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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times, various methods of hot melt granulation have been adopt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oral solid dosage 
forms, such as granules, tablets and capsul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se methods’ features, equipments, binders, 
applications, tendenci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ecial emphasis is put on binders with low melt point 
and different solubility, which play crucial roles in hot melt gran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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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粒是许多口服固体药物制剂生产中一项非

常关键的步骤，热熔制粒为其中的一类方法。热

熔制粒，是在较低温度下，可熔融的黏合剂将物

料细粉有效地黏合在一起制成颗粒，或将物料直

接熔融、冷却制成颗粒的操作。黏合剂有两种添

加方式：一种是上喷工艺，将其加热熔融，以液

体形式通过喷嘴加至物料粉末上；另一种是内熔

工艺(原位熔融制粒工艺)，固体黏合剂与其他物料

混匀，黏合剂在工艺过程中受热熔融。热熔制粒

技术可用来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溶出速度，也可延

缓和控制药物的释放，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

同性质黏合剂的选择。 

1  热熔制粒法的特点 

与湿法制粒相比，热熔制粒有许多优点：制

粒过程不必使用水或有机溶剂，可避免药物水解

和有机溶剂残留；免除干燥步骤，节能省时，无

易燃易爆的潜在危险，更加环保；一步制粒，大

大地缩短生产周期。 

干法制粒尽管也有这些长处，但所制得的颗粒

形状不规则，密度大，压缩成型性不好[1]；对药效

高的药物，粉尘飞扬、设备吸附严重，制剂均匀性

差。而热熔制粒则可克服干法制粒的这些不足。 

当然，热熔制粒自身也有缺点。根据黏合剂的

熔点，需将物料升至一定温度，所以此类工艺不适

于热敏性药物。对多晶型药物亦应谨慎使用，以免

引起晶型的转变，进而影响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2  热熔制粒法使用的设备和分类 

简易的实验室用设备有电炉、水浴锅、电

热套、药筛等，这些均需手工操作。 

还有一些自动化程度高、适合工业化大生产

的设备。一般地，用于湿法制粒的设备也可用于

热熔制粒，如高速搅拌制粒机、流化床和喷雾制

粒机，用于制备微丸的挤出滚圆机也可用于热熔

法。不过，根据熔融性黏合剂的熔点，热熔工艺

对温度条件有一定要求，因此设备需要配备加热、

冷却装置，如高速搅拌制粒机需配有夹套层，有

时还需减压、充气装置。 

根据所用设备的不同，热熔制粒又可分为高

速剪切热熔制粒、流化热熔制粒、热熔挤出制粒、

喷雾冷凝制粒等。 

2.1  高速剪切热熔制粒法 

高速剪切热熔制粒法采用高速剪切混合机，

通过夹套层加热，或提高桨叶转速摩擦生热，使

温度升至黏合剂的熔点以上，黏合剂熔融而将物

料黏结在一起形成颗粒。 

对于高速剪切混合机中的原位熔融制粒，有

两种不同的成核机理：分散和浸没[2]，这取决于黏

合剂的黏度及其与原始固体粒子的相对大小。对

低黏度黏合剂，其粒径对成核影响较小，主要机

制是熔融的黏合剂分散在固体粒子的表面；对于

高黏度黏合剂，粒子浸没入熔融的黏合剂液滴中，

聚集物起始大小随黏合剂粒径增大而增大。对不

同黏度的黏合剂，之后的颗粒生长速度均随黏合

剂粒径的增大而加快。 

用小型夹层高速剪切混合机制备灰黄霉素颗

粒[3]，先将药物与填充剂混匀，温度升至60 ℃并

保温，加入黏合剂PEG 3350或Gelucire 44/14，混

合直至形成颗粒，冷却至室温并过30目筛，即得

颗粒。 

2.2  流化热熔制粒法 

流化床在固体制剂的生产(尤其是制粒和干燥

操作)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湿法制粒过程中，主

要是将黏合剂溶液或润湿剂喷到流化态的粒子

上。而流化热熔制粒与之显著的区别是通过升高

温度改变一种或多种组分的物理状态，即用可熔

融的黏合剂使流化态的干燥粉末聚集在一起。 



 

