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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寻找安全有效防治犬真菌性皮肤病的临床药物，采用乳化法制备出防治犬真菌性皮

肤病的复方中药软膏剂，并通过对中药软膏的外观性状、稳定性、刺激性、局部致敏性等质量标准进

行综合评价。试验结果表明，本试验制备的中药软膏剂外观细腻，质地均匀，质量稳定，无明显急性

毒性反应、无刺激性、不产生局部及全身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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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兽医临床实践中，犬真菌性皮肤病是一种十

分常见和多发的疾病，平均发病率约为 １０％ ～

４０％［１］，其病程长、治愈难、易复发，并可在动物与

动物，人与人、人与动物间互相传播，造成严重的公

共卫生问题［２］。犬真菌性皮肤病的传统治疗措施

为抗菌消炎，改善环境，增强动物机体的抵抗力［３］。

随着抗真菌药物长期大量的使用，真菌抗药性和药

物残留等问题引出普遍关注，因此选择对病原微生

物敏感、抑菌强度大、特异性高、稳定性好的新型药

物来防治犬真菌性皮肤病，已成为宠物健康发展的

一个重要课题。由于中药属于纯天然物质，标本兼

治，毒性低，无残留，不产生抗药性，克服了抗生素

的某些不足［４］，已日益为专家学者所重视。

中兽医理论认为，犬真菌性皮肤病的致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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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湿、热、虫、毒。由于湿邪粘滞，病情缠绵，反

复难愈。日久则伤津耗血。癖阻脉络，致血不荣

肤。中兽医治疗该病，主要选择杀虫止痒，清热燥

湿剂，以外治法为主，辅以内治［５］。本试验以蛇床

子、苦参、川楝子、土茯苓、川芎、白芷、冰片等为主

要处方成分，研制出一种在真菌性皮肤病治疗中易

于涂布、透气性好、疗效确切、性质稳定的中药软膏

制剂。同时根据兽用制剂临床研究要求，对复方抗

真菌软膏的制剂工艺、质量标准、制剂稳定性等进

行科学研究，为临床犬真菌性皮肤病防治提供安全

有效药物奠定理论依据。

１　材 料

１．１　药品与试剂　蛇床子、苦参、川楝子等中药购

于信阳市医药公司；硬脂酸、单硬脂酸甘油醋、白凡

士林、羊毛脂、氮酮等试剂均为上海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生产。

１．２　实验动物　家兔６只，雌雄各半，体重（２．５±

０．２）ｋｇ；豚鼠８只，雌雄各半，体重（２５０±２０）ｇ；均

由信阳职业技术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１．３　仪器　ＧＳ１２－２电子恒速搅拌机（上海医械

