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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乳及其在药学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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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地综述了微乳的制备方法、质量评价，对微乳作为药物载体在口服、经皮、鼻腔及

其他给药途径中的应用加以论述，同时对微乳色谱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介绍，并对微乳的

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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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乳 (microemulsion, ME)是由油相、水相、表面活性剂以及助表面活性剂在适当比例下自发形

成的一种透明或半透明的、低黏度的、各相同性且热力学稳定的油水混合体系。一般由表面活性剂

和助表面活性剂共同起稳定作用。微乳的粒径一般在 10 ~100 nm范围内，属于胶体分散体系。微乳

的乳滴多为球形，大小比较均匀，外观为透明液体，加热或离心也不能使之分层，多属热力学稳定

体系。 

微乳与传统的乳剂和胶束溶液在成分和结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宏观上微乳液与普通乳状液

有着根本的区别：普通乳状液是热力学不稳定体系，分散相质点大，不均匀，外观不透明，由表面

活性剂或其他乳化剂维持动态稳定。微乳液是热力学稳定体系，分散相质点很小，外观透明或近似

透明，经高速离心分离不发生分层现象，含有增溶物的胶团溶液也是热力学稳定的均相体系，因此

在稳定性方面，微乳液更接近胶团溶液。从分散相质点大小来看，微乳液正是胶团和普通乳状液之

间的过渡物，因此它兼有胶团和普通乳状液的性质。 

1  微乳的制备 

微乳形成的 3个基本条件：1) 油水界面上短暂的表面张力为负值；2) 有高度流动性的界面膜；

3) 油相与界面膜上的表面活性分子之间的渗透作用及相互联系。 

1.1  基于相图的自发乳化法 

制备微乳的第一步是确定处方，微乳体系各成分确定后，可通过三元相图找出微乳相形成区域，

从而确定微乳成分的用量。从相图中确定合适的处方后，将各成分按比例混合即可制得微乳。此过

程中，各成分的加入顺序不会影响微乳的形成。通常W/O型微乳比 O/W型微乳容易制备。 

1.2  转相乳化法   

先将 O/W型表面活性剂在油相中溶解或熔化，在缓慢搅拌条件下以细射流方式将预热的水相加

入热的油相中，随着水相体积的增加，连续相从油相转变为水相，从而制得 O/W型微乳，此法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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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相微乳法。如果将油相加入水相且选用W/O型表面活性剂时，则是 O/W型微乳转变成W/O型微

乳。因此转相乳化法成乳的先后过程为增溶、液晶形成、凝胶状初乳形成以及最终形成微乳。转相

乳化法制备的微乳其稳定性与液滴大小和表面活性剂的 HLB值及用量有关。 

1.3  相转变温度(phase inversion temperature, PIT)乳化法   

聚氧乙烯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 HLB值在温度的影响下可发生改变而导致制备的微乳转相，当

温度升高时，聚氧乙烯链与水分子之间的氢键被破坏，溶解度下降，原有的乳化性质发生变化而使

O/W型转变成W/O型或使W/O型转变成 O/W型。利用此特点，在转相温度时制备，可得到比较理

想的微乳。在高于相转变温度时形成 W/O 型微乳，在低于相转变温度时形成 O/W 型微乳，而低于

相转变温度时的油-水界面张力最低。因此，在该温度时制备微乳，可得到非常细小的分散液滴，从

该温度冷却即形成 O/W型微乳。最适表面活性剂的 PIT值应高于微乳储存温度 20 ~ 60 ℃；而W/O

型微乳的最适表面活性剂的 PIT值应低于储存温度 10 ~ 40 ℃，这样制得的微乳在放置期间就不宜发

生转相。 

1.4  机械法(外界供能制备方法) 

