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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油在中药贴膏剂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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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贴膏剂是一种新型经皮给药制剂，在生产、应用、携带、储存和运输方面都较方便，具

有毒性小、副作用小、剂量小等特点，近年来在医药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挥发油是中药中的主要活

性成分，又能够促进部分药物的经皮吸收，在贴膏剂中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应用。本文主要对挥发油在中

药贴膏剂中的药理活性、制剂工艺、提取工艺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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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volatile oil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ste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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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medicine paste is a new type of percutaneous drug preparation, which is convenient in 
production, application, carrying,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toxicity, small side 
effects, small dose and so on, in recent years, it is important in the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Volatile oil is the main active ingredi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can promote the percutaneous 
absorption of some drugs, and has been widely valued and widely used in the plaster.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extraction process of volatile oil in TCM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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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外用制剂技术的进步，药物贴膏剂也得到

了长足发展，新产品、新剂型的开发在医药领域成

为重点关注。经皮给药是对传统药的突破，具有维

持血药浓度，毒副作用小，无肝脏“首过效应”，

无胃肠道破坏，长效、方便等优点[1]。 
挥发油[2]又称精油，主要来源于芳香类中药，

具有挥发性，可随水蒸气蒸馏而与水不相混溶的油

状液体的总称。有文献记载，沉香[3]挥发油可减少

细胞内活性，增强抗氧化酶活力。丁园平[4]在研究

艾叶挥发油发现，艾叶挥发油可抑制体外人肺癌

A549 细胞生长，多裸鼠生长有抑制作用，故而在临

床上用于抗菌抗炎、抗肿瘤较多见。这些挥发油对

贴膏剂的骨架材料有一定的软化作用[5]。而中药贴

膏剂中有效成分皮肤透过率比较低，一般常用的有

薄荷脑、冰片、当归、丁香等多种中药挥发油或提

取物。李华[6]在研究薄荷脑和冰片促透作用时，采

用 Valia-Chien 水平扩散池，实验表明：薄荷脑与冰

片均能促进长春西汀的经皮渗透，增渗比分别为

7.05 与 7.18。赵婷婷[7]以丹参酮、葛根素、人身皂

苷为指标，用体外透皮实验考察了当归、丁香对小

鼠离体皮肤的吸收影响，结果表明：当归、丁香对

丹参酮、葛根素、人身皂苷的促透皮吸收作用相当，

增透倍数为 2-17，当归对葛根素的促透皮吸收作用

大于丁香。 
1 挥发油在贴膏剂中的药理活性 
自 2015 年起，挥发油的药理活性的相关研究越

来越多，在 CNKI 数据库中，以挥发油药理活性为

主题进行文献查阅共搜索 162 篇文献，其中关于单

味药材类文献有 86 篇，中成药类文献有 53 篇，

其余均为临床试验类文献。研究表明挥发油有祛痰、

止咳、平喘、抗炎抗风湿等药用价值[8]。查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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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挥发油的药理活性应用越来越广泛。 
（1）抗菌抗病毒活性 
艾叶[9]挥发油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而研究表

明艾叶油、艾叶提取液、艾叶熏蒸能够明显抑制或

杀灭细菌及病毒。姚诚[10]通过采用 GC-MS 进行成

分研究表明，沉香挥发油能减少细胞活性，增强细

胞内抗氧化酶具有抗菌抗病毒能力。吴佳新[11]研究

茅苍术挥发油发现，用苍术挥发油对大肠埃希菌等

8 个菌做体外实验，结果表明对其 8 种菌株具有抑

杀作用 
（2）抗炎镇静镇痛活性 
谢晓芳[12]在研究川芎挥发油活性中发现，可提

高小鼠扭体次数，降低活动频率，延长小鼠睡眠时

间，同时有镇静镇痛能力。王国光[13]研究表明藿香

挥发油对二甲苯对小鼠耳廊肿胀有明显抑制作用，

对引起的疼痛有镇痛的作用，由 2,4-二硝基苯酚引

起的大鼠发热有解热作用。赵岩[14]研究人参挥发油

发现，人参炔醇的抗炎作用与非竞争性抑制胞浆脱

氢酶有关，具有较强的止痛作用，可降低实验中动

物的反应次数，提高热板法。 
（3）抗肿瘤活性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大高良姜地下根茎挥发

