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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学 标

出丸 的含 、特点、分 。说 剂 义 类

出水丸、密丸的定 、范 、特点。说 义 围

明确水丸中常用的 形 。赋 剂

明制 水丸、蜜丸的制 工 操作 。讲 备 备 艺与 关键

明确蜜丸中蜂蜜的 制。选择与炼

德育渗透

青年学生在校时要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能，培养高

尚的品质，无私奉献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为祖国的医药事业

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方法教学 授法、 法讲 讨论

新知识

新技 或术

料参阅资

中药复方指纹图谱是表达复方物质化学特征的指纹图，包括波

谱（紫外、红外和核磁共振等）指纹图谱和色谱（气相和液相等）

指纹图谱。指纹图谱是一种综合的，可量化的检查手段，是当前符

合中药特色，能较全面反映中药复方化学信息的模式。

中成 志药杂

双语教学

丸  （剂 pill）  

中 （药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制 （剂 preparation）

蔗糖（cane sugar）

蜂蜜（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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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课]说出你所知道的丸剂类型？你在生活中用过那些丸剂

水丸、蜜丸、糊丸、浓缩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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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 丸剂的含义与特点

1、 丸剂的含义：丸剂系指药材细粉或药材提取物加适宜的

赋形剂制成 的球形或类球形剂型。主要供内服。

2、 丸剂的简史：丸剂属于传统剂型之一，是一种大剂型，

临床上应用较广泛。

3、 丸剂的特点：优点：

⑴ 在胃肠道中溶散缓慢，逐渐释放药物，作用持久。

⑵ 减少毒性和不良反应

⑶ 丸剂在制备过程中能容纳固体、液体、半固体。

⑷ 能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

⑸ 制作简单。

缺点：⑴ 服用量较大，容散时限难以控制，易受微生物污染。

二、分类

（一） 按制备方法分类：

1、泛制丸

2、塑制丸

3、滴制丸

（二） 按赋形剂分类：水丸、蜜丸、糊丸、蜡丸、浓缩丸等。

第二节 水丸
、 含义与特点

水丸的含义：系指药材细粉用水或黄酒、醋、稀药汁等为赋形

剂泛制而成丸剂。

水丸的特点：体积小便于吞服；可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易溶

散显效较快；丸粒小易服用；易污染；均匀性和溶散时间难控制。

泛制法

二、制备水丸的赋形剂的要求：

1 水：应使用新沸过的冷开水、蒸馏水、去离子水。

2 酒：常用黄酒（含醇量12%—15%）或白酒（含醇量50%—70%）

3 醋：常用米醋（含醋酸3%—5%）

4药汁：纤维性强的植物药、质地坚硬的矿物药可制成浸提液供泛

丸用；树脂类药物及浸膏、胶类、可溶性盐类可溶解后作粘合剂

使用；乳汁、胆汁、竹沥等可加水适当稀释后使用；鲜药可榨汁

使用。

三、制备

1．水丸制备时药粉的要求：

   起模时用粉要过 6—7号筛（100—120目）；加大成型时用粉

要过5—6号筛（80—100目）；盖面时用粉要过 6—7号筛。

2．制备工艺：

    原料药粉的准备—起模—泛制成丸—盖面—干燥—选丸—包

衣—打光—质检—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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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泛制法中，起模是关键工艺；要注意起模和泛制时的药粉

细度，另外要注意盖面和干燥。

（一） 原料药粉的准备

（二） 起模 （母子）

起模方法：

1 粉末直接起模法

2 湿粉制粒起模法

起模用粉量的计算：

                  C︰0．6250=D︰X
（三） 成型

（四） 盖面

泛制法中的盖面方法有三种：1干粉盖面；2清水盖面；3清浆盖

面。

（五） 干燥

泛制法中的干燥很重要，一般<80度；对于含挥发性成分的要低于

60度，并且温度上升时要缓缓上升。

（六） 选丸

五、举例

第三节  蜜丸 

、 含义与特点与规格

1、 蜜丸的含义：系指药材细粉用炼制过的蜂蜜为粘合剂制

成的有可塑性丸剂。

2、 制备范围：治疗慢性病的方药和滋补性方药。

3、 蜜丸的特点：溶散较缓，蜂蜜不仅是粘合剂而且具有药

理作用；

4、 蜜丸的规格：大蜜丸 丸重 3-9g

                 小蜜丸

                 水蜜丸  均为小丸粒按重量计算服用 ,也

有按丸数服用.