为减小表面活性剂用量增大而产生的毒性，获得理想粒径的微乳，必须使用高压乳匀机等设备

供能进行乳化。一般需进行两步乳化：第一步，用高速混合器制得粗乳；第二步：用高压乳匀机乳

化。由于高压乳匀机对粗乳的进一步分散会使温度升高，因此乳化前需对粗乳进行冷却。 

目前比较有效的乳化设备是高压均化器和微射流乳化器。日本学者[1]研究发现使用其他乳化装

置不能调制的微乳液，采用高压均化器进行乳化则可顺利地制备相应的微乳；并且使用高压均化器

还可以大幅减少表面活性剂的用量，满足了希望减少表面活性剂用量的要求。微射流乳化器是利用

微射流乳化技术，采用连续式混合、分散、乳化的方法，制得相体稳定、粒子细微均一的精细微乳。

同常规乳化技术相比，可以大大降低乳化剂、分散剂的投入量，只需最低限度加热。这些乳化设备

使用方便快捷，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工艺条件来满足对制剂粒径大小的要求。 

2  微乳的质量评价 

微乳给药系统有口服、注射、透皮吸收等多种途径，其质量评价指标尚无统一标准。下列评价

微乳物理稳定性的方法，可用于评价微乳的质量。 

2.1  微乳的形态及粒径大小分布 

微乳微观形态应为圆球形，可通过电镜观察其微观形态、确定微乳体系的形成情况以及是否达

到平衡。通常微乳粒径的大小均匀，一般在 10~100 nm。对微乳作长期留样观察或加速试验时，在

不同时间取样测定微乳的粒径大小，通过粒径分布的变化情况，对贮存期内微乳稳定性作出评价，

若微乳的粒径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大或粒径分布发生改变，说明微乳不稳定。 

2.2  黏度和折光率 

黏度和折光率可以区别或检查微乳的纯杂程度。微乳的折光率一般使用阿贝折光仪，依照折光

率测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附录 VI F)测定；微乳的黏度用旋转式黏度计，依照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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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法第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附录 VI G)测定，两者均在恒温 20 ℃条件下测定。

微乳的黏度对其应用特别是注射方式给药的乳剂有一定影响，黏度过大不利于制备和使用。 

2.3  微乳的类型  

鉴别微乳类型常采用离心法[2]、稀释法、染色法[3]和电导法。离心法是在 1 500~2 000 r·min-1离

心 10 min，观察其是否分层或是否维持澄明，如仍维持澄明可判定为微乳；稀释法的原理是如果微

乳能被水大量稀释则为 O/W 型，如能被油大量稀释则为 W/O 型；染色法是根据油溶性染料苏丹红

在微乳中呈红、水溶性染料亚甲蓝在微乳中呈蓝色，通过观察红色或蓝色的扩散快慢来判断微乳的

类型，若红色扩散快于蓝色则为 W/O 型微乳，反之为 O/W 型微乳，当扩散速度相同时则为双连续

型微乳；电导法是通过测定微乳电导率的变化来确定微乳的类型，开始制备时微乳的含水量较低，

电导率也比较低，随着含水量的增大，溶液的电导率上升加快，此时形成的是W/O型微乳，其连续

相为油相。当溶液电导率随含水量的增加缓慢上升，并有明显的拐点出现，且溶液的黏度增大时，

形成的是凝胶或液晶结构；当含水量足够大时，溶液的电导率达到最大值；当含水量超过一定值时，

电导率开始下降，因为在此区域，含水量的增加使微乳液滴浓度降低，相当于稀释作用。此时连续

相为水相，形成的是 O/W型微乳[4-5]。 

2.4  影响微乳稳定性的因素 

微乳稳定性考察指标通常包括粒径、外观、澄清度及主药的含量等。微乳粒径与其稳定性密切

相关，且与其治疗和安全性有关，在制备微乳制剂时要依据用药目的和给药途径，选择适合的粒径

大小。微乳成品粒度若细腻而均匀，则微乳稳定；反之，则不稳定。影响这些指标的因素有表面活

性剂、分散相浓度、储存条件等。由于微乳是由表面活性剂组成的系统，当温度升高超过该体系中

表面活性剂的昙点时，微乳体系变浑浊，表面活性剂从微乳中析出；当温度降低至昙点，该体系重

新变澄清，说明微乳只要在组分比例适当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发形成，不需要外界做功。表面活性

剂的 HLB值及用量对微乳稳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微乳分散相的质量分数一般小于 50%，当分

散相的质量分数大于 74% 时，微乳容易转相或破裂。储存温度是影响微乳稳定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温度越高，粒径变化越大。储存时间的延长也会使微乳的分散逐渐趋向不稳定。此外，乳化时的温

度、机械力、时间、内外相和表面活性剂的混合顺序等均对微乳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 

