分溶出。

综合分析在研制中药制剂时采取中药细胞级粉碎技

术发挥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粉末均匀：

采用该技术后粉体粒度具有较好成型性，粉体粒度相对

均匀，能有效调节制剂表面均匀性，提高崩解性。中药

经该技术处理后，各种成分分布均匀，能显著提升机体

吸收度，加强疗效。②可控性强：采取该技术时，结合

中药性质，选择适当粉碎温度，特别是如中药存在芳香

类成分，应调整为低温，将药材粉碎，便于保留有效物

质[10]。③提升药物吸收度：采取该技术处理后，中药粉

体粒径明显降低，具有较大表面积，随着制剂崩解，能

够直接将有效成分溶出，使得药物可以和胃肠道黏膜直

接接触，并于其表面吸附，提升中药生物利用度。④节

约物料：针对常规粉碎技术而言，其中药提取率和溶出

率不高，应用该技术能显著提高提取率，可以节约药材

资源，节约率约为30%-70%。实施细胞级粉碎技术后，
可以直接用处理过的药物生产制剂，不需要开展浸提、

煎煮等措施，能减少有效成分损失量，促使中药利用率

提高，防止药力资源浪费，规避其过度消耗。⑤制剂质

量显著提升：采取该技术后，中药制剂更容易吸附，具

有良好分散性，有效成分能充分、快速被机体吸收，给

予患者治疗，基本不会给局部带来明显刺激，能有效提

升制剂质量，保障用药安全。另外，针对一些贵重的中

药材，包括冬虫夏草、鹿茸和海马等，通过该技术，能

将上述药物加工成多种剂型，例如口服散剂、胶囊剂和

微囊等[11]。以不对药材化学性质产生干扰为基础，采用

该技术对中药材进行加工，能促使中药材发挥出小尺寸

效应和表面效应，具有良好性能。说明应用中药细胞级

粉碎技术可以显著提高中药药剂研制效果，保障药物安

全性同时，促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尽管该技术已被广泛

用于中药领域，能调节中药制剂、原料表现出的粉体性

质，给药方式拓宽，制剂类型增多，有效制剂质量提

升，但临床应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对中药进行粉碎

处理前，需要先考虑中药性质，选取适当粉碎方法，确

定粉碎规格，细胞粉碎技术能对中药孔隙、表面积和流

动性等产生影响，进行粉碎后，药物中相应成分进一步

溶出，包括有效、其他成分等，这些成分之间可能相互

作用，产生毒副反应等。

综上所述，在中药药剂研制中引入中药细胞级粉碎

技术，能够有效降低中药粒度细度，提升药物吸收率和

有效成分溶出率，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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