机厂）；电热套（上海越众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旋

转蒸发仪（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电热

恒温水浴锅（上海医疗器械五厂）。

２　方 法

２．１　中药软膏剂处方　中药浸膏２５．０ｇ、硬脂酸

１０．０ｇ、单硬脂酸甘油脂３ｇ、液体石蜡５ｇ、凡士林

２ｇ、羊毛脂 ５．０ｇ，三乙醇胺 ０．７ｇ、尼泊金乙酯

０．５ｇ、氮酮１．０ｇ、蒸馏水加至１００ｇ。

２．２　中药浸膏的制备　按照处方称取蛇床子１００

份、苦参８０份、川楝子５０份、土茯苓４０份、川芎２０

份、白芷 ２０份、冰片 １０份、斑蝥 ３份，粉碎后加

６５％乙醇煎煮２次，每次２ｈ，滤过，合并滤液，置于

旋转蒸发仪上，８５℃浓缩至半流体稠膏状浓缩，然

后将半流体稠膏状置于８０℃水浴中加热至稠膏，

备用。

２．３　中药软膏剂的制备　参考文献方法［６］，按比

例称取硬脂酸、单甘脂、液体石蜡、凡士林、羊毛脂、

氮酮置容器内，水浴加热至熔化，于水浴锅上７０℃

～８０℃保温，作为油相；将三乙醇胺、尼泊金乙酯、

蒸馏水，加热至完全溶解，作为水相。将水相缓慢

倒入油相中，搅拌均匀后加入中药浸膏，边加边搅

拌，至乳化完全，放冷即得。

２．４　中药软膏剂的质量标准

２．４．１　中药软膏剂的稳定性试验

２．４．１．１　离心试验　取中药软膏剂１０ｇ放入带刻

度离心管中，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３０ｍｉｎ，观察有无分

层及破乳现象。

２．４．１．２　耐寒耐热试验　将中药软膏剂置于离心

管内，分别置５０℃恒温箱６ｈ和－２０℃冰箱２４ｈ，

观察有无分层破乳、霉败以及色泽、均匀性改变等

现象。

２．４．１．３　加速试验　将中药软膏剂装入离心

管内，置于温度为（４５±２）℃、相对湿度为７５％

的恒温培养箱中，连续放置３个月，定期考察，观

察有无分层破乳、霉败以及色泽、均匀性改变等

现象。

２．４．２　中药软膏剂的安全性试验［７］

２．４．２．１　刺激性试验　取体重相近的白色家兔，

脱毛后将无破损皮肤家兔分为完整皮肤给药组和

破损皮肤给药组，每组３只。试验组家兔用使用无

菌大头针划破表皮，不伤及真皮，以皮肤出现轻度

渗血为度。２组家兔右侧脱毛区每天涂药２次，每

次涂抹１ｇ，并用无刺激性胶布固定，左侧涂生理盐

水２ｍＬ作阴性对照，并分笼饲养，连续用药７ｄ，在

最后一次给药１２ｈ后取下包扎，分别在除去药物

１、６、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１２０ｈ观察皮肤有无红斑和水肿

现象，并按照表１进行刺激强度评价。

２．４．２．２　过敏性试验　取白色豚鼠８只，硫化钠

脱毛，选皮肤无破损的豚鼠随机分成两组，既对照

组和试验组，每组４只。试验组豚鼠右侧脱毛区涂

１ｇ中药乳膏剂，对照组豚鼠右侧脱毛区滴加浓度

１％２，４－二硝基氯苯 ０．２ｍＬ，左侧涂生理盐水

２ｍＬ为阴性对照，并用无刺激性胶布固定。隔日致

敏１次，共３次，于每次致敏后６ｈ去除固定物并观

察皮肤有无红斑、水肿等皮肤过敏反应出现，并按

照表２进行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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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皮肤刺激反应及评分标准

强度
皮肤反应

充血 水肿
分值

无刺激 无充血 无水肿 ０～０．５

轻度刺激 勉强可见充血 勉强可见水肿 ０．６～１．０

轻度刺激 明显充血 水肿隆起轮廓清楚 １．１～２．０

中度刺激 中等到严重充血 水肿隆起约１ｃｍ ２．１～６．０

强刺激 紫色色斑有焦痂 水肿隆起超过１ｃｍ，范围扩大 ６．１～８．０

表２　皮肤过敏反应及评分标准

强度
皮肤反应

充血 水肿
分值

无过敏 无充血 无水肿 ０

轻度过敏 轻度充血 轻度水肿 １

中度过敏 中度充血，明显可见 明显水肿 ２

重度过敏 重度充血 重度水肿 ３

强过敏 水肿性充血 ４

３　试验结果
３．１　中药软膏剂外观状况　本试验所制备的中药
软膏剂外观细腻，黄褐色，稠度适宜，易涂布。

３．２　中药软膏剂的质量标准试验结果
３．２．１　中药软膏剂的稳定性试验结果　本试验制
备的中药软膏剂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离心试验、耐

寒耐热试验与加速试验中均未见乳膏出现分层破

乳、霉败以及色泽、均匀性改变等现象。

图１　耐热试验结果

图２　耐寒试验结果

３．２．２　中药软膏剂的安全性试验结果
３．２．２．１　中药软膏剂的刺激性试验结果。　中药
软膏剂对皮肤刺激性试验结果见表３。结果显示：
完整皮肤给药组受试兔皮肤未出现充血和水肿，破

损皮肤给药组受试兔皮肤未出现水肿，但表现出轻

微红斑，红斑在６ｈ内均消褪。在试验的一周内，６
只兔子精神良好，采食、尿液及粪便均正常，未见中

毒或异常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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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加速试验结果

图４　加速试验结果

表３　中药软膏皮肤刺激性试验结果

时间
完整皮肤组 损失皮肤组

充血 水肿 充血 水肿

１ｈ ０ ０ ０．６ ０

６ｈ ０ ０ ０ ０

１２ｈ ０ ０ ０ ０

２４ｈ ０ ０ ０ ０

４８ｈ ０ ０ ０ ０

７２ｈ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０ｈ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２．２　中药软膏剂的过敏性试验结果　中药软
膏剂对皮肤过敏性试验结果见表４，结果显示：试验
组豚鼠未出现红斑、水肿、休克等过敏症状。对照