3  微乳的应用 

3.1  微乳在药物制剂中的应用 

3.1.1  微乳口服给药制剂  

微乳作为口服给药的载体，可以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溶解度和生物利用度，口服给药后可经淋巴

吸收，从而克服了首过效应以及大分子药物通过胃肠道上皮细胞膜的障碍，使药物可以直接被机体

利用，多数情况下其吸收比片剂或胶囊剂更迅速、更有效。该剂型很适合儿童和不能吞服固体制剂

的患者服用。微乳作为药物载体最突出的优点是可以提高难溶性药物或蛋白质类大分子药物口服制

剂的生物利用度。5-氟尿嘧啶(5-Fu)属于抗代谢抗肿瘤药，其毒性较大，有一定的水溶性，脂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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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李文浩等[6]以肉豆蔻酸异丙酯-单辛/癸酸甘油酯为乳化剂、无水乙醇为助乳化剂制成W/O型微

乳，与其普通溶液相比，该微乳毒性降低，肠吸收明显增大，90 min 时 5-Fu 微乳的累积吸收量是

5-Fu溶液的 3倍。蚯蚓纤溶酶是水溶性蛋白，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口服生物利用度相当低，而将

其制成W/O型微乳其生物利用度是原来的 208倍[7]。布洛芬丁香酚酯口服微乳能降低由布洛芬引起

的胃溃疡发生率，口服布洛芬微乳和布洛芬溶液后，两者的 AUC0~12分别为(270.31±58.32) mg·h·L-1、

(155.07±39.77) mg·h·L-1，微乳的血药浓度提高 1.64倍，生物利用度有所提高[8]。 

3.1.2  微乳经皮给药制剂   

微乳不但可以提高制剂的载药量和稳定性，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提高生物利用度，而且由于