·624·        Chin JMAP, 2011 July, Vol.28 No.7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1 年 7 月第 28 卷第 7 期 

黏合剂的加入方式不同，主要工艺参数也不

同。对于上喷工艺，颗粒成长速度直接取决于黏

合剂喷入量，并随床温升高、黏合剂黏度减小、

液滴增大、空气流速减小而加快；提高床温和空

气流速，粒径分布较窄[4]。内熔工艺制得核壳结构  

[5]

的颗粒，黏合剂/固体比决定平均壳厚，颗粒平均

粒径、核体积与黏合剂粒子大小成正比。黏合剂

比固体粒子大得多时，形成空心结构的颗粒。黏

合剂粒子小到一定程度，不形成核壳结构的颗粒。 

2.3  热熔挤出制粒法 

热熔挤出制粒法使用热塑性聚合物，靠螺杆

在机筒中旋转摩擦和机筒加热系统的联合作用将

热量传递给物料。热熔挤出机一般包括加料斗、

机筒、螺杆、筛板和电机。热熔挤出机机筒分为3

个不同的区段：加料区、过渡区(熔融区)、计量区。

这3个连续的区段相比，螺纹的深度和/或间距依次

逐渐减小，使物料受到的压力持续升高，以保证

物料的加料、混合、熔融、匀化、挤出， 终得

到均一的产品。 

制粒温度对颗粒成型有重要影响[6]。以PEG 

400和PEG4000为黏合剂时，制粒温度只有在PEG 

4000熔点附近，才能得到较高产率，颗粒硬度增

强。药物以结晶形式精细分散在PEG中，形成包裹

药物粒子的微观结构。为使药物在短时间内完全

溶出，有时需加入表面活性剂，如聚山梨酯80或

Cremophor。 

2.4  喷雾冷凝制粒法 

喷雾冷凝是将熔融物喷射入通低温空气的冷

凝腔室中，熔融物冷凝或重结晶成为球形粒子的

工艺，该方法可以极方便地将热熔物料加工成粒

径可控、流动性良好的颗粒。喷雾装置有3类：一

种是气流式喷嘴，为压缩气体喷气系统，粒径由

喷气压力控制，一般为50~200 μm；另一种是离心

式雾化器，为旋转系统，粒径由旋转速度决定，

一般在50~1 000 μm；再一种是超声波装置，为超

声电极系统，粒径取决于超声频率，一般为

<30~200 μm。 

用超声喷雾冷凝工艺制备吡喹酮微粒[7]时，将

Gelucire 50/13加热到超过其熔点10 ℃以上，加入

药物，电磁搅拌形成混悬液。然后转移至恒温贮

液槽中，温度保持在70 ℃以免混悬液固化。混悬

液一旦与超声波发生器(其表面以超声波频率振动)