组豚鼠局部出现重度充血及水肿，而且还表现出疼

痛、不安、躲闪等现象。

表４　中药软膏剂皮肤过敏性试验结果
时间 ６ｈ ２４ｈ ４８ｈ ７２ｈ １２０ｈ

试验组 ０ ０ ０ ０ ０

对照组 １ ２ ３ ３ ３

４　讨 论

４．１　中药软膏剂的制备　临床中使用的软膏基质
主要分为三类，既油脂性、乳剂型和水溶性基质，在

三种基质中以乳剂型基质中的药物释放、穿透、吸

收速度最快，其次是油／水（ｏ／ｗ）型基质，药物的释
放和穿透最慢的为水／油（ｗ／ｏ）型基质［８］，因此本

试验中采用油／水（ｏ／ｗ）型基质进行中药软膏的配
制。通常情况下药物在软膏中溶解状态比混悬状

态有较好的透皮效果，所以研究采用将中药提取液

溶于水中，作为水相制成乳膏的方法。乳化方法采

用连续相加到分散相中，水相缓缓加入油相，开始

形成ｗ／ｏ，当继续加入水相时，乳剂转型，而形成
ｏ／ｗ，从而产生更为细小的分散相粒子，以达到更好
的透皮效果。

４．２　中药软膏剂质量评价　中药制剂具有相对的
安全性，但是中药的成分十分复杂，一些成份有可

能引发过敏反应或毒副作用，甚至引起变应性皮肤

病，重者危及生命，因此有必要对中药安全性进行

评价。软膏剂是外用制剂，临床用以患部涂擦，临

床应用中可能会出现局部刺激性反应，因此外用药

物临床用药前毒理学评价主要以考察其皮肤刺激

性［９－１０］。本试验选择家兔和豚鼠为模型，考察中药

软膏剂的刺激性和过敏性，试验结果显示完整皮肤

组受试兔在药物处理后未表现刺激和毒性反应，而

受损皮肤组有轻微刺激表现，但在药物去除６ｈ后
表现正常，且无毒性反应，这和文献报道外用制剂

对破损皮肤有轻度的刺激相一致［１１］。试验组豚鼠

未出现充血、水肿、哮喘或体克的现象等过敏反应，

表明此中药软膏剂对豚鼠无致敏性。

本试验制备的中药软膏色泽均匀，质地细腻，

粘稠度适当，易于涂布皮肤，而且稳定性高、无致敏

性、无刺激性，具有良好的开发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１］　贺星亮．某犬场犬主要体外寄生虫和皮肤病调查及采取的措

施［Ｄ］．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３．

·５５·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６，５０（５）：５６～５９／顾进华，等　

兽药粉（散）剂、预混剂与饲料添加剂的管理探析

顾进华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０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２８０（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５６－０４　［中图分类号］Ｓ８５１．６６

［摘　要］　结合兽医用药和畜牧业生产实践，对现行管理法规界定下的兽药粉（散）剂及预混剂等

有关概念进行剖析，研究各组概念的区别和内在联系，探讨如何准确定位、科学管理兽药粉（散）剂、

预混剂以及饲料添加剂，建议在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牧业生产中协同发挥各类投入品作用。

［关键词］　兽药、粉（散）剂；预混剂；饲料添加剂；管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Ｄｒｕｇ
Ｐｏｗｄｅｒｓ，ＰｒｅｍｉｘｅｓａｎｄＦｅ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ＧＵＪｉｎ－ｈｕａ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Ｄｒｕ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ｄｒｕｇｐｏｗｄ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ｅｍｉｘ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ｉｎｇｓａｂｏｕｔｈｏｗｔｏ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ｄｒｕｇｐｏｗｄｅｒｓ，ｐｒｅｍｉｘｅｓａｎｄｆｅ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ｗｅ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ｏｎｐ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ｐｕ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ｄｒｕｇ；ｐｏｗｄｅｒｓ；ｐｒｅｍｉｘｅｓ；ｆｅ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作者简介：顾进华，副研究员，从事兽药科技管理和科研工作。Ｅ－ｍａｉｌ：ｇｕｊｉｎｈｕａ＠ｓｏｈｕ．ｃｏｍ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２］　ＳｌｅｓｅｎｏｐＵ，ＢｕｓｓｅＭ，ＢｏｈｎＫＨ．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ｄ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ｓｉｓ

ｉｎｄｏｇｓａｎｄｃａｔｓａｒｅｖｉａｖｏｆ１１ｙｅａｒｏｆｒｏｕｔｉｎｅ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ｗｏｒｋ［Ｊ］．Ｋｌｅｉｎｔｉｅｒｐｒａｘｌｓ，１９９６４１（７）：４８３－４９１．

［３］　金艺鹏，林德贵．盐酸特比萘芬对犬猫皮肤真菌病的疗效

观察［Ｊ］．中国兽医杂志，２００３，３９（０６）：２１－２３．

［４］　周秋平，范小平．简述真菌性疾病治疗药物的临床应用［Ｊ］．

中国兽药杂志，２００３，３７（９）：５６－５７．

［５］　刘钟杰，许剑琴．中兽医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　梁煜霞，李 萍．苦参软膏的制备及质量评价［Ｊ］．国际医药卫

生导报，２０１２，１８（１）：７７－７９．

［７］　黄芝瑛．中药新药一般毒理试验及评价［Ｊ］．药品评价，２００４，

１（１）：５０－５２．

［８］　张志荣．药剂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９］　郝智慧，张瑞丽，刘元元，等．复方氟康唑软膏对家兔皮肤的

刺激性观察［Ｊ］．中国兽药杂志，２０１２，４６（８）：１７－１９．

［１０］顾亚凤．蝇蛆油对实验动物皮肤的刺激性、过敏性及烫伤治

疗药效研究［Ｊ］．中国兽药杂志，２００４，３８（１０）：１６－１７，３８．

［１１］马 琪．犬皮肤真菌病治疗药物的筛选与临床疗效试验［Ｄ］．

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８．

（编 辑：陈 希）

·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