微乳表面张力较低，容易润湿皮肤，使角质层的结构发生变化，增加角质层脂质双层流动性，破坏

其水性通道，降低角质层的屏障作用，使药物易于穿透角质层被人体吸收，还可以减少药物的全身

毒副作用，使用药更加安全。表面活性剂的浓度和微乳粒子大小对药物的透皮吸收有影响。长春西

汀微乳经皮制剂[9]性质稳定，药物在其中的溶解度为(10.5±1.5) g·L-1，是其在水中溶解度(5 mg·L-1)的

2 100倍，体外经皮稳态渗透流量为(15.0±2.5) mg·L-1，经皮稳态渗透流量显著增大，安全稳定。李

熙等[10]以无水乙醇/聚氧乙烯蓖麻油为混合表面活性剂、油酸油脂为油相制备青藤碱微乳，经皮给药

稳定性好，透皮渗透效果好，平均透皮速率为(32.238±1.13) µg·(cm2·h)-1，具有很强的透皮能力，研

究显示，薄荷脑、冰片和肉豆蔻酸异丙酯可以作为促渗透剂用于青藤碱经皮吸收制剂。黄亮[11]采用

Franz扩散池，建立了利多卡因制剂体外经皮渗透试验方法，比较微乳和酊剂的皮肤渗透能力，结果

表明利多卡因微乳体外透皮性优于其酊剂，且在一定范围内与含药量呈线性依赖关系。 

3.1.3  微乳鼻腔给药制剂   

鼻腔黏膜细胞上有许多小绒毛，可大大增加药物吸收的有效表面积，药物吸收后直接进入体循

环，无肝脏首过效应，加之鼻腔上皮细胞下有许多毛细血管和丰富的淋巴网，通过鼻腔给药而起到

全身治疗的效果。结合微乳本身固有的特殊结构而制成的鼻腔给药微乳，可以增加药物的溶解度，

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还可为脑部疾病的治疗提供一条新途径，而且给药方便，

以滴入或喷入方式给药，患者可自行完成。鼻腔给予地西泮微乳制剂后 10 min血药浓度即可达到峰

值(0.1194 µg·mL-1)，且其血液中绝对生物利用度为 44.83%，鼻腔给药后的 AUCbrain/AUCplasma始终高

于静脉给药，鼻腔给药的脑靶向性优于静脉注射[12]。张志奇[13]以 Labrafil M 1944CS、Cremophor 

RH-40、乙醇、水为处方，制得 O/W型鼻腔给药微乳，溶解度是其固有溶解度的 2 783倍，绝对生

物利用度为 32.4%，明显高于大鼠口服给药的生物利用度(1.2%)，且可提高其脑摄取率。 

3.1.4  微乳注射给药制剂   

微乳具有热力学稳定性，可进行过滤除菌和热压灭菌，其黏度较低，将水难溶性药物制成微乳

注射给药，可以减少注射时的疼痛，因微乳的特殊结构，药物被包封于乳滴中，给药后药物缓慢的

释放，所以注射用微乳具有一定的缓释和靶向作用。此外，微乳注射剂还有注射体积小、容易制备、

稳定性好、避免药物降解等优点。黄芩注射微乳[14]以 OP 为乳化剂、丙三醇为助乳化剂、油酸油脂

为油相，按质量比 4∶4∶2∶2∶58 混合，黄芪总皂苷平均载药量为 13.54 mg·mL-1，体外释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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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的缓释作用。张学农等[15]采用对紫杉醇溶解性较高的三辛酸甘油酯-三丁酸甘油酯 (质量比

1∶1)为油相，以卵磷脂为乳化剂、乙醇为助乳化剂制备微乳，考察其急性变态反应。结果显示：紫

杉醇微乳的变态反应和死亡率明显低于紫杉醇注射剂。 

3.1.5  微乳眼部给药制剂   

滴眼剂由于眼角膜屏障、泪液稀释和鼻泪管消除等原因易造成大量药物损失，即使药物未损失，

由于在眼角膜前区的滞留时间短，因此药物在眼部的吸收差、生物利用度低。将药物制备成微乳滴

眼剂，可以弥补上述缺点，并且微乳稳定，易灭菌。以聚氧乙烯蓖麻油-丙二醇为混合表面活性剂制

备的地塞米松眼用微乳[16]的乳滴平均粒径为 36.8 nm，经离心(13 000 r·min-1，30 min)，外观稳定，

高温、强光条件下考察 10 d，乳滴粒径、pH值和含量均未见显著变化，对家兔的眼部组织无刺激性。

蒋文娟等[17]采用自微乳化方法制备的环孢素 A眼用微乳，药物平均浓度为(0.498±0.025) mg· mL-1，

平均粒径为(20.5±1.0) nm，初步稳定性试验表明，其含量、pH值和平均粒径均无明显变化。 

3.1.6  其他剂型   

目前微乳也用于制备固体脂质纳米粒，同其他方法相比，微乳液法制备的纳米微粒具有以下特

点:l) 通过选择适当的微乳液体系或者改变过程参数可以控制产物粒径的大小及形状。2) 通过选择

不同的表面活性剂对粒子表面进行修饰，可获得所需要的特殊物理、化学性质的纳米微粒。3) 由于

粒子表面包覆一层或几层表面活性剂分子，不易聚结，得到的有机溶胶稳定性好，可以较长时间放

置。4) 纳米粒子表面的表面活性剂层类似于一个“活性膜”，该层可被相应的有机基团取代，从而

制得特殊的纳米功能材料。5) 纳米微粒表面的包覆，改善了纳米材料的界面性质，显著地改善了其

光学、催化及电流变学等性质。6) 利用微乳液法制备的前驱体可以在较低的煅烧温度下形成所需的

晶相。Caboi等[18]以卵磷脂-丁醇(质量比 1∶1)为混合乳化剂，甘油三棕榈酸酯为油相，加入水，选

择合适的比例制备微乳，将热微乳在磁力搅拌下分散于冷水中，用于制备脂质纳米粒。毛世瑞等[19]

采用硬脂酸为油相、卵磷脂为乳化剂、乙醇为助乳化剂，蒸馏水为水相，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制备微

