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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味技术在儿科常用口服固体制剂的应用研究

吴佳伟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 海口 570100

【摘 要】：儿科常用口服固体制剂包括很多种类，比如散剂、片剂、干混悬剂、颗粒剂等，通常在使用该类制剂过程中，需

要先对其进行溶解或溶解于口中，制剂口味直接关系儿童对药物依赖性和应用药物剂量准确性，进而决定药物效果的发挥程

度。应用掩味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有效掩没药物苦味，降低患儿对药物的抗拒性，促进最大价值的发挥。基于此，本

文进一步研究掩味技术在儿科常用口服固体制剂中的应用，希望为相关机构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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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成人而言，通常服用片剂药物，对于苦味不是特别

敏感，这种药物在外皮设计一层薄膜包衣，以此来掩盖药物

的苦味；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对于苦味特别敏感，儿童抵触

用药的关键原因就是药物在口腔内产生苦味，因此，味道是

决定儿童能否按时用药的重要因素。对于幼小儿童而言，适

宜口服用药类型多是颗粒剂、分散片、混悬液等，这就给掩

味技术增加一定难度。本文接下来进一步探索掩未技术的应

用。

一、形成苦味原理及其掩盖方式

味觉的感觉器官便是味蕾，味蕾主要分布于舌缘和舌背

的舌乳头中，也有部分位于咽部粘膜内。味觉形成过程比较

复杂，首先需要化学物质与离子通道的孔样蛋白相互作用，

或者化学物质与味觉受体表面蛋白相互作用，促进细胞内电

位的变化，从而将此化学信号传输至大脑，并且进一步在神

经冲动中上升，各个神经进行传导后，最终到达大脑中枢神

经，至此味觉形成。

舌头根部是感知苦味的重要位置。疏水性是苦味受体的

主要特点，并且其对极性基团具有吸附性，它由少量白质磷

脂组成，主要是多烯磷脂和肌醇磷脂，苦味在唾液中溶解，

然后与味蕾顶部微绒毛苦味受体蛋白实现有机结合，在神经

中枢的整合后从而形成苦味感觉[1]。

掩盖苦味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具体是：第一，对于药物

在口腔内释放进行阻碍或者延长，避免药物与味蕾接触；第

二，防止苦味受体和苦味剂进行结合，阻断传递苦味的信号；

第三，增加各种掩味剂，暂时麻痹大脑以对苦味进行掩盖。

二、掩味技术分析

在儿科常用口服固体制剂中，掩盖苦味的技术主要有以

下几种，具体分析是：

（一）对处方构成进行调整

1、苦味阻滞剂

这种制剂的应用会阻断大脑对苦味的反应信号，或者参

与药物竞争，从而实现苦味被掩盖目标。腺体甘酸就是苦味

阻滞剂，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合理添加可以增加其效果；此外，

还可以使用蛋白类化合物使其成为疏水性抑制药剂。

2、常用矫味剂

常用矫味剂有很多种，包括甜味剂、清凉剂、芳香剂等，

通过提升味蕾对相应味道的反应及增加嗅神经对香味的感

受，从而使大脑对味觉产生混淆，实现对苦味掩盖的目的。

常用甜味剂有糖精、纽甜等。纽甜作为一种高效新型的甜味

剂，它的甜度远远超过蔗糖 13000 倍，甜味感中伴有清凉感，

与蔗糖甜味感相似。它与阿斯巴甜相对比，具有较长的维持

时间，但是感知速度较慢，其与疏水性有机物共用，可以促

进甜味延续时间的增加。薄荷脑、桉樟树等是常用清凉剂。

橘子香精、草莓香精、香蕉香精等是常用芳香剂。通过实验

研究证明阿斯巴甜和枸橼酸在清热剂中的运用效果最好，尤

其是两者用量都为 4%时，在成品率、口感方面达到最佳效

果[2]。

3、稀释剂

传统稀释剂主要由淀粉、蔗糖、糊精等构成，新稀释剂

则由甘露醇、木糖醇、微晶纤维素、乳糖等构成，一般情况

下，掩盖苦味多选择蔗糖、木糖醇等，此外，对于预防龋齿，

