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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系统评价传统中医药外用制剂冰硝散在应急条件下处理复杂创面的应用潜力，本文通过检索与分析总

结相关文献，归纳梳理了冰硝散的药理作用机制，并总结目前其在临床治疗的应用证据。因此，冰硝散

凭借其多作用靶点的特性，在处理超出普通创可贴处理范围的野外应急复杂创面方面，在初期显示出应

用潜力。然而若想将其潜力转化为可靠的应急产品，则亟需在抗感染机制的确认、组分配伍协同机制的

阐明、适合野外使用的无菌便捷新剂型的研发以及针对性的高质量临床验证等方面开展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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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Bingxiao Sa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opical preparation, for managing complex wounds under emergency conditions, thi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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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s relevant literature retrieved through search and analysis. It consolidates and outlines 
the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Bingxiao San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evidence 
for its clinical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Consequently, leveraging its multi-target characteristics, 
Bingxiao San demonstrates initial potential for managing complex emergency field wounds that ex-
ceed the treatment scope of standard adhesive bandages. However, translating this potential into a 
reliable emergency product necessitates urgent, in-depth research. Key areas requiring investiga-
tion include the confirmation of its anti-infective mechanisms, elucidation of the synergistic mech-
anisms among its components, development of novel, sterile, and convenient dosage forms suitable 
for field use, and the execution of targeted, high-quality clinical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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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冰硝散，是指由芒硝和冰片按特定比例配伍而成的外用中药制剂的统称，其核心成分芒硝，首载于

《名医别录》。主要成分为含水硫酸钠，性寒，味咸、苦，传统认为具有清火消肿、软坚散结之功[1]。
冰片，又名龙脑，首载于《新修本草》，性微寒，味辛、苦，中医认为其能开窍醒神、清热止痛、生肌

[2]。将二者配合外用的记载可见于《疡科遗编》，用于治疗皮肤疮疡。在临床实践中，冰硝散中冰片与

芒硝的比例常根据经验来调整，以 1:100 为多[3]，有时还会加入大黄、虎杖、姜黄等其他中药以增强疗

效，形成所谓的“自制”冰硝散[4]。凭借其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特性，在外科、伤科中，治疗以红肿

热痛为主要症状的疾病，如疮疡肿毒、跌打损伤、咽喉肿痛及某些皮肤疾患等中得以广泛应用。中医理

论认为，冰硝散的功效主要源于其组成药物的性味与归经。芒硝性寒，能清泄实热、泻火解毒；味咸，能

软坚散结、润下；味苦，能燥湿、泻火。冰片性微寒，能清热；味辛，能行散、开窍；味苦，能燥湿、泻

火。若二者合用则寒能清热，苦能燥湿泻火，辛能行散消肿，咸能软坚散结，共奏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凉血散瘀之功效。同时，中医认为创伤或外感热毒可导致局部气血瘀滞、经络不通，而“不通则痛”，同

时瘀血阻络，津液停聚，热毒壅盛，最终引发局部红肿、灼热、疼痛等[5]。而冰硝散的清热、消肿、止

痛特性恰好对应了这些病理状态，因此被广泛用于处理此类“热、瘀、肿、痛”并见的情况，这也为其现

代应用于处理具有相似病理特点的复杂创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肿胀和疼痛是

创伤、术后、感染及多种炎症性疾病的核心临床表现，对它们的有效处理对患者的康复极为重要[6]。特

别是在野外、灾害或军事等应急情况下，快速、有效地处理较深、较长、易于污染的复杂创面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这类创面不仅疼痛剧烈、炎症反应严重，而且感染风险极高，但是常规的急救用品往往难以

提供足够的保护和有效的干预。因此寻找能够同时应对肿胀、疼痛、潜在感染等多重问题的、适用于应

急环境的创面处理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冰硝散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临床应用广泛的外用中药制剂，

在处理骨折术前肿痛、术后水肿等方面已显示出确切疗效[7] [8]。采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探讨冰硝散及其

组分的抗炎、镇痛、渗透压调节、微循环改善及潜在的抗菌作用机制，并评估其应用于应急复杂创面处

理的潜力与安全性，不仅有助于挖掘传统中医药宝库的价值，也能为开发新型、高效的应急创面敷料提

供新的思路和选择。为了深入理解冰硝散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对近年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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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其在减轻肿胀、缓解疼痛方面的药理学机制研究进展，并回顾了其临床应用情况。文章着重探讨