乳，将选择的适宜微乳分散到冷水中制备了固体脂质纳米粒。因此可知，微乳化技术制备固体脂质

纳米粒是可行的。 

微乳也可作为溶液提取中药成分，杨华等[20]将微乳液作为提取液加热提取丹参，丹参酮ⅡA 和

丹酚酸 B的提取率均可以达到 70%以上，与用体积分数为 50%和 95%的乙醇以及药典法(乙醇+水提

取)相比，微乳液提取可以不使用乙醇，并能同时提取丹参中的水溶性和脂溶性成分，提取率与药典

法基本相当。说明微乳液作为提取液加热提取丹参，克服了水作为提取液对脂溶性成分提取时提取

率低的缺点，同时可以简化工艺流程，节约能源，提高提取效率。 

3.2  微乳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3.2.1  微乳电动色谱法 

微乳电动色谱法(microemulsion electrokinetic chromatography,MEEKC)是使用微乳作为分离介质

的一种电泳模式，各离子组分以及中性组分依据在微乳油相与水相缓冲液之间的分配系数的差异而

实现分离的，具有电泳和色谱的双重机制。因而微乳电动色谱不仅具有分离效率高、分析速度快、



第 4期                               王金铃等：微乳及其在药学中应用                               361 

试样耗量少的优势，而且不受液相色谱法在色谱柱 pH 耐受范围方面的限制，具有可调节参数多、

可同时分析的样品范围宽等特点，因此微乳电动色谱广泛用于天然产物、多肽、蛋白质、核酸等的

分析。MEEKC 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测定化合物的疏水性，通过迁移时间可以估算油水分配系数

(log P)。logP是表征化合物亲脂性的参数，logP测定中常用的微乳是 SDS-丁醇-庚烷-缓冲液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使用 MEEKC 测定的 logP 值都是指分子型化合物的 logP 值，因离子型化合物与带

电的微乳液滴间具有库仑力作用，故需要保持溶质在缓冲液中以分子状态存在。Klotz 等[21]测定了

80多种溶解性能各异的杀虫剂的油水分配系数，研究表明MEEKC是间接测定疏水常数的一个相当

好的方法。MEEKC也用于手性化合物的分离，Aiken等[22]首次将MEEKC用于手性化合物的分离，

将(2R, 3R)-di-n-丁基酒石酸盐作为非水溶性的手性选择剂加入到微乳介质中，成功地分离了麻黄素消

旋体。 

目前，微乳电动毛细管色谱已应用到中药指纹图谱的建立中，李楠等[23]采用MEEKC对 14批不

同来源的掌叶大黄样品进行指纹图谱研究，其结果与毛细管区带的电泳(CZE)结果相似，因而MEEKC

作为中药质量评价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中药指纹图谱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3.2.2  微乳薄层色谱法 

微乳与胶束皆属缔合体，均为无色透明、低黏度的热力学稳定体系，但微乳与胶束相比，具有

更大的增溶量和超低的界面张力，因而更有利于对待测组分进行分离鉴定。在微乳色谱中，溶质在

固定相、油或水连续相及内核和界面膜等多相之间进行分配。色谱过程中，由于吸附、分配、静电、

疏水、立体构型、萃取与反萃取等可能的效应，导致各物质迁移速率不同而使 Rf值存在差异[24]。 

康纯等[25]以十二烷基硫酸钠-正丁醇-正烷庚-水微乳液作为展开剂，通过聚酞胺薄层色谱，分离

检测了 41种生物碱。结果表明，当微乳为水包油型和油水双连续型(含水量 15% ~ 60%)时，生物碱

的 Rf值多在 0.2~0.8之间，各生物碱 Rf值的差异明显，分离效果好，灵敏度高，斑点集中，操作方

便，重现性好。梁淑芳[26-27]等以 SDS-正丁醇-正庚烷-水按质量比为 3.9∶5.2∶0.9 的比例组成微乳

液作为展开剂，分离火棘、沙棘及山楂。崔淑芬[28]采用体积分数(φ)为 50%的甲醇提取甘草有效成

分群，以微乳液为展开剂在聚酰胺薄膜上展开，结果表明，甘草微乳薄层色谱可避免供试液的繁琐

“清洗”步骤，展开过程影响参数少、容易控制。微乳薄层色谱与传统薄层色谱相比重现性好、选

择性和分辨率高。由于微乳薄层色谱具有操作简便、快速、准确、价廉、重视性好、信息量大的特

点，非常适合于中草药的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中的质量控制。 

3.2.3  微乳液相色谱  

以微乳作为流动相的 HPLC法的优点是：微乳能对疏水性组分增溶，有利于复杂样品(溶解度、

酸碱性和极性差别很大的药物)的分离，应用范围宽；用常规流动相通常需要进行梯度洗脱的样品，

采用微乳流动相等度洗脱即可完成分离，能降低分析成本，缩短分析时间；微乳作流动相可控操参

数较多，容易改善溶质的保留行为，提高分离度；此外，微乳的光学透明性可使用紫外末端吸收波

长(最低可达 190 nm)分析无生色团的样品，微乳流动相对温度变化不敏感，色谱峰重现性好。上述

优点使微乳在药物分析中日益显示出应用潜力，是普通 HPLC 法较好的补充。由于微乳对亲水、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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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性化合物均有较强的溶解能力，样品与微乳和固定相吸附层之间存在着疏水、氢键、静电等多种

