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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温度下水浴加热能使基质迅速溶解
,

且提取效果

很好
。

溶解后的基质必须放冷后才能过滤
,

以避免

基质进人滤液
,

进样时损害色谱柱
。

�
�

� 实验使用稀盐酸作为提取溶剂
,

提取完全
,

但

稀盐酸用量不宜超过 � � �
,

否则溶液的酸性太强
,

进

样时易腐蚀进样器的管路并损害色谱柱
。

�
�

�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软膏剂 中磺胺嚓陡

的含量国内文献未见报道
,

文献 〔�
�

, 〕主要 报道测定

片剂 中磺胺嚓陡的含量
,

且大多采用紫外分光光度

法
,

由于本制剂含有樟脑
、

地塞米松等成分均有紫外

吸收
,

均对紫外分光光度法的侧定造成干扰
。

用反

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

能较好的排除干扰
,

操作简

单
、

快速
,

结果准确
、

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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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黑 膏药的传统制备 工艺

。

方法 � 结合笔者多年制备经 验及对工艺 方 面的研究
,

特别是 色拉

油的应用
、

粗料药的先煎后炸
、

炼油
“

滴 水成珠
”

新标 准
、

黑 膏药熬老 的 处理
、

几种去
“

火毒
”
方 法 的 比较及其

与人体皮肤厚薄之间 的刺激性关 系
,

以及黑膏药在临床上 的辩证加减应 用等内容均作了创 新研究
。

结果
�

上

述经验及研究有利 于提 高黑 膏药的质量
。

结论 � 这些经验及研 究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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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膏药以其疗效确实
,

药物 中毒的危险较少见

且用法简便
、

价廉
、

携带与贮存方便 而一直沿用至

今
。

我院从 �� 世纪 �� 年代就开始制备黑膏药并积

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

同时进行了相关方面 的工艺研

究
,

现介绍如下
�

基质原料的选择与药料的处理

� � 油的 选择 一般多选用麻油
,

用其熬炼的膏

药具有外观光亮
,

性清凉
,

药性易渗人皮肤
。

对棉籽

油
、

糠油
、

豆油
、

菜籽油
、

花生油
、

混合油亦可应用
,

但

一般较易产生泡沫
,

故炼 油时
,

锅应保 留较大空隙
,

以免溢锅
。

但桐油及动物脂肪油不宜应用
�

据我们

经验
,

棉籽油虽然理论上可熬炼
,

但操作 中用其熬制

的膏药质量不好控制
,

同时实验表明
,

对棉籽油 即使

精炼后其亮度亦最差
,

对皮肤的充血亦最差 �’〕
,

因

此建议最好不用
。

我们尝试用精制菜籽色拉油炼制

黑膏药亦获得很好效果
,

膏药质量与麻油炼制的黑

膏药相近川
,

这是 由于精制色 拉油将油 脂 中的杂

质
,

例 如蛋 白粘 液
、

游离脂肪酸
、

磷脂
、

色素等 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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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丹 的处理 制备黑膏药多用铅丹
,

纯度要求

在 �� � 以上
,

若含量不足
,

则熬炼时应增加丹的用

量以补足
,

黄丹不够干时容易聚成颗粒而沉于锅底
,

则用前须炒除水分
。

�
�

� 药料处理 传统制法上药料分为粗料和细料

两类
,

有将粗料药材用水煎煮提取
,

去渣煎膏
�
或用

酒精渗流制成渗滚膏
,

再与药膏混合 �或将处方中部

分主要药材研为细粉直接与药膏混合摊涂
〔’
飞

在药料的处理上我们进行 了新的改进并取得较

好临床效果
。 “

抗纤软肝膏
”

