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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的研究进展
蒋玉泉

（檀国大学，韩国 龙仁 16890）

摘要：临床给药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传统给药方式受到缓释过快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能会导致药物的浓度无法控制，

这就使得药物无法定向发挥作用，导致药物载体问题无法解决，影响实际处理效果。本文针对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的复合材料、

制备方法和药物模型进行研究，希望制备更合理的载体应用，促进医药行业发展，促进新医疗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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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载药微球不易溶于水，并且在酸性溶液中可以溶解，

这样就可以发挥其缓释作用，解决药物应用问题。临床上药物

载体多种多样，但这种药物粘附性比较好，表面附有多种基团，

给药方式可以满足实际处理要求，可以借助载体发挥作用装载

不同的药物进行给药处理 [1]。壳聚糖载药微球在临床上运用可

以有效提高其生物性能和化学性能，并且其相容性良好，生活

降解性良好，吸附性强，可以与多糖聚阴离子形成聚电解质复

合物。壳聚糖载药微球在医药、食品、化学等领域运用能够提

高其生化性质，并且可以实现对药物释放的控制，提高药物发

挥作用的时间。

1  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的复合材料

1.1 与海藻酸钠复合

海藻酸钠是从马尾藻、海藻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物质。这种

物质稳定性比较强，具有溶解性，安全性也比较高，可以将其

运用到药物生产中，作为药物载体发挥其稳定性的作用。在具

体使用过程中，可以结合壳聚糖生产，控制凝胶时间、平均颗

粒等，应用效果理想，并且可以成正态分布，药物高峰率能够

达到 94% 以上 [2]。

1.2 与明胶复合

明胶是天然生物高分子材料，是在动物的结缔组织中提出

来的一种物质，是一种颜色为白、透明、淡黄色的薄片，这种

物质具有良好的性能。明胶与壳聚糖往往是一起使用的，这样

可以提高制备微球的稳定性，并且制备后能够得到性能良好的

材料。在明胶与壳聚糖制备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向悬浮交联剂

制备，这种制备方式可以更成功地得到壳聚糖，稳定性比较高。

明胶的凝聚性比较强，在制备过程中需要对其附着情况进

行分析。研究认为，在明胶与壳聚糖制备比较多、符合微球粒

径比较小、工艺条件最佳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更优质的材料，在

制备过程中可得到粒径小、形态圆整的微球 [3]。壳聚糖与明胶

复合能够得到吸附能力不强的微球，活性良好，并且重复吸附

的次数比较多，在吸附多次后还可以循环使用，达到更好的效

果，以此满足实际使用处理要求 [4]。

2  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的方法研究

2.1 离子凝胶法

离子凝胶法在壳聚糖溶液中加入阴离子凝胶溶液，经过过

滤、洗涤干燥可以形成不溶性壳聚糖衍生物。这种制备方法在

溶液溶解的过程中，分子中的氨气被质子化和阳离子化，就能

够改变溶液状态。溶液中含有硫酸盐、磷酸铵盐等离子，在电

解的过程中溶液溶解性变差，可以加入沉淀的一次电解质，将

其溶解形成微球。离子凝胶法的优势是制备条件比较温和，具

有多肽蛋白质疫苗等结合能力，并且可以分析调整药物组织，

使微球粒径均匀可控，在制备的过程中进行冷冻还可以重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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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证微球的完整性 [5]。