油，运用 GC-MS 分析，结果表明挥发油具有较强的

抗肿瘤活性，对 A549、K562 和 PC-3 肿瘤细胞的 
IC50 值分别为: 26.57、58.01 和 35. 56 μg /mL，与

正常细胞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15]。笔者查阅文献可

知，桂皮醛[16]可通过活性氧的线粒体转换诱导细胞

凋亡，对人类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有抑制作用。 
（4）抗氧化活性 
在体外实验研究发现，水菖蒲[17]的细辛醚在大

鼠噪音应激模型中具有抗氧化活性，大鼠腹腔注射

细辛醚 90min 后，发现细辛醚可增强脑部超氧化物

歧化酶和过氧脂质的活性。小茴香[18]在食品中常作

为调味剂、提香剂。同时也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

对多种活性氧及自由基有着不同程度的抑制和氧化

的作用。查阅文献可知川芎[19]挥发油中成分为藁本

内酯可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而发挥抗氧化作用。 
2 挥发油在贴膏剂中的制剂工艺研究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中药收载 2711 种，85%

以上含有挥发性成分，挥发油在制剂、贮存过程中

易挥发、易氧化，从而影响疗效，所以采用一般制

剂方法进行有效控制。研究表明采用 β-环糊精(β-CD)

对其进行包合。β-环糊精[20]是一类环状低聚糖，有

内疏水、外亲水的结构，无毒副作用，可减少刺激

性及不良气味，提高挥发油的稳定性，常用的挥发

油包合方法有饱和水溶液法、研磨法、超声法等[21]。 
饱和水溶液法：马小双[22]等将草果挥发油用

β-CD 包合，采用饱和水溶液法，进行正交试验法优

选出最佳工艺，以挥发油包合率、包合物产率为评

价指标，确定条件为：草果挥发油与 β-CD 体积比

为 1：10，包合温度 40℃，包合时间 1.5h；β-CD
与水的体积为 1:10。实验表明 β-CD 包合物稳定性

明显，达到增加药物溶解度、提高生物利用度的目

的。通过采用饱和水溶液法研究薄荷油 β-环状糊精

包合物，以包合物收率为指标，对配比、时间、温

度三个因素进行考察，得到最佳工艺条件：薄荷油

用量 2.5ml，包合时间 2h，包合温度 60℃[23]。 
研磨法：此方法属于人工操作，费时费力[24]。

高艳红[25]等采用研磨法和饱和水溶液法对当归发挥

发油包合进行对比，以挥发油包封率、包合率作为

参考指标，采用综合评分方法，确定最佳工艺：研

磨法制备挥发油 β-CD 包合物，挥发油与 β-CD 比例 
1:10；包合时间 19min；包合率达到 90%以上。实验

结果发现掩盖了挥发油的刺激性气味，减少了挥发

油的散失，提高了稳定性。王书香[26]将苯乙酮、芳

香醛置于研钵中，在无溶剂条件下，室温研磨 5 分

钟后放置一段时间，得到收率为 94%-98%，该方法

操作简单，能耗小。 

超声法：是利用超声波与被加热的物质中分子

的共振以达到加热目的，可快速加热[27]。王海燕[28]

等采用超声法制备白蔹挥发油的 β－CD 包合物挥，

以挥发油的包合率为评价指标，运用正交试验设计

优选出超声法制备挥发油 β-CD 包合物的最佳工艺

为：即挥发油与 β-环糊精的投料比为 1∶7，包合温

度 60℃超声 40min，冷藏 24h，50℃干燥 4h。通过

薄层法和紫外法进行鉴别分析，发现采用超声法制

备的包合物其收率和油利用率较高，操作简单。李

远新[29]通过正交试验优化超声法合成苯佐卡因工艺

条件，以产率为指标，氨基苯甲酸和无水乙醇为原

料，浓硫酸为催化剂，确定最佳工艺条件：浓硫酸

与氨基苯甲酸比例为 1:4.8，酸醇比例 1:5，超声时

间为 1h，超声温度为 78℃，产率达 80.6%。此方法

时间短，节能。 
3 挥发油在中药贴膏剂中的提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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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贴膏剂中含有多种挥发性成分，处方成分

