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与天然药物#

几种含苦玄参的中成药定性定量研究

陈  勇 南宁 广西中医学院药学系

摘要  目的 建立含苦玄参的几种中成药质量控制方法 ∀方法 用薄层层析法对制剂中苦玄参进行定性鉴别 用薄

层扫描法测定其中苦玄参苷 的含量 ∀结果 线性范围 ∗ Λ ∀平均回收率为 ΡΣ∆ 为 ∀结

论 该方法简便 !准确 可作为该类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 ∀

关键词  苦玄参 苦玄参苷 炎肿化毒片 炎见宁片 妇炎净胶囊 薄层扫描法

Στυδψ ον θυαλιτατιϖεανδ θυατιτατιϖε φορ σο µε Χηινεσε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πατεντ µ εδιχινεσ ηαϖε πιερια

φελ2ταρραε

≤ ≠ ≤ ≠ ( ∆επαρτµεντ Πηαρµαχψ Γυανγξι Χολλεγε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ινε , Ναννινγ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2 ΜΕΤΗΟ∆Σ :° 2 × ≤ ×

× ≤≥ Ρ ΕΣΥΛΤΣ :× ∗ Λ × √ √ ΡΣ∆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 ΟΡ ∆Σ  2 ≠ ∏ ∏ ≠ ƒ∏ ∏

× ≤2

  苦玄参 ° 2 ∏ 为玄参科苦玄参属植

物 又名苦草 !蛇总管 ∀主要分布于广西 !广东及云南

等地 在广西民间作为药用已有很长历史 ∀苦玄参具

有清热解毒 !凉血消肿的功效≈ ∀苦玄参主要有效成

分为四环三萜苷类 其中以苦玄参苷 和 为

主≈ ∀目前在广西以苦玄参为主药制成的制剂主要

有 炎肿化毒片 !炎见宁片 !妇炎净胶囊 !万通炎康片及

其口含片等 ∀本文对炎肿化毒片 !炎见宁片和妇炎净

胶囊中的苦玄参进行薄层鉴别 并分别测定其中苦玄

参苷 的含量 ∀

1  仪器与试药

≤≥2 双波长薄层扫描仪 日本岛津 ° ±2 型

自动薄层铺板器 重庆 ƒ2 型三用紫外分析仪 上

海 定量点样毛细管 ≥ ⁄ ∏ ≥ ≤ ∀

炎肿化毒片 原南宁市中药厂 炎见宁片和妇炎

净胶囊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公司 苦玄参苷 广西

植物研究所成桂仁教授提供 经薄层层析多种展开系

统检识 仅显一个斑点 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纯度

在 以上 苦玄参对照药材经鉴定为苦玄参

° 2 ∏ 的干燥地上部分 硅胶 ƒ 青岛

海洋化工厂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

2  薄层鉴别

2 1  供试品溶液制备  分别取炎肿化毒片 !炎见宁片

各 片 妇炎净胶囊内容物 加甲醇适量浸泡过夜

滤过 滤液水浴浓缩至约 即得 ∀

2 2  苦玄参对照药材溶液制备  取苦玄参对照药材

粉末约 按上述方法制备即得 ∀

2 3  苦玄参苷 对照品溶液制备  取苦玄参苷

对照品适量 加甲醇适量使溶解制成浓度约 溶

液 ∀

2 4  缺苦玄参阴性对照液制备  按各自处方比例除

去苦玄参药材 依 方法制成模拟各自缺苦玄参阴

性对照液 ∀

2 5  薄层层析  分别吸取上述各种供试液 Λ 相应

的缺苦玄参阴性对照液 Λ 另取苦玄参对照药材溶液

Λ 苦玄参苷 对照品溶液 Λ 点样于同一块硅胶

ƒ ≤ ≤2 层析板上 ≅ 厚 ε 活

化 以氯仿2甲醇 Β 展开 展距 取出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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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紫外灯下 观察 各供试品溶液色谱在与苦玄

参对照药材溶液色谱相应位置上显两个相同暗紫色斑

点 在与苦玄参苷 对照品溶液色谱相应位置上显一

个相同的暗紫色斑点 ∀再以醋酐2硫酸 Β 喷雾显色

ε 烘约 各供试品溶液色谱在与苦玄参对照药

材及苦玄参苷 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紫红

色斑点 结果见图 ∀曾试用硅胶 ≤ ≤2 层析板

以苯2醋酸乙酯2甲醇 Β Β 等展开系统 硫酸乙

醇溶液等显色剂喷雾显色 效果均不理想 ∀

图 1  苦玄参 × ≤ 色谱图 紫外灯 下检识

炎肿化毒片供试品溶液 炎见宁片供试品溶液 妇炎

净胶囊供试品溶液 缺苦玄参炎肿化毒片阴性对照液

缺苦玄参炎见宁片阴性对照液 缺苦玄参妇炎净胶囊阴性

对照液 苦玄参对照药材溶液 苦玄参苷 对照品溶

液

3  含量测定

3 1  苦玄参苷 标准曲线制备  精密称取置干燥器

中干燥的苦玄参苷 对照品 置 量瓶

中 加甲醇适量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 即得 ∀用

定量点样毛细管分别吸取此对照品溶液

和 Λ 点于同一块硅胶 ƒ ≤ ≤2 层析板

上 以氯仿2甲醇 Β 展开 展距 取出晾干 在紫

外灯下 检识定位 经光谱扫描确定扫描条件

为 Κ≥ Κ ≥÷ 反射式锯齿形扫描 ∀

按上述扫描条件分别测定各斑点面积值 以斑点峰面

积值为纵坐标 点样量 Λ 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并求出回归方程为 Ψ ξ , ρ . ∀结果

