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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绿蜂胶软胶囊的配方工艺研究 

黄仪友*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519040) 

摘  要: 目的  通过研究巴西绿蜂胶软胶囊胶皮、内容物配方制备工艺, 确定最佳生产配方及工艺。方法  使

用不同型号明胶、调整甘油、内容物助悬剂比例, 筛选配方, 从而确定制备工艺。结果  当温度升到 80 ℃时

投入明胶 180(骨胶), 经过溶胶、抽真空除气泡、过滤等操作后出料, 胶液粘度需控制在 2.4~2.9万 CP范围内。

内容物配方含 6.0%蜂蜡, 经搅拌研磨除气泡后, 保温 38~40 ℃, 后进行压制, 所得胶囊外观合格, 内容物无分

层, 胶囊上下夹缝良好、无漏油等现象。生产工艺可行。结论  生产工艺稳定可行, 胶囊在室温情况下保存 24

个月, 胶囊无分层、漏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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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formula and technology of the Brazil green propolis soft capsule 

HUANG Yi-You* 
(By-Health Co., Ltd., Zhuhai 51904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recip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the Brazil green propolis soft 
capsules' rubber and the content, then to confirm the optimal production recipe and process. Methods  
Different types of gelatin, adjusting the ratio of glycerin and the contents suspending agents were used, 
and recipe had been screened to determine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Results  Feeding the bone glue (jelly 
strength of 180) into the heating tank at the temperature of 80  and then melting the gelatin, vacuumi℃ z-
ing to defoam bubbles and filtered, viscosity of materials were discharged between 24000 to 29000 CP. 
With 6.0% beeswax in the contents, then stirred, grinded, exsufflated and insulated at 38 ℃~40 , the ℃

capsule was encapsulated. In this way, the appearance of capsule was qualified and no delamination of the 
content, or leakage, etc.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as feasible. Conclusi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stable, and there are no problems as delamination or oil leakage on the finished products after being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24 months. 
KEY WORDS: Brazil green propolis; gelatin; formulation and process 
 
 

1  引  言 

蜂胶是工蜂采集植物树脂等分泌物与其上颚腺、

蜡腺等分泌物混合形成的胶粘性物质[1]。蜂胶作为一

种天然物质, 不仅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各种生物活性

成份[2], 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酚酸类化合物[3]。具

有免疫调节、抗氧化、抗炎、护肝、抗肿瘤、抑制病

原微生物等多种生物学活性[4]。  
巴西绿蜂胶软胶囊是以巴西绿蜂胶粉为主要原

料制成的混悬类软胶囊, 其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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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物分层及胶囊漏油等现象。为解决软胶囊内容物

分层及漏油问题, 本次研究以巴西绿蜂胶粉为主要
原料, 实验筛选产品配方及制剂工艺, 制备软胶囊, 
考察巴西绿蜂胶软胶囊内容物分层及漏油情况, 确
定产品配方生产工艺, 为解决巴西绿蜂胶软胶囊配
方工艺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  料 

软胶囊压丸机(韩国甫昌); 配料罐(温州天富); 
化胶罐(温州天富); 三辊研磨机(常州市龙鑫化工机
械有限公司); 明胶(罗赛洛广东明胶有限公司); 甘
油(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巴西绿蜂胶粉(巴
西); 蜂蜡(河南省长兴蜂业有限公司); 大豆磷脂(美
国嘉吉); 天然维生素 E 油(巴斯夫); 大豆油(铁岭药
业有限公司)。 

2.2  实验方法 

2.2.1  制剂配方工艺研究 
软胶囊是一种较新的剂型, 是将药材提取物、液

体药物或适宜辅料混匀后能过压制法或滴制法密封

于软质囊材中的胶囊剂[5]。影响软胶囊成型的主要因

素是胶皮配方和内容物配方, 下面分别对软胶囊胶
皮及内容物配方进行研究。 

(1) 胶皮配方的筛选 
胶皮的选择是保证软胶囊质量稳定的关键技

术 [6], 所选用的胶皮需要质量稳定 , 不与内容物
发生反应 , 且不会吸水或失水变质 [7]。软胶囊常

用的胶皮原辅料为明胶、甘油、纯化水 [8]。软胶

囊的软硬度与明胶、甘油之间的比例有关 , 甘油
占比越大 , 干燥后的胶囊越软 , 反之 , 甘油比例
越小 , 干燥后胶囊越硬。通常其适宜的比例为明
胶 : 甘油 : 纯化水=1: 0.4～0.5: 0.9～1。按照制备
方法不同 , 明胶可分为两类 , 即 A 型明胶(皮胶 )
和 B 型明胶 (骨胶)[9]。使用不同型号明胶颗粒进