接触，超声波的能量会使混悬液雾化，将其转化

为微小熔融液滴。然后在容器体腔的室温环境中

下落，并固化形成微粒。 

2.5  几种方法的比较 

高速剪切混合机和流化床是常用的热熔制粒

设备，而喷雾冷凝设备很少用于制备颗粒，多应

用于微球、微囊等微粒的制备。上述3种设备类型

对颗粒的粒径分布和形态有明显影响[7-8]，粒径分

别集中在750~1 000 μm、200~500 μm和150~250 

μm，形态分别为不规则多孔块状、结构均匀的规

则球形和非聚集的圆整球形。 

上述设备均以成批方式生产颗粒，批生产的

主要问题是由实验室规模向工业化规模的放大过

程，并且制粒机的类型和规格对生产工艺和产品

性质有重要影响。高速剪切混合法黏合剂的熔融

或软化依靠外部加热和/或摩擦生热实现，温度有

时难以控制，导致颗粒生长不易控制，物料热分

解；混合时间长，终点难确定。流化热熔制粒法

物料温度易于控制，但终点难确定。 

挤出机可实现连续制粒工艺，温度是需要调

节的唯一工艺参数。与高速剪切热熔制粒法相比，

热熔挤出法制得的颗粒不够圆整，堆密度和振实

密度均较小；但热熔挤出法制得的颗粒硬度较大，

释药较慢，不同粒径范围的颗粒，药物含量均匀

度均较好，因此药物释放的重现性较好[9]。热熔挤

出机很少用于制备传统意义上的颗粒，而更多的

是制备颗粒的变型，如小骨架[10]、微丸[11](与滚圆

法联用)等。 

3  常用的低熔点黏合剂 

低熔点(一般为几十摄氏度)材料可以很容易

地通过加热由固体转为液体，再通过降温变回固

体，常在热熔制粒中用作黏合剂。此外，因自身

特定的化学结构决定了其具有亲水性、亲脂性或

两亲性，这些低熔点辅料又可促进药物溶出或阻

滞药物释放，在制剂中同时起增溶剂、生物利用

度增强剂或阻滞剂等作用。 

3.1  亲水性黏合剂 

多数亲水性聚合物在速释制剂中用以提高难

溶性药物的溶出速度，也有的(如聚氧乙烯)在缓释

制剂中作骨架材料和阻滞剂。 

3.1.1  聚乙二醇(PEG)  PEG为稳定的亲水性物

料。热熔制粒常用的级别有PEG3000、PEG3350、

PEG4000、PEG6000、PEG8000和PEG20000等，

其熔点在48~63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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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EG为黏合剂，采用流化床制粒时，成核后