为我院肝病科一协定

处方制剂
,

其处方组成为
�

黄茂 � � �
、

白术 �� �
、

柴胡

�� �
、

积壳 �� �
、

桃仁 �� �
、

当归 �傀
、

丹参 巧 �
、

莱旅子

�� �
、

赤芍 �� �
、

炮 山甲 巧 �
、

醋鳖甲 巧 �
、

马鞭草 巧 �
、

虎杖 �� �
、

土元 �鲍
、

大黄 �� �
,

麻油 � �  鲍
,

黄丹适

量
。

外用
,

期门穴贴敷
,

� 日 � 贴
。

具有护肝软肝
、

抗肝纤维化之功效
。

主治慢性肝炎及肝硬化
。

我们

在将其制备成黑膏药时
,

在药料的提取方面设计 了

� 种制备工艺并 比较它们的疗效
。

� 种制备工艺分

别为
,

工艺 �
�

按曹春林主编 的《中药药剂学》介绍

的黑膏药传统 制法 制备叫
。

工艺 �
�

基本 同工艺

���
,

只是药料按常规煎煮 � 次
,

药渣丢弃勿再炸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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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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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炼
,

麻油直接炼油
,

下丹成 膏
,

去
“

火毒
”

后
,

再将水

提浸膏混匀于膏药基质中
。

工艺 班
�

将炮山甲
、

醋鳖

甲适 当打碎
,

用水先煎 �� � ��
,

再将 黄茂等十三味中

药加水煎煮
,

煮沸 � 一 � �
,

共煎煮 � 次
。

滤取药液浓

缩成稠 膏 ��� 一 � � ℃ 热测 比 重为 �
�

��
一 �

�

��  
,

备

用
,

药渣烘干备用
�将烘干的药渣与麻油同置锅内炸

枯
,

去渣
,

滤过 �将上述药油炼至
“

滴水成珠
” ,

加人

黄丹制成老嫩适合 的膏药 �将熬好的热膏徐徐倾人

冷水中
,

搅拌
,

冷后将膏沱撕碎
,

再于流动水 中浸泡

一周 以上 �从水中取 出膏块
,

至锅内加热熔化
,

放冷

至 � �℃ 左右兑人水提浸膏
,

充分搅拌 � 用竹签将 约

� � 膏药摊涂于纸措上涂成直径约 �� � 的圆形
。

然

后将膏面复纸 向内对折 即成
。

工艺 �
�

基本 同工艺

���
,

只是将处方中柴胡
、

积壳
、

桃仁及当归四味药先

用水蒸汽提取收集挥发油
,

另器保存
,

其药渣再与余

药同煎
,

余同工艺 班
,

最后将挥发油及水提浸膏混匀

于膏药中
。

工艺 �
�

将处方中黄蔑等 巧 味药适当粗

粉碎
,

置于渗挽筒 中
,

加 适量 � � � 乙醇浸 泡 � � � 后

开始渗渡
,

渗滤液回 收乙醇后浓缩成浸膏备用
。

再

将麻油直接炼油
,

下丹成膏
,

去
“

火毒
”