了冰硝散应对具有明显肿胀、疼痛特征的创伤性损伤的有效性证据，同时审视了其在野外应急复杂创面

早期处理中的应用前景、潜在优势及尚存的问题，以期为未来的基础研究与转化实践提供方向性的参考。 

2. 冰硝散消肿止痛及相关药理机制研究进展 

2.1. 冰硝散减轻肿胀的药理作用 

2.1.1. 分子机制研究 
复杂创伤，尤其是在野外应急条件下发生的创面，其初期的病理过程常常涉及剧烈的炎症反应，如

何有效控制这一阶段的过度炎症反应，对伤者减轻疼痛、预防感染及促进后续组织修复来说至关重要。

冰硝散作为一种传统外用方剂，其潜在应用价值部分源于其多方面的抗炎效应，尽管对其精细分子机制

的阐明尚待深入，但现有研究已从不同层面提示了其在抗炎方面的潜力。 
临床研究中在骨折等急性创伤模型中，应用冰硝散已经被观察到有助于改善炎症相关的临床指标。

王凤铭等的研究显示，在尺桡骨骨折患者中，使用包含冰硝散外敷的治疗能有效地降低血清中高敏 C 反

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6 (IL-6)及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等关键促炎因子的水平[8]。此外，焦浩

等针对混合痔术后患者的研究也发现，联合应用冰硝散外敷与针刺疗法，不仅改善局部水肿，而且能上

调血清中抗炎细胞因子 IL-10 的水平，并可能影响血清淀粉样蛋白 A (SAA)等急性期炎症标志物[7]。这

些临床结果提示，冰硝散的应用能够影响体内炎症介质的平衡。 
冰硝散的抗炎作用与其主要组成成分的药理活性密切相关。现代药理研究指出，冰片(龙脑)本身具有

明确的抗炎活性。同时，芒硝(主要成分为硫酸钠)也被认为具有清热、消肿及一定的抗炎效果。因此，冰

硝散的整体抗炎效应可能是其组分药理活性的综合体现，但各组分间的相互作用(协同或相加)及其对整

体抗炎效果的贡献比例仍需进一步研究。 
从机制层面看，冰硝散对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的影响提示其可能干预了炎症信号的传导通路。虽然

目前缺少冰硝散直接作用于特定信号通路(如 NF-κB、MAPK 等)或抑制炎症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

胞)浸润的直接分子生物学证据，但其在临床上快速消肿、缓解红热等炎症表现的能力，间接指向其可能

影响了血管通透性、局部微循环以及炎症细胞的行为。为更深入地理解其作用，未来需要结合体外细胞

模型、体内动物模型以及组学技术，系统阐明冰硝散及其活性成分在分子、细胞及信号通路水平上的具

体抗炎机制。 

2.1.2. 物理化学特性及改善局部微循环的研究 
冰硝散能够快速有效地减轻组织水肿，其作用机制不仅涉及生物化学层面的抗炎作用，也与其物理

化学特性及对局部微循环的影响密切相关。其中，芒硝的高渗特性是其发挥快速消肿作用的关键物理机

制[9]。多项研究指出，外用芒硝可在创面或肿胀部位局部形成高渗环境，由于其晶体渗透压显著高于人

体组织液渗透压，能够通过渗透压梯度差促使组织间隙中过多的水分和渗出液外渗[10]，从而直接减轻组

织水肿、降低局部张力，这对于管理野外复杂创面早期可能产生的大量渗出具有重要意义[11]。 
除了显著的渗透脱水作用外，冰硝散及其组分对局部微循环的改善作用亦是其消肿、止痛、促进修

复的重要机制。创伤后局部常伴有微循环障碍和瘀滞，加剧肿胀与疼痛。研究表明，外用芒硝和冰片均

被证实具有改善微循环的功效。目前研究表明，冰片可能通过调节血管内皮功能、影响血管通透性等影

响微循环[9]，甚至可能通过促进血管生成来参与微循环的重建[12]。此外冰片本身具有较强的组织穿透

性，能促进其他药物的透皮吸收，这可能协同增强了冰硝散改善局部瘀滞状态的效果。因此，通过渗透

作用快速移除多余液体，并结合对局部微循环的改善，冰硝散能够更全面地缓解组织肿胀，为后续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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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修复创造有利条件。 