离子凝胶法在制备壳聚糖载药微球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

不足，主要是在运用的过程中，由于化学反应无法控制，因此

导致微球强度不大，在实际存储和运输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破碎

等情况。在制备过程中还可能会出现离心效果不理想、离心速

度增加、凝聚的情况，最后导致颗粒的尺寸增加，无法实现对

微球尺寸的有效控制，使载药治疗效果受到影响。

2.2 乳化交联法

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中运用乳化交联法可以提高制备效

果，在制备过程中可以将药物溶解分散到壳聚糖载药微球溶液

中，并且可以通过搅拌或是超声方式进行包裹处理，满足交联

要求。运用乳化交联法可以在壳聚糖载药微球的表面形成一种

界面膜，并且可以提高界面的张力，界面越厚，界面膜越强，

乳液的体系越稳定。若是体系不稳定，就会导致乳液表面性能

增加，并且从能量稳定的角度可以保证系统稳定。界面力增强，

水相液滴收缩，可以有效地缩小粒径。乳化交联法制备成本比

较低，并且能够满足制备要求，但在制备中若是与药物发生反

应，可能会影响药物制备的性能。

运用壳聚糖载药微球时需要对其毒性和副作用进行分析，

并且要对其生物相容性和降解速度进行分析，采用乳化交联法

进行制备可以有效地降低降解的速度，在靶向控制剂中运用效

果十分理想，适合长周期给药处理 [6]。

2.3 悬浮交联法

悬浮交联法通过低温冷却的方式进行，制备颗粒均匀，是

相当好的载体。在悬浮交联法运用的过程中可以形成均匀、造

粒性能良好的固定化酶载体微球 [7]。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的过

程中采用悬浮交联法可以满足生产要求，提高微球表面多孔性。

通过成交实验确定最佳的工艺条件，在此条件下进行生产，就

可以得到更加均匀的壳聚糖载药微球，并且这种溶液质易于控

制，可以满足生产要求。

在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中运用悬浮交联法，可以与多种物

质复合进行生产，载体的稳定性较强，在实际运用中可以制备

10um 的粒径，体积较小，并且搅拌的速度可以超过 800r/min[8]。

3  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的药物模型

3.1 脂溶性药物模型

（1）广藿香油

广藿香油是现代工业和医药生产的主要原料，具有止呕、

解暑的作用，在中暑、伤寒等疾病治疗中应用较多，具有良好

的杀菌效果，可以有效地抑制皮肤病原菌的繁殖。在广藿香油

运用中结合壳聚糖能够满足生产要求，能有效延长物质的存储

时间，稳定性良好，在实际应用中效果较强。在体外实验中也

证明了广藿香油的治疗效果，能够改善释放速度，制备方式可

以保证药物发挥作用。

（2）淫羊藿苷

淫羊藿苷是在淫羊藿植物中提取出来的物质，这种物质对

于人体神经系统、血液系统等疾病治疗效果十分理想，具有保

健作用。这种药物具有令人不愉快的气味和苦味，导致很多患

者无法接受，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受到限制，因此需要结合这一

特点进行处理，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病情，拓展其应用范围。

尽管在很多药物生产中不会运用淫羊藿苷，但在壳聚糖载药微

球制备过程中，壳聚糖载药微球可以有效地掩盖营养物的味道，

拓宽应用范围。淫羊藿苷在生产中运用可以满足稳定性要求，

在工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有效提高包封率，达到 55% 以上。

（3）姜黄素

姜黄素是一种从植物根茎上提取出的多酚类化合物，有良

好的生理和药理作用。姜黄素具有抗感染、抗氧化的作用，这

种药物稳定性差，不溶于水，药物代谢时间比较短。因此，在

实际使用中效果受到限制。姜黄素药物具有抗炎症、抗感染等

作用，在运用中需要对其持续释放效果进行分析。在姜黄素与

壳聚糖联合运用中可以满足体外释放要求，在具体使用中载药

量达 0.36% 以上，其中包封率达到 12.4%。

（4）粗毛豚草素

粗毛豚草素是从新疆雪莲中提取的一种黄铜活性物质，

这种物质对于癌症治疗有良好的价值，可以有效抑制癌细胞

的增殖作用。粗毛豚草素在各种疾病治疗中运用比较多，如

胃癌、乳腺癌等，解决神经毒性和骨质疏松抵抗的作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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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药物研发中，粗毛豚草素的水乳相容性较差，生物利用

性较差，在医疗领域的优势受到限制。在对粗毛豚草素运用中，

要充分地考虑实际情况，在最佳生产工艺下包封率达到 75%

以上，载药量能够达到 7.76% 以上，对于肿瘤体积抑制有良

好的价值。

3.2 醇溶性药物模型

（1）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是一种消炎药物，在心血管疾病、抗风湿等疾病

治疗中效果理想。阿司匹林的应用范围比较广，主要剂量是缓

蚀剂、复方试剂、泡腾片等口服类型。在阿司匹林生产中，缓

蚀剂生产产量比较广，是当前药物研究的主要方向。阿司匹林

药物应用中需要对其效果进行分析，将壳聚糖和阿司匹林结合

能够明显提高缓释效果，其载药量在 47% 以上，包封率达到

83% 以上，并且释放效果显著。

（2）茶多酚

茶多酚是从茶叶中提取的成分，具有保健、降血压、抗肿瘤、

抗辐射的作用，应用范围较广。茶多酚与壳聚糖载药微球结合

是十分理想的口服载体，并且在具体运用中可以使用壳聚糖纳

米粒子进行包封和保护处理，改善在空气中的稳定性。

（3）竹叶黄酮

竹叶黄酮是从竹叶中提取的一种活性物质，对于心肌梗死、

心肌缺血等治疗效果明显。竹叶黄酮具有控制药物释放的效果，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病情。在最佳的生产工艺下能够改善药物治

疗效果，并且其载药量能够达到 6.9% 以上，其中包封率能够

达到 72.6% 以上。竹叶黄酮与壳聚糖载药微球制备一起运用能

够满足药物作用的时间要求，均匀地进行药物作用，在心脏类

疾病中治疗有良好价值，可以保证药物剂量要求。

4  结语

综上所述，壳聚糖载药微球在医药行业中应用较多，主要

是其具有生物相容性和抗菌性，应用价值较高。在具体应用中

可以结合乳化交联法、离子凝胶法等方法制备，同时可以结合

实际情况进行处理，以满足具体应用要求。在实际研发中，壳

聚糖载药微球的制备还存在较多问题，主要是其尺寸无法统一，

并且大小不均匀。壳聚糖载药微球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对其尺寸

和大小统一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纳米级微球易团聚的问题，并

且要针对其缓释进行研究，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实现对于各

种疾病治疗的价值。今后，还可以将壳聚糖载药微球运用到医

疗美容药物中，将其作为芯材应用，推出缓释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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