后
,

再将渗流

浸膏混匀于膏药基质 中
。

临床上 以肝纤维化指标

�包括 � ��� �
�
� 型前胶原氨基未端肤

� � � �

透 明质

酸 � �� �

层连蛋 白 �作 为疗效判断标 准进行 比较
,

结

果工艺 ��� 制得的膏药疗效最好
。

这种药料处理既煎

煮又油炸的工艺保证了药料 中水溶性及脂溶性有效

成分的充分溶出
,

该工艺值得推广
。

� 黑膏药熬炼所用的器材

强调的是制备黑膏药中搅动器具最好使用柳木

棒
,

其具有韧性大不易折断
,

不易传热
,

也不易燃烧

等特点
,

材料缺乏时亦可选用其他韧性木棒代替
。

� 黑膏药的制备

�
�

� 药料 的提取 要注意先炸后下顺序
,

药料油

炸前可浸渍数 日
,

夏季约 � 一 � �
,

冬季约 � 周
。

为了

防止着火
,

亦可将处方中油酌留少量凉油
,

待药料炸

好后将其渗人锅 中
,

适 当降低油温
。

对于一次熬炼

多锅膏药时
,

由于第二锅为热锅
,

温度 较第一锅为

高
,

在第二锅及以后几锅制备中火侯均须较第一锅

火力为小
,

以保证足够时间进行炸料熬枯及 炼油
。

对于用纱布包炸药料的药包不可过大
,

否则炸不透
。

�
�

� 炼 油 检查炼油程度常用三种标准判断
�

一

是看油烟
� 二是看油花 � 三是看滴水成珠

,

此外亦可

将油置于白磁板上
,

如油呈棕褐色稠厚状时
,

即示油

己炼成
。

实际操作中前两条标准 比较模糊
,

亦难掌

握
,

主要用第三条标准来判断
。

在多年熬炼
“

万应

膏
”

工作 中发现
,

沾取药油下落至水面的高度与成

珠难易有一定关系
,

并且直接影响到膏药的老嫩
,

以

麻油及菜油色拉油作为基质原料为例
,

二者药油下

滴高度小于 � � � 时
,

药油较易成珠
,

而在高于 � � � �

时下滴则不能成珠
,

此时若匆忙下丹
,

则油丹反应不

剧烈
,

炼制的膏药始终偏嫩
� 当油滴下落高度在 ��

一 �� � � 时滴于水中成珠
,

油丹反应则较剧烈
,

熬 炼

的膏药老嫩适合
,

表示药油炼到下丹程度
,

我们在实

践中发现不同基质油料的药油油滴下落高度都基本

适合上述 �� 一 � �� � 的高度标准
,

所不 同的是炼油

时间长短不同
,

譬如麻油炼油时间要短于菜油色拉

油
,

所 以滴水成珠标准的严格概述应为
�
沽取药油少

许与试珠水面相距一定高度 �通常为 巧 一
��

� � �滴

于水中
,

待油滴散开后又集 聚时为度
〔,

几 北方炼油

常为大火一次炼成
,

约需 � � � �� 左右
,

与南方稍有不

同
。

�
�

� 下 丹成 膏 不管何种形式下丹
,

当铅 丹徐徐

倒进锅中后
,

用木棒多在锅底其次在 四周用力朝一

个方向搅动
,

当泡沫上升至半锅时
,

此时应 勤换浸于

冷水中的搅棍
,

加强搅动
,

因为少量水分加 人可促使

皂化作用完成
,

使烟与热容易散失
。

在膏药熬炼中

若膏药偏嫩
,

比较好处理 � 若膏药偏老
,

再加嫩油 已

迟
,

不可能再用嫩油调嫩
,

常规 方法只有将 膏药报

废
。

我们在 实践 中摸索出一套解决办法
�

如果采用

火上下丹并用喷水法去
“

火毒
”

或炸水法去
“

火毒
”

制备时〔�
,

�

伙此时将偏老 的膏 药去
“

火毒
”

后倒进另

外锅中
,

立即再熬制一锅 等量偏嫩 的膏药 �下丹方

向应与制备偏 老膏药 时下丹搅拌方向相 同 �
,

注意

该锅偏嫩的膏药去
“

火毒
”

后
,

须趁热将两者分别为

老嫩的膏药按下丹搅拌方 向进行充分搅匀直至冷凝

变稠
。

而对水浸法去
“

火毒
”

制备的膏药
,

则将两锅

分别偏老及偏 嫩的膏药 混合搅匀一起后再 去
“

火

毒
” ,

注意搅拌方 向同前一样应与下丹搅拌 方向相

同
,

以上方法对 于过老的膏药则不适用
,

只有报废
。

用此法进行调节的膏药其软化点亦在 ��
一
�� ℃ 的

范 围内
,

临床疗效未见改变
,

患者亦无不适反应
。

�
�

� 去
“

火毒
”

目前 报道去
“

火毒
”

的方法有 �

种
�

即水浸法去
“

火毒
” 〔‘」 �喷水法去

“

火毒
”
叫 及炸

水法去
“

火毒
” 工’� 。

第一种去
“

火毒
”