2.2. 止痛的药理作用 

疼痛是伴随创伤和术后的主要症状，有效控制疼痛对患者康复至关重要。多项临床研究观察发现冰

硝散外敷在骨折等创伤性及术后场景下，能显著减轻患者的疼痛程度[13]。研究人员认为其镇痛作用的发

挥涉及多种机制。 

2.2.1. 外周镇痛机制  
冰硝散的镇痛效果，尤其是对急性创伤所致剧痛的快速缓解作用，主要与其核心成分冰片的外周作

用机制相关。冰片具有独特的挥发性和清凉感，外用可直接作用于皮肤感受器从而产生清凉感觉以转移

或减轻疼痛信号。更深层的机制可能涉及其潜在的局部麻醉样效应及对神经末梢敏感性的调节。杨昊在

其研究中即强调了冰片的清热止痛功效对于改善严重胫骨平台骨折围手术期疼痛的作用[14]。王润燕等

进一步推测，冰片可能通过影响局部神经递质(如 5-羟色胺、多巴胺)的水平发挥镇痛效应，同时，其与芒

硝联合使用时产生的局部降温效果，也能直接抑制神经传导、提高痛阈[15]。 

2.2.2. 抗炎与镇痛的关联 
炎症反应与疼痛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炎症过程中释放的多种化学介质以及组织水肿造成的物理压

迫均是导致疼痛的主要因素。因此，冰硝散强大的抗炎和消肿作用是其镇痛效果不可或缺的基础。吴谐

等通过对比冰硝散外敷与乙醇湿敷治疗胫腓骨骨折的效果发现冰硝散组不仅消肿效果更优，其疼痛评分

在干预 72 小时后也显著低于乙醇组，显示出更佳的综合效应[5]。同样，宋克伟等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

者中观察到，使用盐袋冷疗联合冰硝散外敷，患肢肿胀减轻的同时疼痛评分也在下降[16]，这也直观地体

现了消肿抗炎与镇痛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控制局部炎症和水肿，冰硝散能够有效减少对伤害性感受器

的化学及物理刺激，从而显著缓解疼痛。 

2.2.3. 抗菌作用与感染控制对疼痛的影响 
对于野外应急条件下的复杂创面，创面污染和感染风险是加剧疼痛并导致病情恶化的重要因素。有

效的感染控制对于疼痛管理来说至关重要。王雪花等在其研究中讨论自制冰硝散的作用机制时，提及该

方剂可能通过清除炎性物质、收缩毛细血管等途径“增加组织抗感染能力与耐缺氧能力”[4]。尽管该研

究并未直接进行抗菌效果的测定，但其提示了冰硝散及其改良方剂在抗感染方面的潜力。这一潜在优势

使其在处理易污染的野外复杂创面时，可能优于无抗菌活性的普通敷料。目前仍缺乏专门的实验研究来

证实冰硝散在模拟野外污染环境下的确切抗菌效果及其对感染性疼痛的直接影响，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

要方向。 

2.3. 主要成分在消肿止痛及相关效应中的作用解析 

冰硝散的整体疗效源于其主要成分芒硝和冰片各自独特的药理特性以及可能的协同作用，解析各组

分的作用特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其治疗机制。 

2.3.1. 芒硝的渗透脱水消肿作用 
现代研究和传统认识均指出，芒硝外用时因其高盐浓度可在局部形成高渗环境，利用渗透压原理促

使组织间隙中过多的水液渗出，从而快速减轻水肿，这在其广泛的临床应用中得到体现，例如用于治疗

乳腺炎、痔疮、软组织损伤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局部肿胀[17]。Cai 等的研究观察到术前外用芒硝有助于减

轻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患者的炎症反应并加速恢复，这可能与其减轻局部及腹腔水肿有关[18]。Han 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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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将芒硝与大黄配伍制成中药贴膏用于剖宫产术后切口感染也提及了其减轻组织水肿的作用[19]。这