二、蜂蜜的选择与炼制

(一) 蜂蜜的选择

蜂蜜的质量标准：

中国药典规定：相对密度不得低于 1.349(25度)，含还原糖不

得低于 64.0%。

(二) 蜂蜜的炼制

1、蜂蜜炼制的目的：

A、除去杂质；

B、杀灭微生物，破坏酶；

C、去除部分水分；

D、增加粘性。

2、炼制的标准：

⑴、嫩蜜——温度 105--115℃，含水量17%--20%，密度为1．

35左右，色泽无明显变化，稍有粘性，适应含淀粉、粘液质、

糖类及脂肪较多的药物制丸。

⑵、中蜜——温度 116--118℃，含水量14%--16%，密度为1．

37左右，浅黄色，用手捻有粘性，两手分开无白丝，适应粘性

中等的药粉制丸。

⑶、老蜜——温度 119--122℃，含水量10%以下，密度为1．



40左右，红棕色，用手捻之甚粘，两手分开出现长白丝，适

应粘性差的矿物药或富含纤维的药粉。

三、蜜丸的制备

   蜜丸一般用塑制法制备。

制备工艺流程：

药料细粉→粘合剂→合坨→制丸块→制丸条→分粒及搓圆→

质检→成丸。

（一） 物料的准备

1、药粉的准备  粉碎过六号筛

2、蜂蜜的炼制  根据药物的性质炼成标准蜂蜜

3、润滑剂的准备  植物油+蜂蜡（7︰3）

（二） 制丸块

     制丸块又称和药。药粉+炼制好的蜂蜜制成可塑性好的丸块。

在塑制法中，制丸块是关键工艺

影响丸块的因素：

1、炼蜜程度

2、和药蜜温  和药的蜜温一般60—80度为宜；

3、用蜜量1：1—1：1.5

（三） 制丸条，分粒与搓圆

1、中药自动制丸机

2、滚筒式制丸机

3、光电自控制丸机

（四） 干燥

大蜜丸、小蜜丸的含水量不超 15%，一般不需干燥。

四、水蜜丸的制法

1、水蜜丸的定义：是指药材细粉用炼制过的蜂蜜加适量的开

水稀释为粘合剂泛制而成的小球形丸剂。

2、水蜜丸的优点：丸粒小，光滑圆整，易于服用。可节约赋

形剂，降低成本。

水蜜丸主要适用于补益剂制丸。

药粉的性质与蜜水的比例、用蜜量  相关。泛丸的蜜水浓度

与药粉的性质应相适应，才能泛制出合格的水蜜丸。

其比例是 100g︰40g,  100g︰10-15g,  100g︰50g。
3、泛制法的制法：泛制法制备。

注意：制成后立即干燥，含水量不超 12%

五、 蜜丸的举例。

德育渗透：剂型的优良直接影响到药物生物利用度的高低，影

响到体内血药浓度的水平，与药物疗效息息相关。所以，中药新

药的开发一定要跟上剂型发展的步伐，通过最佳剂型的应用来提

高药物疗效。

新知识：我国的复方丹参滴丸等中药制剂已经通过了美国 FDA

的预审，但是目前品种、数量太少。在复方缓释及控释制剂的开

发方面，已经有不少品种进入了市场，如影响比较大的康泰克可

能是这类制剂在国内首先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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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小结]

1、 说出丸剂的定义、特点？

2、 丸剂按制备方法分类分为几类？

3、 什么是水丸？有那些优点？

4、 水丸中常用那些赋形剂？

5、 说出水丸的制备方法？

6、制备水丸的关键环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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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作业]

1、 出丸剂的定义、特点？

2、 剂按制备方法分类分为几类？

3、 么是水丸？有那些优点？

4、水丸中常用那些赋形剂？

5、说出水丸的制备方法？

6、制备水丸的关键环节是什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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