行对比实验。  
(2) 胶皮制备 
将配方量的甘油、纯化水投入到加热罐中, 当温

度升到 80 ℃时投入明胶。边搅拌边抽真空, 当胶液
液面稳定时, 停止抽真空。搅拌升温至 60~75 ℃[10], 
负压下溶胶搅拌 60 min[11]。再抽真空除气泡。过滤, 
保温待用。 

2.2.2  内容物助悬效果对比 
(1) 内容物配方助悬剂的筛选 
软胶囊内容物的配制是胶囊类产品开发的重点

之一, 因此对软胶囊内容物的选择至关重要[12]。本次

研究以巴西绿蜂胶粉为主要原料, 以大豆油为基质
(稀释剂), 加入一定比例的助悬剂, 使内容物含量均
一稳定。根据有效成份含量, 我们设计软胶囊规格为
500 mg/粒, 按比例确定配方中原料及辅料的加入量。
植物油类是软胶囊中最常用的稀释剂, 大豆油作为
普通食品具有长期食用安全无毒、质量可控等优点, 
因此本产品选择食用大豆油作为稀释剂[13]。蜂蜡及

大豆磷脂是混悬类软胶囊常用的助悬剂。试验方法如

下: 将配方量蜂蜡和部分的大豆油混合加热到 70 ℃, 
待蜂蜡完全溶解后加入剩余配方量的大豆油等所有

物料。搅拌均匀后, 研磨降低原料的颗粒度, 使其均
一分散在内容物中。将内容物倒入比色管 , 恒温
40 ℃放置 1、2、3 d观察内容物沉降体积比。 

(2) 测定内容物沉降体积比 
内容物的物理稳定性是评价混悬型软胶囊的重

要指标[14]。而沉降体积比直接反映内容物的稳定性
[15]。测定沉降体积比可用于比较混悬内容物的物理

稳定性, 评价助悬剂的效果。本实验通过测定配方的
沉降体积比筛选处方, 测定方法如下: 将混合均匀研
磨过的内容物倒入直径相同的 25 mL 的比色管中, 
记下原始高度 H, 40 ℃保温静置,按预计时间定期测
量沉降物高度 H1, 计算沉降体积比 K=H1/H, 比值越
大, 表示混悬剂越稳定。 

3  结果与分析 

3.1  胶皮配方选择 

明胶颗粒质量是决定胶皮质量优劣的关键因素

之一, 明胶颗粒主要质量指标见表 1, 胶皮配方的筛
选经反复试验结果见表 2、表 3。 

实验结果可知: 甘油作为增塑剂, 可增加胶皮
的韧性及弹性。配方中添加 18.5%甘油, 增加胶皮的
弹性, 可防止刚压出的胶囊由于太软粘附在传输带
上, 胶囊在干燥中不易出现粘连变型等现象。生产出
的成品更有弹性。使用明胶 150(骨胶 )、明胶
220AH8(皮胶)生产出的胶液粘度相对较低, 生产出
的胶囊存在漏油现象。而使用明胶 180(骨胶)增加明
胶冻力及胶液粘度, 将胶液粘度控制在 2.4～2.9 万
CP可防止胶囊漏油。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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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明胶颗粒主要质量指标 
Table 1  Main quality index of gelatin particles 

原辅料名称 粘度(mPa’s) 冻力强度 粘度下降 

明胶 150(骨胶) ≥2.8 140~170 ≤7.0 

明胶 220AH8(皮胶) ≥2.0 210~240 ≤10 

明胶 180(骨胶) ≥3.0 170~200 ≤6.0 

 
 