种基于物理化学原理的快速消肿作用，对于迅速缓解由肿胀引起的疼痛和组织压力至关重要，特别是在

需要快速控制局势的应急创面处理中具有应用潜力。 

2.3.2. 冰片的清热止痛作用 
中医理论及临床应用数据均支持冰片具有清热、消肿、止痛的功效，其常用于外科、五官科等多种

炎症性、疼痛性疾病的外治[20]。冰片本身具有一定的抗炎、镇痛活性，并可通过影响细胞功能参与组织

反应的调节[21]。冰片作为一种天然的透皮吸收促进剂具有较强的脂溶性和挥发性，能够改变皮肤角质层

结构或细胞膜流动性，显著增强其他药物的经皮渗透效率。Zheng 等的研究虽是观察其对人参皂苷类成

分药代动力学的影响，但明确证实了冰片能够提高其他药物的生物利用度[22]。这种促渗作用能够使复方

中的有效成分更好地到达病灶深部，从而增强整体的消肿止痛及潜在的抗感染疗效。 

2.3.3. 芒硝与冰片配伍的协同作用 
临床上含冰硝散的联合疗法在处理骨折肿痛等方面显示出良好效果[23] [24]，这提示了组合应用的价

值。芒硝的强力消肿作用可以迅速降低组织压力，改善局部环境，而冰片的抗炎镇痛及促渗作用则能进

一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并可能增强芒硝的渗透效果。未来可运用网络药理学分析两者可能共同作用的

靶点和通路并通过分子对接模拟其与关键靶点的结合能力，结合体外、体内实验，深入探讨两者配伍在

应对复杂创伤所致肿胀疼痛及潜在感染风险时的潜力。 

3. 冰硝散在复杂创面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冰硝散作为一种传统的外用中药制剂，凭借其消肿、止痛、清热等功效，在临床多个领域，尤其是

在处理伴有显著炎症反应和组织肿胀的病症中得到了应用[25]，分析这些应用场景有助于评估其在应急

复杂创面处理中的潜力。 

3.1. 急性软组织损伤与炎症 

冰硝散在多种急性炎症性疾病的治疗中显示出应用价值。例如，在外科常见的急性乳腺炎、血栓性

静脉炎及丹毒等疾病中，外敷冰硝散被报道能够有效缓解局部红肿热痛，缩短病程[26]。对于可能伴有污

染的急性蜂窝织炎，如兽咬伤所致者，临床护理经验表明应用冰硝散有助于控制炎症、减轻肿痛[27]。此

外，一些改良的冰硝散方剂也被用于急、慢性感染性疾病的治疗[28]。除此之外，冰硝散亦被尝试用于处

理其他以肿胀、疼痛或组织增生为特征的病症，如乳腺增生病，并观察到其有助于缓解症状、缩小肿块

[29]。尤其在处理由恶性肿瘤或其治疗引起的肢体淋巴、静脉回流障碍所导致的严重水肿时，外敷冰硝散

也被作为一种辅助护理手段，用于减轻患肢周径[30]。这些应用案例虽然病因各异，但均指向冰硝散在缓

解局部肿胀、疼痛和控制炎症方面的作用。中医药外治法在创面处理中历史悠久，许多传统方剂和治疗

原则与冰硝散的应用相呼应，例如含有冰片成分的云南白药等在创伤和止血中的应用以及传统中医对创

面愈合过程中“去腐生肌”等阶段性治疗的认识[31]。 

3.2. 外科及介入治疗相关性肿痛 

前述提及的多种急性炎症性疾病，如血栓性静脉炎、兽咬伤后蜂窝织炎、或是一些急慢性感染的处

理，本身就常与外科操作、创伤处理或介入性治疗相关。冰硝散在这些情况下的应用，间接证明了在改

善早期局部炎症反应方面冰硝散处理外科及介入治疗相关性肿痛的潜力。其消肿止痛效果有助于为后续

的外科处理或创面管理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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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临床疗效评价侧重 

当前评价冰硝散临床应用的文献主要侧重于观察肿胀程度和疼痛程度的改善情况，以及临床症状的

缓解时间和总体有效率。然而，未来的研究需引入更全面的评价指标来评估面向野外应急复杂创面的应

用潜力。考虑到野外创面感染风险高的特点，感染控制率、创面细菌负荷变化、脓性分泌物减少情况、

甚至清创需求的变化等指标应被纳入评价体系。对创面微生物多样性及其演替规律的研究[32]也提示，评

估治疗手段对创面微生态的影响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与现代活性敷料或标准清创、抗感染方案的头