法适合火上下

丹及离火下丹
,

第 �
、

� 种则适合火上下丹
,

水浸法为

常规去
“

火毒
”

法
。

喷水法为我院首创使用的一种去
“

火毒
’,

法 〔�」
,

喷水法去
“

火毒
”

及炸水法去
“

火毒
”

的优点为省工
、

省时
,

成膏后即可摊涂使用
,

比传统工艺提高工效近

� � 倍
。

但我们在用喷水法去
“

火毒
”

制备穴位贴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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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制剂
“

抗纤软肝膏
”

及
“

太乙妇炎膏
”

时发现
,

上

述两膏药用喷水法去
“

火毒
”

所制备 的膏药患者贴

敷后 �分别贴敷于胸部两侧的期门穴及少腹部 的关

元穴 �均有不同程度的红斑
、

痰痒等刺激症状
,

而改

用水浸法去
“

火毒
”

则无上述现象
,

但本院另外两种

用喷水法去
“

火毒
”

制备的黑膏药
“

万应膏
”

及
“

治

伤膏
”

贴敷于患者皮肤的裸露部位 �面部
、

颈
、

四肢

及背部等患处 �及皮肤较厚部位 �四肢及背部 �时均

无皮肤刺激症状
,

这也说明喷水法去
“

火毒
”

不彻

底
,

由于人体全身皮肤厚薄不一致
,

对外界刺激感受

程度不一致
,

较薄皮肤对外界刺激耐受性相对于较

厚皮肤为差
,

这也提示人体较 薄皮肤贴敷的膏药适

合用水浸法去
“

火毒
” 。

实践证明去
“

火毒
”

最彻底 的为水浸法
,

对喷水

法及炸水法在去尽
“

火毒
”

后
,

最好将膏药倒人另外

较小铁锅或铜锅中
,

以将制备膏药时锅底沉聚的丹

粒除掉
,

然后立即以沾水木棒按下丹搅拌方 向不断

搅动以助烟气散失与冷却
,

此时锅 内冒出大小不一

的气泡 �俗称鱼眼泡 �
,

一直搅拌至锅内冒出气泡较

少且膏药呈半稠状时 �约 �� ℃ �
,

再加细料药粉
,

则

熬好的膏药成色好
,

表面无花纹
,

亮如黑镜
。

�� � 摊涂 用水浸法去
“

火毒
”

后的膏药团块
,

摊

涂前先用武火加热
,

待油 已开始熔化并有大量气泡

上泛
,

此时将火力稍减弱
,

并时时搅拌
,

待水出尽至
“

滴水成珠
” ,

粘度适宜时
,

离火稍冷 �约 �� ℃ �再加

人细料药粉
,

这与喷水法及炸水法去
“

火毒
”

制膏药

稍有不同
。

对于加人芳香细料药粉的膏药最好一次

性摊完
,

否则多次摊涂加热使其挥发散失
,

成品膏药

最好用密闭内包装以防膏药 中挥发成分散失
。

� 临床应用

膏药虽为成药
,

临床上亦可进行辩证加减
,

例如我

院制备的
“

万应膏
”

用于治疗作腮
、

痈疽肿毒及痰核流

注等坚硬疼痛未溃者
,

当治疗痒腮 �即腮腺炎�时
,

患者

使用前在化开的膏药上撒布少许青黛进行加减贴敷
,

通过临床观察
,

加人青黛的膏药较未加青黛的膏药治

疗痒腮使患者病程缩短 � 一
��

。

随着现代制药技术的

发展
,

中药单味颗粒�即免煎中药�的推广应用
,

使膏药

的辩证加减应用更加方便
,

即针对患者病情
,

将加的药

味通过免煎中药形式撒布于化开的膏药上
。

另外膏药

由于其粘性给患者使用带来不便
,

为了方便患者的使

用
,

在膏药的包装上最好随药附上一瓶膏药擦洗剂 �常

用松节油等有机溶剂�以方便病人清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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