表 2  明胶配方比例筛选试验 
Table 2  Screening test of formula proportion of gelatin 

原辅料名称 配方一 配方二 配方三 配方四 配方五 配方六 配方七 配方八 

明胶 150(骨胶) 24.90% 24.90% 42.00% 42.00% —— —— —— —— 

明胶 220AH8(皮胶) 17.10% 17.10% —— —— 42.00% 42.00% —— —— 

明胶 180(骨胶) —— —— —— —— —— —— 42.00% 42.00% 

甘油 17.00% 18.50% 17.00% 18.50% 17.00% 18.50% 17.00% 18.50% 

纯化水 41.00% 39.50% 41.00% 39.50% 41.00% 39.50% 41.00% 39.50% 

 
 

表 3  明胶配方筛选结果 
Table 3  Screening results of gelatin formula  

质量指标 配方一 配方二 配方三 配方四 配方五 配方六 配方七 配方八 

胶液粘度(万 CP) 2.0 2.1 2.1 2.2 1.8 1.9 2.7 2.8 

刚压出胶囊质量 
胶囊较软

有点粘, 
无弹性 

胶囊稍微

有点粘, 
较有弹性 

胶囊较软

有点粘, 
无弹性 

胶囊稍微

有点粘, 
较有弹性

胶囊较软

有点粘, 
无弹性 

胶囊稍微

有点粘, 
较有弹性 

胶囊较软

有点粘, 
无弹性 

胶囊稍微

有点粘, 
较有弹性

胶囊成品漏油率 1.4% 0.8% 1.2% 1.0% 2.0% 2.3% 0.0% 0.0% 

 
 
3.2  内容物配方选择 

按内容物配方助悬剂的筛选的实验方法将内容

物倒入比色管, 恒温 40℃放置 1、2、3 d观察内容物
沉降体积比。结果见表 4、表 5。 

结果表明: 随着蜂蜡、大豆磷脂比例的增加, 可
提高沉降体积比, 保持内容物物理稳定性。大豆磷脂
较粘滑, 且在搅拌过程中容易产生气泡, 若大豆磷脂
添加的量较大的情况下, 会导致胶囊内容物有较多气
泡且不易消除, 胶囊慢性漏油等现象。当蜂蜡比例增
加到 10.0%, 保温 40 ℃内容物无流动性, 无法压丸。 

内容物配方中蜂蜡比例增加到 6.0%,内容物保温
40  1 d℃ 的情况下, 没有出现分层现象。可满足软胶
囊生产工艺。在压丸过程中, 内容物保温温度在 38～
40 ℃为宜, 温度不宜太低, 若太低内容物的流动性
不佳会影响胶囊装量的稳定性。若温度太高胶囊容易

变形及漏油等。本配方中只使用蜂蜡作为助悬剂就

达到很好的助悬效果, 而不需要再添加大豆磷脂。
当蜂蜡比例增加到 6.0%,内容物制成的软胶囊在室
温情况下保存 24个月, 胶囊无分层、漏油等现象。
保证了内容物物理稳定性及含量的均一性, 确保了
产品质量。 

4  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 胶皮配方中明胶 180(骨胶)
用量为 42%, 甘油用量为 18.5%经一定温度溶胶、抽
真空除气泡, 将粘度控制在 2.4～2.9 万 CP。内容物
添加 6%蜂蜡 , 经研磨真空除气泡后 , 保温 38～
40 ℃。使用软胶囊压丸机进行压制, 软胶囊无大小
头、凸头、变形等。软胶囊内容物无分层, 胶囊上下
夹缝良好无漏油等现象。生产工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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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内容物配方比例筛选试验 
Table 4  Screening test of content formula proportion 

原辅料名称 配方一 配方二 配方三 配方四 配方五 配方六 

巴西绿蜂胶粉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蜂蜡 2.0% 2.0% 4.5% 4.5% 6.0% 10.0% 

大豆磷脂 1.5% 2.0% 1.5% 2.0% —— —— 

天然维生素 E油 0.5% 0.5% 0.5% 0.5% 0.5% 0.5% 

大豆油 65.0% 64.5% 62.5% 62.0% 62.5% 58.5% 

 
 

表 5  内容物配方筛选结果 
Table 5  Screening results of content formula 

配方 
40 ℃ 放置沉降体积比 

1 d 2 d 3 d 

配方一 0.92 0.82 0.71 

配方二 0.93 0.85 0.80 

配方三 0.94 0.91 0.89 

配方四 0.93 0.90 0.90 

配方五 0.99 0.98 0.98 

配方六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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