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因是低频超声空化效应强 所以尤以频率为

的超声提取的提出率为多 ∀

6 4  利用超声提取黄芩中的黄芩苷 在提取时 应设

法使酶失活 以避免黄芩苷被酶化 影响黄芩苷提出

率 ∀其原因是用超声提取无需加热 会使黄芩根中的

黄芩苷易被酶解而变成水不溶性的黄芩素 通过氧化

而变成绿色 以影响黄芩苷的提取 ∀

6 5  黄芩苷成分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考查超声与煎煮两种方法所提取的黄

芩苷是否有差异 用核磁共振波谱仪测其氢谱 用紫外

分光光度计测其频谱 结果表明两种提取法所得的黄

芩苷图谱一致 说明超声提取法没有改变黄芩苷成分

的结构 ∀

黄芩根中所含成分复杂 本文用超声法提取仅对

黄芩苷成分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对其他成分的影

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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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林蛙油的生药学鉴定

胡  谦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药品检验所

  哈蟆油是一种名贵中药材 具有补肾益精 益阴润

肺的功效 ∀民间常作为滋补强壮剂 现代药理研究证

实有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降低血脂 镇咳祛痰 !

抗衰老 !抗疲劳等作用≈ ∀ 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

规定哈蟆油为蛙科动物中国林蛙 √

⁄ √ 雌蛙的干燥输卵管 ∀以往药材市场

上常以蟾蜍科动物中华大蟾蜍 ∏ ∏ ∏

≤ 雌蛙的干燥输卵管伪充≈ 包括鲜剥品和干剥品

二种 ∀文献也报道有以金钱蛙 !黑斑蛙 !泽蛙 !草蛙等

混充≈ ∀ 年以来 温州市场多次出现一新异品种

根据原动物特征和有关文献资料 鉴定为蛙科动物黑

龙江林蛙 ∏ ∏ 雌蛙的干燥输卵管

现报道如下 ∀

1  原动物特征 形状与中国林蛙相似 ∀雌蛙体长 ∗

皮肤粗糙 呈黑褐色和黑色 ∀背侧褶在颞部成曲

折状 ∀背侧褶及背部疣上或附近多有黑色斑点 鼓膜

上的三角形黑色斑点大而显著 ∀四肢背面有黑横纹 ∀

咽 !喉及腹部有鲜艳的朱红色与深灰色花斑 四肢腹面

间有少量朱红色小点 ∀

2  原药材性状 呈不规则的扁片状 长约 ∗ 厚

约 ∗ ∀表面黄白色至淡黄色 稍有脂肪样光

泽 摸之稍有滑腻感 ∀在温水中浸泡体积可膨胀 易散

碎 水易混浊 ∀气微咸腥 味微甘 嚼之有粘滑感 ∀

3  膨胀度测定 将该样品和中国林蛙油 正品 均破碎

成直径约 碎块 于 ε 干燥 称取 每一样

品同时测定三份 依据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膨胀

度测定法测定 开始 内每 振摇一次 然后静置

倾去水液 读取样品膨胀后的体积 计算 结果见

表 ∀

表 1  膨胀度测定

次数 正品 样品

平均值

  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规定膨胀度检查结果不

低于 可见样品膨胀度检查结果是合格的 且与正品

相近 ∀

4  与中国林蛙的主要区别 见表 ∀

5  小结与讨论 根据原动物的形态特征 !药材的性状

及膨胀度的测定结果 可见该样品基源接近于中国林

蛙类 ∀黑龙江林蛙油与中国林蛙油的主要区别点是形

小 !扁 !水浸后易散碎 水混浊不清 气微咸腥 ∀原动物

腹部有鲜艳的朱红色花斑 间有朱红色小点且产油量

少 质量差 ∀哈蟆油的基源在5中药志 6 年版 !

5中药大辞典6 !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及卫生部药

政局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合编的5中药材手册6

年版 等书中收载为中国林蛙和黑龙江林蛙两

种 ∀但5中国药典6 年版 ! 年版 ! 年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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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黑龙江林蛙与中国林蛙的主要区别

类别 中国林蛙 黑龙江林蛙

原动物 雌蛙 体长 ∗ 皮肤褐色或黄褐色 腹面皮肤光滑 无花斑 ∀ 体长 ∗ 皮肤黑褐色或黑色 ∀咽 !喉及腹部有鲜艳的朱红

 色花斑 全体有朱红色小点 ∀

原药材性状 完整药材为不规则厚块状 相互重叠 中央明显隆起 ∀长 完整药材为不规则的扁片状 长约 ∗ 厚约 ∗ 气

 约 ∗ 厚约 ∗ ∀气微腥 ∀  微咸腥 ∀

温水浸后性状 易膨胀 较原体积大 倍以上 完整似棉花团状 水清澈 ∀ 易膨胀 较原体积大 倍以上 但膨胀后不完整 会散碎 水易

 混浊 ∀

部只收载中国林蛙 ∀为此 笔者认为 从药品管理的角

度出发 应以现版药典为依据 医药批发 !零售单位和

医院药房不能经营 !销售使用黑龙江林蛙油 ∀如将此

品种作为新资源入药 应在化学成分 !药理药效等方面

与正品做一系列比较试验 得出明确结论 经药典会批

准后方能使用 ∀

参考文献

王红燕 徐绥绪 哈蟆油化学及药理学研究概括 中成药

Β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编 中药志 第四册 北京 人民卫

生出版社 Β

中国药典 一部 Β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杂志第五届编委会在杭召开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杂志于 月 日在杭州召开第五届编委会 ∀我刊 年从5浙江药学6创刊以来 经

余年努力 质量明显提高 发展成为由中国药学会主办 中国科协主管 浙江省医药管理局和浙江省药学会承办的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药学科技综合性刊物之一 在全国颇有影响并受欢迎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顾问张鹤镛专程来杭表示祝贺 浙江省医药管理局局长周航 副局长张敬钤和浙江省药

学会理事长 !本刊社长吴学柳等到会看望了与会专家 感谢他们对本刊的关心和支持 ∀

省局张敬钤副局长讲话指出 办医药科技期刊必须与医药经济和医药市场的发展相适应 ∀杂志必须提高自身

的科技含量 立足/现代0和/应用0做好工作 ∀第四届编委会主编姚宁作了第四届编委会工作总结 ∀第五届编委会

主编刘书春讲话指出 本刊为适应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 杂志几经更名 质量不断提高 内容不断丰富 印刷质

量也不断提高 已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目前经国家有关部门测定 其检索率在全国药学类期刊中列为第九位 ∀本

刊要继续贯彻/科教兴国0的战略和/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0的方针 刊出论文力求有新论点 !新认识 !新成果 !新知识

及反映国际 !国内有关医药方面的先进水平 使期刊的内容和药学发展的趋势 与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 ∀

到会的 余名代表对杂志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还讨论通过了杂志的组织和工作条例 !编辑出

版工作制度 !岗位责任考核办法 !杂志广告管理办法 !协办的若干规定等文件 ∀

≈本刊讯

1999年全国医院药学学术研讨会在杭召开

由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社共同举办的/ 年全国医院药学学术研讨会0

于 年 月上旬在杭州千岛湖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汤光 !汤致强 !周善学三位

专家作了/世纪之交医院药学学科建设的思考0/当前肿瘤药物用药的进展0和/抗肿瘤药百士欣研究进展0等专题

讲座 ∀大会收到交流论文 篇 ∀研讨的重点是抗生素和抗肿瘤药 ∀代表们就发展我国医院药学事业 繁荣药学

科技水平和当前医院药剂科工作中人们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交流 ∀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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