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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乳化剂的种类 （1）表面活性剂类乳化剂乳化能力强，性质比较稳定，容易在乳
滴表面形成单分子乳化膜，但膜不够稳定，通常与油溶性极性化合物混合使用，形成复合凝聚膜，增
家乳剂的稳定性。
 （2）天然乳化剂绝大多数天然乳化剂由于亲水性较强，能形成O／W型乳剂。
此类乳化剂一般都有较大的黏度，并且易形成高分子乳化膜，能增加乳剂的稳定性。
由于天然乳化剂容易霉败而失去乳化作用，故使用这类乳化剂时除新鲜配制外，还需加入防腐剂。
 阿拉伯胶是阿拉伯酸的钠、钙、镁盐的混合物，可形成O／W型乳剂，阿拉伯胶适用于制备植物油、
挥发油的乳剂，供口服用，使用浓度为10％～15％，在pH4～10范围内乳剂稳定。
阿拉伯胶内含有氧化酶，易使胶腐败或与一些药物有配伍禁忌，故在使用前应在80℃加热破坏。
由于阿拉伯胶黏性较低，单独使用制成的乳剂容易分层，故常与西黄蓍胶、果胶、琼脂等混合使用。
 西黄蓍胶可形成O／W型乳剂，其水溶液具有较高的黏度，pH5时溶液黏度最大，其0.1％溶液为稀胶
浆，0.2％～2％溶液呈凝胶状。
西黄蓍胶乳化能力较差，一般与阿拉伯胶合并使用。
 胆固醇系由羊毛脂皂化分离而得，主要含有羊毛醇，具有羊毛脂的吸水性，能形成W／O型乳剂。
 明胶为O／W型乳化剂，用量为油量的1％～2％。
因其是蛋白质，在水溶液中随pH不同可带正电荷或负电荷，易受溶液的pH及电解质的影响产生凝聚
作用。
常与阿拉伯胶合并使用。
但要注意如pH在明胶的等电点以下时，明胶会带正电荷，此时不能和阿拉伯胶配伍使用。
易腐败，使用时须加防腐剂。
 卵黄含有7％的卵磷脂，为强O／W型乳化剂，可供内服，卵黄乳化能力强，受稀酸、盐类以及糖浆
等影响较少，但应加防腐剂。
其他天然乳化剂有白芨胶、杏胶、果胶、桃胶、海藻酸钠、琼脂、酪蛋白、胆酸钠等。
 （3）固体粒子乳化剂 一些溶解度小、颗粒细微的固体粉末，乳化时可被吸附于油一水界面，形成固
体粉末乳化膜，且不受电解质影响。
形成乳剂的类型由接触角θ决定，一般θ90°，不易被水润湿，形成O／W型乳剂，如氢氧化钙、氢
氧化锌、硬脂酸镁等。
 2.乳化剂的选用原则 乳化剂的选择应根据乳剂的使用目的、药物的性质、处方的组成、欲制备乳剂的
类型、乳化方法等综合考虑，适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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