颗粒生长机制和粒径分布与制粒时间、PEG的用量

及黏度有关[12]。颗粒粒径在10 min内快速增长，之

后稍有增加。在一定范围内，随黏合剂用量的增大，

颗粒变大，粒径分布变窄，颗粒生长速度的变化趋

势与黏合剂用量无关。黏合剂超过一定用量，物料

不呈流化态，颗粒呈泥浆状态。随PEG黏度的增大，

聚集减少，颗粒成长速度变慢，这是由于流化床提

供的剪切力较低，不足以使颗粒变形并使高黏度黏

合剂达到表面以促进颗粒进一步生长。成粒机制为

聚集型过程，而非包衣型过程。 

3.1.2  聚氧乙烯(PEO)  PEO为非离子型环氧乙

烷均聚物，白色至灰白色，熔点为65~70 ℃。 

PEO的分子量、载药量、PEG的加入都对工艺

条件和药物的释放产生影响。药物透过骨架片表面

溶胀凝胶层的扩散和PEO骨架的溶蚀控制药物释

放。载药量低时，药物以分子状态分散在骨架中；

载药量高时，药物在骨架中以重结晶形式存在[13]。 

3.1.3  聚维酮(PVP)  PVP为白色至乳白色的合成

聚合物，主要由线型1-乙烯基-2-吡咯烷酮基团构

成，分子量随聚合度的增大而增大，在150 ℃软化。 

用热熔挤出法制备的比卡鲁胺-PVP固体分散

体[14]，其单一玻璃化温度Tg介于无定形药物和PVP

的Tg之间，形成固态溶液型分散体。无定形比卡鲁

胺对PVP有塑化作用，PVP对无定形比卡鲁胺有抗

塑化作用。比卡鲁胺、PVP间有较强的分子间作用

力和其他作用力。与比卡鲁胺晶体和比卡鲁胺-PVP

物理混合物相比，该固体分散体的药物溶出显著提

高，且溶出速度和程度与PVP用量有很大关系。 

3.2  两亲性黏合剂 

两亲性聚合物因同时具有亲水基团和疏水基

团而得名，在用途上也有其独特性。 

3.2.1  泊洛沙姆  泊洛沙姆为非离子型的聚氧乙

烯-聚氧丙烯的嵌段共聚物，聚氧乙烯链段具有亲

水性，而聚氧丙烯链段具有疏水性，整个结构具

有两亲性。常用的型号有泊洛沙姆188，237，338

和407等，其熔点在49~57 ℃内。 

泊洛沙姆易溶于水，可提高药物的润湿性和溶

解性。此外，两亲性结构决定了其在水中可形成胶

团，疏水性核心(聚氧丙烯链段)可作为药物贮库，

而亲水性部位(聚氧乙烯链段)为药物与水性介质的

界面，其作为增溶剂使药物增溶。因此，泊洛沙姆

能够显著地提高药物的溶出度。 

3.2.2  Gelucires及其同类物质  Gelucires是一系

列甘油和聚乙二醇的脂肪酸酯混合物，由单脂肪

酸甘油酯、二脂肪酸甘油酯、三脂肪酸甘油酯和

单脂肪酸聚乙二醇酯、二脂肪酸聚乙二醇酯组成。

Gelucires为水溶性蜡状固体，其性质和用途取决于

两个值：熔点(型号的前两位数)和亲水亲油平衡值

(HLB ， 型 号 的 后 两 位 数 )[15] 。 HLB 较 低 的

Gelucires(如Gelucire 50/02)可延缓药物释放，多用

于缓释制剂；而HLB较高的Gelucires(如Gelucire 

44/14, 50/13)可作增溶剂和生物利用度增强剂，一

般用于速释制剂[16]。两亲性Gelucires增加药物溶

解度是由于提高药物的润湿性、形成胶团使药物

增溶或药物与Gelucires间有相互作用等。 

Gelucires的同类物质有液态的Labrasol(辛酸癸

酸聚乙二醇甘油酯)、LABRAFIL M 1944 CS(油酸

聚乙二醇甘油酯)、LABRAFIL M 2125 CS(亚油酸

聚乙二醇甘油酯)，它们可与Gelucires合用，在口服

制剂如胶囊剂中作增溶剂和生物利用度增强剂。 

3.3  亲脂性黏合剂 

亲脂性黏合剂因其疏水性而兼有阻滞剂的作

用，从而延缓药物释放，达到缓释效果。 

3.3.1  硬脂醇  硬脂醇，别名十八醇，为白色、

滑腻的蜡质块状或颗粒，其熔点为55~60 ℃。 

大量疏水性材料十八醇与少量溶胀性材料，如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HPMC)和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Na)合用，采用熔融制粒法制得骨架片，在

其释放初期，药物和溶胀性材料均被大量疏水性材

料包裹，药物的溶解以及骨架的溶胀和溶蚀均很

小，使药物的释放得以控制[17]。随后，由于溶胀性

材料的逐渐水化、溶胀、溶蚀，药物释放趋向完全。 

3.3.2  硬脂酸  硬脂酸是从动、植物油脂中得到

的固体脂肪酸，主要成分为硬脂酸和棕榈酸，其

熔点在54 ℃以上。 

分别用硬脂酸、单硬脂酸甘油酯及二者合用制

备的盐酸维拉帕米颗粒可压性、流动性良好，压得

片剂的释放度随蜡质材料用量的增加而降低，二者

合用较单用其中一种可获得更好的缓释效果，释放

促进剂乳糖比微晶纤维素有更好的促进药物释放

的作用，这些现象可能都与影响释放介质的渗透性

有关。盐酸维拉帕米从这些骨架中释放符合一级或

Higuchi动力学模型[18]。 

3.3.3  脂肪酸甘油酯类  脂肪酸甘油酯为脂肪酸

与甘油的单酸甘油酯、二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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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混合物，如山嵛酸甘油酯、硬脂酸棕榈酸甘