对头比较研究同样是确证冰硝散在此类场景下临床价值的关键。此外，天然产物如草药提取物在创面管

理中的抗菌活性研究方法也可为未来评价冰硝散的抗感染效果提供参考[33]。 

3.4. 剂型、用法与安全性 

文献报道中冰硝散最常见的给药形式为散剂，临用时以水、醋、蜂蜜或植物油等调和成糊状或直接

将药粉装入纱布袋中进行外敷[34]。这种传统的给药方式存在剂型粗糙、剂量不易精确控制、无菌保障困

难等问题，尤其不适用于需要严格无菌操作且环境条件有限的野外应急场景下对较深长、不规则创面的

处理。因此，剂型创新是冰硝散走向现代应急应用必须突破的瓶颈。借鉴现代药物递送系统的研究进展，

如利用纳米技术封装天然产物以提高其稳定性、靶向性和生物利用度[35]或开发具有控制释放、促进愈合

等多功能的水凝胶敷料[36]，将为冰硝散的现代化改造提供可能途径。安全性方面，现有临床报道普遍认

为冰硝散外用相对安全，不良反应少见，但多在皮肤相对完整或浅表炎症下使用。将其应用于开放性、

污染性、深达组织的复杂创面时，必须高度关注其局部刺激性、细胞毒性、对肉芽组织和上皮细胞生长

的潜在影响以及全身吸收风险。对天然草药用于创面处理的安全性评估也需全面考量其潜在的复杂成分

和相互作用。 

4. 结论与展望 

冰硝散作为一种源于传统中医经验的外用方剂，主要由芒硝和冰片组成，具有悠久的临床应用历史。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其相关的药理机制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特别关注其在处理应急复杂创面处理场景下

的应用潜力。 
药理学研究表明，冰硝散的疗效基础在于其多组分、多途径的作用特点。芒硝的强渗透压特性使其

能够快速吸收组织渗液，发挥显著的物理性消肿作用[37]；冰片则通过缓解伤口灼痛，局部麻醉样作用以

及潜在的神经递质调节等发挥外周镇痛作用，同时具备抗炎活性和促进其他药物渗透的能力。理论上两

者配伍后可通过抗炎镇痛、调节渗透压、影响血管通透性等多环节共同作用，应对创伤早期的“红、肿、

热、痛”等核心病理表现。临床应用方面，冰硝散已被证实在多种疾病状态下具有良好的消肿止痛效果，

包括踝关节骨折、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混合痔术后、输液所致静脉炎等这些研究普遍观察到冰硝散能够

有效减轻患部肿胀程度、降低疼痛评分、缩短症状缓解时间，且通常耐受性良好[38]-[41]。这些证据间接

支持了冰硝散在处理具有相似病理特征的应急复杂创面初期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尤其是在超出普通创

可贴覆盖范围、需要更强制剂干预的情况下。 
尽管冰硝散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但其真正转化为适合野外应急复杂创面处理的规范化产品仍面

临诸多挑战。当前对冰硝散在复杂创伤微环境下的确切作用机制仍需深入阐明，特别是在野外创面常伴

有污染风险的背景下，其抗感染机制亟需通过体外实验和模拟污染创面动物模型进行确证。同时，可运

用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转录组学等现代技术手段对芒硝与冰片的协同作用机制以及它们对创面愈合

各阶段的具体生物学分子信号调控网络进行更精细的解析[42]-[45]。此外，传统的药袋外敷形式存在无菌

保障难、剂量不精确等缺点，难以满足野外应急需求。未来研发重点应聚焦于剂型创新，开发如载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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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敷料、冻干粉等适合野外使用的新剂型[46] [47]。当前缺乏直接针对野外应急条件下复杂、深长创面

的高质量临床试验。未来的临床研究应着重于此，设计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评估新型冰硝散制剂在模

拟或真实野外环境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与现有标准应急处理方法进行头对头比较。在获得充分的机

制阐明、剂型优化和临床验证的基础上，应制定针对野外应急复杂创面处理的冰硝散产品规范化使用指

南，明确其各类注意事项及与其他处理措施的配合时机，以指导其安全有效地应用于未来的应急医疗实

践[48]。 
综上所述，冰硝散以其确切的消肿止痛功效和多靶点作用特性，在应急复杂创面处理方面显示出独

特的潜力。未来通过系统性研究突破上述壁垒后，有望将这一传统中药外用方剂转化为现代应急医学工

具箱中的有效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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