也不同，提取工艺也不同，试验中常以贴膏剂处方

中药材种类的多少分别按照单味、多味挥发油进行

提取。 
3.1 单味中药挥发油提取 
文献上记载，传统的贴膏剂挥发油提取大部分

是以武火迅速煮沸，数分钟后，改用文火慢慢煮[30]。

张淑雅[31]在研究牡丹皮挥发油成分提取时，运用

GC-MS 进行数据分析，以挥发油得油率和丹皮酚提

取率为指标，分别比较了用蒸馏法、水蒸气蒸馏法、

水蒸气-酒精灯加热蒸馏法、乙醚超声波萃取法以及

超临界 CO2 萃取法提取的牡丹皮挥发油，结果如表

1。实验结果表明水蒸气-酒精灯加热蒸馏法的得油

率和丹皮酚的提取率最高，分别为 4.45%和 91.54%。

乙醚超声波萃取法中的化学成分种类最多 23 种。 

表 1 不同提取方法所得挥发油参数比较 

实验方法 外观性状 提取时间（h） 化学成分（种） 得油率（%） 丹皮酚提取率（%） 

蒸馏法 / 2 21 1.03 76.34 

水蒸气蒸馏法 淡黄色 1.2 22 2.97 72.49 

水蒸气-酒精灯加热蒸馏法 淡黄色 1.2 22 4.45 91.54 

乙醚超声波萃取法 淡黄色 0.3 23 2.85 60.14 

超临界 CO2 萃取法 / 3 22 0.63 75.90 
 
（1）挥发油脱水工艺 
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的挥发油会有少许水分，需

要做脱水处理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及挥发油的稳定

性。实验中常用有机溶剂（乙醚、乙酸乙酯、甲苯）

萃取，用无水硫酸钠脱水处理。 
丁成翠[32]以挥发油得油率为指标，采用有机溶

剂（乙醚）和冷冻干燥法萃取对青胡椒挥发油成分

进行提取和 GC-MS 分析，结果表明，有机溶剂与冷

冻干燥法脱水取得的挥发油得率分别为：2.25%和

2.56%，冷冻干燥法得率略高于有机溶剂脱水得率。

冷冻干燥法操作简单，无需加热，可更好的保存胡

椒的风味和色泽。 
3.2 多味中药挥发油提取 
贴膏剂处方中大多数有效成分药材为两种以

上，也有不含挥发油成分药材入药。有研究表明中

药制剂比较复杂，提取工艺指标亦有不同，常用的

提取方法为水蒸气提取法和有机溶剂提取法。 
在通络祛痛膏[33]的研究中，用水蒸气蒸馏法提

取当归、川芎、红花、山奈等 9 种药材的挥发油，

以得油率为指标，正交试验优化提取工艺。最佳工

艺为：将处方量的药材粉粹成粗粉，称取对应药材

克数，置 250ml 烧瓶，加水 150ml，浸泡 30min，乙

酸乙酯 2ml，回流提取 7h，挥发油提取率为 15.57%。 
王晓琴[34]采用了水蒸气蒸馏法提取了当归和党

参的混合挥发油，通过正交试验设计对当归和党参

的或者挥发油的提取和工艺进行了优化，最佳提取

工艺为：药材粒度为粒状，超声时间 20 min，提取

时间 10 h，挥发油得率为 75.3％。 
4 小结 
通过查阅文献可知，对于含挥发油的贴膏剂研

究，大多集中于中药贴剂、化药透皮贴剂和巴布剂，

而传统的橡胶膏剂研究甚少。可能与其工艺成熟有

关，目前贴膏剂[35]在临床上主要用于各种痛症，骨

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跌打损伤等疾病的治疗。

对于贴膏剂的研究应充分结合临床需要，才能解决

患者的问题。下一步加强贴膏剂在慢性疾病方面的

研究，扩大临床范围，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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