表明点样量在 ∗ Λ 间与峰面积值呈良好的线

性 ∀

3 2  精密度试验与稳定性考察  分别测定在同一块

薄层板上和 块不同薄层板上 相同点样量 Λ 的苦

玄参苷 斑点面积值 ΡΣ∆ 分别为 和

ν 表明精密度良好 ∀并对同一个测定斑点每隔

扫描测定一次 表明斑点面积值在 内保持稳

定 ∀

3 3  样品测定  分别取炎肿化毒片 !炎见宁片各

片 除去糖衣 研细 精密称定 ∀另取妇炎净胶囊内容

物粉末约 精密称定 ∀分别将上述样品置索氏提取

器中 加乙醚适量回流提取 弃去乙醚液 残渣加甲

醇 回流提取至提取液近无色 回收溶剂 水浴挥

干 残渣加无水乙醇适量使溶解 定容于 量瓶中 ∀

分别吸取上述各样品溶液 Λ 苦玄参苷 对照品溶

液 和 Λ 点样于同一块硅胶 ƒ 层析板上 按标准

曲线制备项下条件进行测定 以外标二点法计算各样

品中苦玄参苷 含量 结果见表 ∀

表 1  苦玄参苷 含量测定结果 ν

样  品 批  号 平均含量 ξ ΡΣ∆

炎肿化毒片

炎见宁片  

妇炎净胶囊

3 5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号样品 份 按

样品测定项下条件 分别测定含量 结果编号为

和 的含量分别为

和 ξ 为 ΡΣ∆ 为 ∀

3 6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样品 份

精密加入一定量的苦玄参苷 对照品溶液 按样品测

定项下方法进行测定 结果见表 ∀

表 2  加样回收率测定结果 ν

编号 原有量 加入量 测得 回收率 ξ ΡΣ∆

 

4  讨  论

4 1  炎肿化毒片 !炎见宁片和妇炎净胶囊均以苦玄参

为主药 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 !祛湿等功效 用于上

呼吸道感染 !妇科炎症及疮疖等症 因此测定其中苦玄

参苷 含量 对控制上述制剂的内在质量有一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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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4 2  炎肿化毒片主要由苦玄参 !肿节风等组成 炎见

宁片的组成主要有苦玄参 !毛冬青和广防己等 妇炎净

胶囊为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收载的新药≈ 主要

由苦玄参 !地胆草 !当归 !鸡血藤和两面针等药味组成 ∀

笔者除对苦玄参作定性定量研究之外 还对上述制剂

中的肿节风 !毛冬青及广防己等药味作过 × ≤ 鉴别 效

果尚可 ∀

4 3  本法简便 !准确 可作为含苦玄参中成药的质量

控制方法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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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品厚朴 薄叶润楠的生药学鉴定

章惠兰 金华 金华市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对伪品厚朴 薄叶润楠的鉴定 为正品厚朴的鉴别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采用性状 !显微 !理化的鉴

别方法 ∀结果 伪品薄叶润楠可见横向皮孔多突起 油痕不明显 ∀含多数草酸钙砂晶 分枝状石细胞少见 层纹不

明显 ∀具亮黄绿色荧光 加米伦试剂显灰棕色沉淀 特征 ∀结论 本研究提供的鉴别方法 能准确地把木兰科

植物厚朴和樟科植物薄叶润楠予以鉴别 防止伪品流入市场 ∀

关键词  伪品厚朴 薄叶润楠 生药学 鉴定

Τηε πηαρµ αχογνοστιχ ιδεντιφιχατιον οφ φαλσε Ηουπυ2Βοψερυνναν

∏ ( Τηε Πεοπλεχσ Ηοσπιταλ οφ ϑινγηυα , ϑινγηυ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2 ∏ √ ¬

∏ ΜΕΤΗΟ∆Σ :× ∏

Ρ ΕΣΥΛΤΣ :ƒ ∏ ∏∏ √ √ 2 ∏ ≤ ∏ ¬

× ∏ ∏ ¬ ∏ ∏∏ 2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ΚΕΨ Ω ΟΡ ∆Σ  ∏ ∏2 ∏ 2

  厚朴为常用中药 中国药典 年版 收载其来源

为木兰科植物厚朴 • 及凹

叶厚朴 • √

• 的干燥干皮 枝皮和根皮 具有澡湿消痰

下气除满功效 ∀由于 年代后其 厚朴资源受到严重

破坏 以致造成资源紧缺 伪品厚朴在市场上又有所抬

头 笔者在市场上曾发现以樟科植物薄叶润楠 ∏

的树皮伪充厚朴 故特作如

下研究 ∀

1  材料来源

伪品厚朴来自金华市医药市场 与金华市卫生学

校中药学标准品陈列室作对照 并经该校高级讲师张

昌禧 鉴 定 确 定 为 樟 科 植 物 薄 叶 润 楠 ∏

的树皮 ∀

2  实验研究

2 1  性状鉴定

本品呈双卷筒状 单卷筒状或槽状 长 ∗

厚 ∗ ∀外表面灰褐色 较粗糙 有不规则纵皱

纹及多数突起的横向皮孔 有时可见地衣斑 ∀内表面

光滑 棕褐色至黑褐色 具细网纹 用指甲刻之微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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