油酯和单硬脂酸甘油酯等，此 3 种物质的熔点分

别为 65~77 ℃、<52~55 ℃和 55~60 ℃。氢化蓖麻

油(hydrogenated castor oil，HCO)主要由 12-羟基硬

脂酸的甘油三酯组成，为白色蜡状固体，熔点为

83~88 ℃。 

Ochoa等[19]用带电热套的小型一步高速剪切混

合机制备了茶碱颗粒，并压成片剂。亲脂性黏合剂

(山嵛酸甘油酯、硬脂酸棕榈酸甘油酯、硬脂酸和单

硬脂酸甘油酯)减缓药物从HPMC K4M和HPMC 

K100M中释放，24 h仅释放60%~80%，可能是由于

这些黏合剂使固体骨架润湿性降低。 

用热熔制粒法制备的巴氯芬-HCO颗粒[20]休止

角不超过15°，流动性良好；Hausner因子在1.1~1.2

之间，颗粒间摩擦力低；大部分处方的颗粒可压指

数在11%~15%之间，可压性良好。但加大压力时，

出现黏冲和裂片的问题，可能是由于HCO软化和/

或熔融；巴氯芬-HCO片硬度小，脆碎度不合格，

可能是由于采用的压片压力低和/或HCO的可压性

差。巴氯芬-HCO片的释放指数为0.45~0.5，符合Fick

扩散机制。平均溶出时间(mean dissolution time, 

MDT)可用来表示药物的释放速度和缓释效果，

MDT值越大，释药越慢，缓释效果越好。巴氯芬

-HCO片的MDT值随HCO用量的增大而增大，且明

显比相同比例的巴氯芬-Eudragit RS100片和巴氯芬

-Eudragit L100片的MDT值大。可见，HCO因其极

强的疏水性而具有更好的延缓药物释放的效果。 

3.3.4  微晶蜡  微晶蜡为直链、支链和环烃的混

合物，熔距为54~102 ℃，凝固点为60~75 ℃。 

以微晶蜡为黏合剂，用小型啮合同向双螺杆挤

出机制备布洛芬颗粒，再压制成骨架型小片[21]。不

同熔点范围的3种型号的微晶蜡，熔点越高，释药

越慢，溶蚀机制减弱，扩散机制增强；微晶蜡用量

越多，药物释放越慢。缓释效果还与载药量有关，

如含药40%和60%的处方比70%的处方释药慢。 

4  热熔制粒法的应用 

热熔制粒法可用于制备狭义上的颗粒，还可用

来制备小骨架、微丸，有时会将它们作为中间体剂

型，进一步装填胶囊[3]，或压制成片[22]等，来满足

临床上的不同需要。 

根据所用辅料亲水亲脂性的不同，用热熔制粒

法可以制备速释制剂以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溶出速

度和生物利用度，也可制成缓控释制剂，以延缓水

溶性药物的释放，减小血药浓度的波动。 

4.1  速释固体分散体 

固体分散体 早于1961年由Sekiguchi等提出。

速释固体分散体以亲水性强的辅料为载体材料，将

难溶性药物在此类载体中高度分散(分子、胶态、无

定形或微晶状态)。固体分散体提高溶出速率的机制

有很多，如减小药物的粒子大小、降低粒子聚集、

增强可湿性、降低结晶性等，进而显著改善药物的

吸收，以提高生物利用度。 

难溶性药物分散于亲水性低熔点载体中形成

固体分散体时，根据辅料的种类和用量不同，可

改变药物的结晶性。如吲哚美辛-PEG固体分散体

几乎完全破坏了药物的结晶性，而相同比例的

Gelucire 50/13不足以使药物转变为无定形，但降

低了其结晶性[23]。 

采用热熔法制备固体分散体时，必须由高温迅

速冷却，使体系达过饱和状态，在短时间内形成尽

可能多的微晶核，防止药物析出粗晶。快速冷却还

有其他优点，如自然冷却制成的碘化钾片突释明

显，可能是由于药物与骨架材料密度不同引起分

层；边搅拌边冷却，片剂硬度较小，可能是因为在

搅拌过程中引入气泡，体系致密性降低；而迅速冷

却能够克服这些问题[24]。另外，充惰性气体或采用

减压熔融，可以提高药物的稳定性。 

4.2  水分散粒剂 

水分散粒剂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的

农药剂型，其入水后迅速崩解、分散，形成高悬浮

分散体系，在农业和园艺领域应用潜力巨大。 

姜成等[25]将水分散粒剂这一概念引入医药领

域，为固体分散体载体的筛选和剂型的改造提供参

考。以泊洛沙姆188为黏合剂，采用熔融法制备的

酮康唑水分散软颗粒剂，其红外光谱图与固体分散

体基本一致，X-射线粉末衍射图谱与物理混合物基

本一致。酮康唑水分散软颗粒是介于固体分散体和

物理混合物之间的过渡态剂型，在较大压力下可发

生形变；常温、常压下，较普通颗粒剂硬度小，水

中崩解快，分散性好；性质较稳定，对光和热有一

定的耐受性。 

4.3  缓控释制剂 

缓释制剂按时间变化先多后少地非恒速释放，

控释制剂按零级速率恒速释放。包埋在可溶性、蜡

质、不溶性骨架材料中的药物，其主要释放机制分

别为溶解、溶蚀、孔道扩散作用。将不同类型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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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材料合用，能产生几种作用相结合的效果。此外，