作用力，因此，微乳液相色谱主要应用于复杂混合物的分离、制剂分析、生物样品分析。Marsh等[29]

使用 3.3%(φ)的 SDS、6.6%(φ)的 S-丁醇-0.8% (φ) 的辛醇-0.05%(φ)的三氟乙酸微乳体系，用等

度洗脱的方式成功地分离了 4个中性、3个碱性、2个酸性和 1个两性化合物。制剂稳定性考察的一

个重要内容是所建立的方法要能够将合成的或降解的杂质从主成分峰和辅料峰中分开，El-Sherbiny等[30]

用 0.15 mol·L-1 的 SDS-10%(φ)的丙醇-1%(φ)的辛醇-0.02%(φ)的磷酸[含 0.3%(φ)的三乙胺, pH =7.0]

微乳分离了氟桂利嗪和它的 4个降解产物。EI-Sherbiny等[31]还利用微乳可以溶解蛋白质的性质，用

2%(φ)的 SDS-10%(φ)的丁醇-1%(φ)的辛醇-0.02 mol·L-1的磷酸溶液[含 0.3%(φ)的三乙胺]微乳将

血浆和尿中的布美他尼和醋丁洛尔简单稀释(质量比 1∶1)并离心后，直接进样，进行荧光法检测，

测得血浆和尿中的布美他尼和醋丁洛尔的检出限和定量限分别是 0.02、0.1 mg·L-1和 1、5 mg·L-1。由

此可见，用微乳作流动相可以实现直接进样分析生物样品而无需对生物样品进行前处理，但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直接进样方法虽然简单，由于没有样品的浓缩过程，只有在样品浓度较高时才能采用，

不适合用于浓度低和检出限低的样品。 

3.2.4  其他 

除了以小球填充的传统色谱填充材料的固定相之外，目前使用的固定相还有制成原位水凝胶、

固态疏松整体等。Kell 等[32]制备了含有甲基丙烯酸丁酯的原位聚合连续微乳，并用其作为固定相制

备了毛细管电泳的整体柱，研究结果显示，流动相可以通过色谱柱，制备的整体柱能够分离邻苯二

甲酸酯的简单试验混合物，但柱效偏低。与传统的十八烷基硅烷填充柱相比，整体柱具有制备时间

缩短、使用同一批微乳能够同时制备许多毛细管等优势。 前期的柱试验结果显示原位聚合连续微乳

用作毛细管电泳固定相的潜在可能性，但是为了提高柱效，尚需作进一步的柱优化试验[33]。 

4  展望 

 微乳作为一种新型的药物释放载体，具有透明、稳定、吸收完全、靶向给药等特点，同时可提

高药物疗效，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临床价值日益提高，具有较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它

也存在一些问题：微乳界面波动性对其结构稳定性的影响；表面活性剂和助表面活性剂等材料的毒

性、刺激性问题；如何根据不同的主药选择合适的处方；微乳的稀释等。因此，需要国内外药学工

作者进一步系统地考察微乳作为药物载体的性质，并加以应用。微乳色谱作为普通色谱的补充，其

优势在于能对复杂组分进行分离，尤其是对疏水性物质的增溶作用，但是除了微乳电动色谱相对应

用较多外，其他色谱几乎极少被应用，因而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尝试。综上，微乳作为一种新载体在

药学领域中将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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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emulsion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pharmacy 

WANG Jin-ling, SUN Jin, HE Zhong-gui 
( School of Pharmacy,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quality evaluation of the microemulsions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applications of microemulsion as a drug carrier in oral, transdermal, nasal and other routes 

of administrations were introduced. Mean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emulsion chromatography as an 

analysis method in pharmacy was presented. The prospect of microemulsion wa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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