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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汤剂特色 ,克服其缺点 ,是汤剂剂型改革必须遵循

的原则。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应用以

及药学人员的不断研究 ,创制了一些适应现代生活的新剂

型 ,促进了中药药学的发展 ,使汤剂焕发新的活力 ,在制作水

平和提高疗效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1　中药煮散

煮散是在古代曾经广泛使用的一种汤剂形式 ,是药材粗

颗粒与水共煮取汁而制成的液体制剂。 与汤剂比较 ,其有节

省药材、便于煎煮提高效率和汤剂质量的特点。 近代研究证

明煮散的煎出率高于饮片 ,以饮片全量与 1 /3饮片量制成的

颗粒做煎煮比较 ,泻心汤总蒽醌量超出前者的 0. 38倍 ,四物

汤总糖量为前者的 1. 11倍苓芍汤总煎出物比前者多 0. 56

倍。归脾汤提高 0. 31倍 ,银翘散粗末煎服治愈感冒其用量仅

为全饮片的 1 /5左右 [1] ,而且煎煮时间比饮片短。

2　中药合剂 (浓煎剂 )

合剂是中药材经提取、浓缩而制成的内服液体剂型 ,属

于汤剂改进剂型。合剂能保持汤剂特色 ,克服煎服麻烦 ,缩减

体积 ,便于服用、携带和贮存 ,但不能随证加减 ,且多为混悬

型液体 ,故常有“服时摇匀”的标签。

3　口服液剂

该剂型系选用合理方法 ,提取中药有效成分在无菌或半

无菌条件下灌制成的液体剂型 ,是在汤剂、合剂上的改进 ,为

精致的中药汤剂。具有吸收快、剂量小、服用方便的特点。但

生产工艺及条件要求高。 如四逆汤改进为口服液后 ,为急诊

用药的新剂型。此外还有国家医药管理局规定的中医院急诊

用药“外心气口服液”、“滋心阴口服液”等。

4　中药冲剂

将药材提取物 ,添加适量赋型剂制成干燥颗粒或块状 ,

用时加开水冲服的内服剂型。冲剂是于 60年代末开始生产 ,

70年代以来国内发展起来的剂型。 由于变液体制剂为固体

制剂 ,提高了稳定性 ,有利于贮存、运输 ,同时又加水冲服 ,具

备汤剂易吸收、作用快的特点。但不能随证加减。为了克服中

成药不能辨证使用或辨证选用而种类不全的特点 ,还开发研

制了系列冲剂。如感冒系列冲剂、乙肝系列冲剂等 ,方便了临

床辨证选用。系列冲剂的出现 ,在保持汤剂特色的同时 ,也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为汤剂剂型改革拓展了新的研制

思路。

5　袋泡剂

袋泡剂以中药煮散为基础 ,将药材加工制成一定粒度 ,

按剂量分袋于通透性好的滤纸袋中 ,用时加沸水冲泡饮用的

新剂型。 杨永华 [2]对 105种单味药袋泡剂及 14种袋泡剂与

汤剂进行化学成分 ,水溶出率比较 ,袋泡剂能够较多的保留

挥发性成分 ,水溶出率高于或近似于汤剂。 结果表明该剂型

能较好体现、保持汤剂特色 ,可部分代替汤剂使用。

6　中药新型方便汤剂

该剂型系采用临床疗效可靠、应用广泛的各类方剂 ,将

方中一至数味药粉碎作吸附剂 ,另大部分药材共煎浓缩作附

着药 ,采用独特工艺制成的中药新剂型 [3]。 该剂型保持传统

汤剂特色 ,又具有服用、携带方便 ,发挥药效迅速 ,为中医急

诊创制了一个新剂型。 姚毅等 [4, 5]通过对银翘解毒汤等 5种

方便汤剂的实验比较表明 ,该剂型浸出率高 ,浸速率、有效成

分含量优于传统汤剂。其特点是在该工艺处理中将处方中相

对质轻、味薄、气淡 ,不宜久煎的所谓“后下”类药均作吸收剂

处理 ,能够较多保留易挥发、易热解成分 ,是目前最接近传统

汤剂的中药新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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