也可制成漂浮缓释剂型[26]。 

在延缓药物释放方面，热熔制粒比将聚合物和

药物的物理混合物直接压片更有效[27]。以难溶性茶

碱为模型药物、PEG6000或单硬脂酸甘油酯为黏合

剂的缓释片，因两种黏合剂的亲水亲脂性差异，体

外溶出行为不同，与含PEG6000的缓释片相比，含

单硬脂酸甘油酯的缓释片的释放速度较慢。对比格

犬给药后，此两种制剂的血药浓度均呈缓释特征，

且二者的药时曲线有显著差异，含PEG6000的处方

Cmax和AUC0–∞较高、Tmax较大，绝对生物利用度为

96%，高于含单硬脂酸甘油酯的缓释片的46%。两种

制剂的体外溶出速率与体内吸收速率间均符合点对

点的A级体内外相关性(in vitro-in vivo correlation，

IVIVC)模型[28](该模型使用体内外全部数据点，对支

持IVIVC 有意义)。可见，通过选择不同类型的黏

合剂，可以容易地调节释药特征和血药水平。 

5  热熔制粒的发展趋势 

热熔制粒技术借助机械工程、计算机等科学技

术的发展成果，促进自身设备的日趋完善；药用高

分子材料学的进步，为该技术提供更多的热熔性辅

料；热熔制粒与其他技术联合应用，对提高制剂产

品的性能和质量大有裨益。 

5.1  热熔制粒设备结构不断完善 

以挤出机为例，挤出机先后经历了柱塞式、单

螺杆式、双螺杆式、多螺杆式(包括三螺杆式、行星

式)等结构类型。剖分式双螺杆挤出机的螺杆、机筒

均采用“积木式”设计，螺杆由套装在芯轴上的各

种形式的螺块组合而成，筒体内的内衬套根据螺块

的不同可以调整；筒体由上下两个半机筒组成，下

半机筒固定在机架上，上半机筒通过蜗轮减速器联

接在下半机筒上。“积木式”设计较好地解决了螺

杆通用性与专用性的矛盾，达到一机多用的目的；

而且对于发生磨损的螺杆和筒体元件可进行局部

更换，避免了整个螺杆或筒体的报废，大大降低了

维修成本。行星挤出机是近年较受关注的一种多螺

杆挤出机，结构见图1[29]。在螺杆中段(即熔融区)

或除加料区外的整个螺杆为行星螺杆式结构，该段

由一根主螺杆、若干根行星螺杆以及壁上开设螺旋

齿的机筒构成，行星螺杆与机筒齿底面之间的间隙

为0.2~0.4 mm，行星螺杆的根数与行星段直径成正

比，一般为6~18根。主螺杆、行星螺杆与机筒螺旋

齿之间连续的啮合，使物料在齿侧面之间与径向间

隙内受到短暂而强烈的剪切与捏合作用。行星挤出

机捏合质量好，工作效率高，节能省时，可挤出温

度较低且分布较均匀的颗粒。这些先进机型终将应

用于制药工业。 

 

图 1  行星挤出机螺杆结构示意图 
1加料斗；2加料区；3行星段(熔融区)；4计量区(均化区)；5机筒；

6行星螺杆；7主螺杆 

Fig 1  Sketches of satellite extruder’s screws  
1feeding hopper; 2feeding zone; 3satellite section (melting zone); 

4metering zone (homogenizing zone); 5barrel; 6satellite screw; 7main 
screw  

5.2  热熔制粒设备控制智能化 

智能化是机电控制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智能化控制设备综合运用机械、计算机、集成电路、