木糖醇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它代替了蔗糖。

4、助悬剂和粘合剂

一般情况下，助悬剂和粘合剂常应用于片剂、干混悬剂、

颗粒剂等制剂中，利用胶浆制剂可以很好的掩盖苦味，而且

会减缓药物释放，使药物蔓延到味蕾上，对味蕾进行干扰，

使其不能进行有效感知，这种方法能够使药物刺激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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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干混悬剂用胶浆制剂，不仅可以掩盖苦味，还能

使溶液变稠，让药物分布更均匀。

5、掩蔽剂

掩蔽剂可以和药物一起溶解，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难溶

解的盐，对药物颗粒进行包裹使其不再溶解。很多药物都会

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比如有些药物具有难闻的气味或者苦味，

这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对于口味很强的药物而言，需要对其

苦味进行包裹，使其溶解于水中，减少苦味。对比使用大量

香精、增稠剂的干混剂制品，这种掩蔽剂具有明显优势。掩

蔽剂的常用类型有柠檬酸、甘油、乳酸等[3]。

（二）对工艺进行改进

1、包合技术

目前该项技术的应用比较广泛，它主要是在环糊精、羟

丙基等分子内部注入药物，利用范德华力的作用，减少药物

接触味蕾的量从而达到掩味的目标，当药物到达体内后，从

包合物中充分释放出药效。这种方法的制作流程简单，可以

进行产业化生产，然而应用会有些限制，尤其是对药物有严

格要求，对于药物的分子、原子等都有具体明确要求。

2、包衣技术

该项技术是在指在将一层衣包裹在固体药物表面，这层

衣可以有效隔断药物和味蕾间接触，从而对苦味进行掩盖。

糖衣和薄膜衣是包衣主要形式。薄膜衣的原料为聚合物，它

作为新型包衣方式除了具有糖衣特点外，还具有用料少、较

短生产周期、较好机械强度等优势。胃溶型包衣材料、肠溶

型包衣材料、缓控释包衣材料是薄膜包衣主要材料。随着科

学技术不断发展，包衣技术也不断进步，比如肠溶衣需要药

物安全经过胃到肠后溶解或崩解来实现其效果。

（三）对主药进行预处理

1、对包合物的应用

该项技术主要是应用包合物来对药物全部或部分分子

结构进行包裹，成功阻断味蕾与药物分子接触，从而实现掩

盖苦味或者减少苦味的目标。研究者将该项技术应用于有苦

味药物的制作中，后经过研究者试验，发现药物几乎没有苦

味感，效果明显，而未使用包合物技术的药物具有明显苦味

[4]。

2、微球和微囊的制备

利用天然或合成高分子材料制作成球形材料，并且将药

物包裹或者分散在球形材料中，通过阻断味蕾与药物接触，

从而达到降低苦味的目的，这就是微球和微囊的制备。经研

究者实验，这种方法效果显著。

3、离子交换树脂

通常将高分子聚合物作为离子交换树脂，内含电离基团

具有可活化性，靠近离子性药物就会发生静电而相互吸引，

并且离子具有较低浓度，在口腔分泌较少唾液时，口服树脂

颗粒在口腔中停留时间较短，药物直接被吸附胃里，甚至没

有经过溶解，从而实现药物和味蕾的有效隔离，达到掩盖药

物苦味的目的。研究者将该项技术运用到具体药物制作中，

经过志愿者试吃后发现该项技术效果良好[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研究掩味技术在儿科常用口服固体制剂中应

用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掩味技

术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已经发展的日趋成熟。在实际应用

中，还需要根据药物类型、设备等灵活选择掩味方法。通常

情况下，甜味剂和芳香剂等是首选方法，如果不能达到较好

效果，可以再考虑包衣等其他策略。此外，新型掩味思路如

添加苦味阻止剂由于具有明显优势，会在未来发展中得到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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