接口、传感测控、信息变换、自动控制及软件编程

等多个学科技术，在高质量、高可靠性、低能耗的

意义上达到更高的控制目标，使工业生产由“机械

电气化”迈入“机械智能化”的发展阶段[30]。可编

程序控制器(PLC)控制系统即其代表产品，一般采

用通用微型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由人机界

面显示操作，由变频器、气缸、电磁阀、模片阀、

电机等元件执行。PLC控制系统已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制粒设备。 

5.3  辅料新产品开发及联合应用 

药物的理化性质、稳定性、用药目的各有特点，

对辅料的选择条件也不尽相同，有时对辅料的特点

(如熔点、亲水亲脂性)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新需求

会促进新辅料的不断涌现，药用高分子材料学的快

速发展也为新辅料的开发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技

术基础。另外，不同辅料的联合应用有时会取得单

一辅料无法实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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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热熔制粒技术与其他技术联用 

热熔制粒和其他技术联合应用，将极大地提高

制剂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如热熔制粒与热熔包衣技

术相结合，对药物粉末、颗粒或微丸进行包衣，改

变药物在体系中的分散状态，即由骨架型转变为贮

库型，对防止药物突释、提高产品稳定性、掩盖不

良气味等都有积极作用。 

6  适于工业化生产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及解决途径 

热熔制粒在我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距工业化

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技术应用于产业化还面

临许多问题要解决。 

6.1  机械设备的更新换代 

国内制药行业的设备配置，尚处于较低水平，

存在着技术装备落后、能耗高、生产效率低等缺点，

这必然造成能源浪费、国内产品质量不如进口产品

的现状。随着设备研发、制造技术的进步，及时淘

汰低端设备，改用升级产品，是提高我国药品质量、

实现节能降耗的必要手段。 

6.2  配套小试、中试设备的研制 

任何制剂工艺都会经历由小试到中试、再到产

业化的放大生产过程，热熔制粒也不例外。各层次

生产规模所用设备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一致，无疑会

给工艺放大带了极大便利，消除许多不可预期的不

利因素。而国内用于热熔制粒的小试、中试设备在

种类、规格型号上相当匮乏，故很有必要加强配套

小试、中试设备的研制。 

6.3  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加强 

国内热熔制粒技术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存在严

重不足，如颗粒成型机制的理论探讨不够深入、运

用不同设备进行热熔制粒的研究不够全面、没有形

成由小试到中试再到大生产的系列化研究。这些工

作的缺乏，阻碍了热熔制粒技术在产业化方面的推

广，也不能为热熔制粒应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

解决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急需加强

热熔制粒技术在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 

6.4  产品稳定性的提高 

药物高度分散在骨架材料中，形成的是热力学

不稳定体系，易出现析出结晶或结晶变粗、药物溶

出度(或释放度)和生物利用度变化等老化问题。要

解决此问题，首先要找出老化的原因，如工艺条件

不合理、药物比例偏高、载体材料不稳定、药物与

载体材料有配伍变化、包装材料不合适、贮藏条件

没严格控制等，然后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措施。 

7  结语 

热熔制粒法不使用水或有机溶剂，压缩成型性

好，有湿法制粒和干法制粒不具备的优点。采用高

速剪切混合机、流化床、热熔挤出机或喷雾冷凝机

等适于产业化的设备，利用低熔点黏合剂的亲水

性、两亲性或亲脂性，制备速释或缓控释制剂，以

颗粒剂、片剂、胶囊剂等口服固体制剂的形式给药。

热熔制粒法在掩盖药物不良气味、提高药物稳定性

等方面也有应用。如利用颗粒表面亲脂性黏合剂的

包裹作用，可降低湿度对药物稳定性的不良影

响 

[31]。尽管热熔制粒法有许多优点，但工艺过程中

需要升高温度，某些药物的遇热降解、转晶等物理、

化学稳定性问题是该制粒法必须考虑的因素。如何

使热熔制粒法更成熟、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

是医药工作者今后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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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藤红素抗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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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公藤红素为传统中药雷公藤的活性成分之一，临床上主要用于风湿类、肾炎、红斑狼疮、皮肤病变等疾病的治

疗。近期研究发现，雷公藤红素在抗帕金森综合症、阿尔海默氏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及亨廷顿病等方面同样具

有很高的潜在药用价值，本文对近 6 年来雷公藤红素在抗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的研究情况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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