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贝醇 ∏ ≤

未鉴定 ∏

芹子2 2烯2 2Α2醇 2 2 2 2Α2 ≤

Α2按叶油醇 Α2 ∏ ≤

末鉴定 ∏

法呢醇 ≤

橙花叔基乙酸酯 ≤

十六酸 ¬ ≤

二十三烷 ≤

未鉴定 ∏

  由上表可知 草豆蔻挥发油共分离出了 种组分 鉴定

了其中的 种 已鉴定的化合物组分占总馏出组分的

以上 占色谱总馏出峰面积的 以上∀在已鉴定的组分中

主要的几种组分如 法尼醇 !桉叶油素 !

2苯基2 2丁酮 !Β2蒎烯 ! 2蒈烯 !

2苯基2 2丁烯2 2酮 等与文献≈ 所报道的相同∀ 在

检出上述化合物的同时 我们还鉴定出了如 莰烯! 2二甲

基2 2辛二烯2 2醇!Α Α 2三甲基2 2环己烯2 2甲醇!顺2对2

薄荷烯2 2醇2 !熏衣草醇!石竹烯!库贝醇等 多种文献未

曾在该药材中报道过的化合物 而文献中含量较高的聚伞花

烃!律草烯! 2松油醇则未检出∀ 这些差别与草豆蔻的产地!

气候的不同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已鉴定的化合物中 含量最高的是法尼醇 相对含量

其次为桉叶油素 相对含量 ∀ 相对含量在

以上的有 法呢醇!桉叶油素! 2苯基2 2丁酮等 种化合

物 相对含量在 ∗ 之间的有 Α2蒎烯!Β2杜松烯!十

六酸!Α2按叶油醇! 2亚甲基2 2 2甲乙基 双环≈ 己2 2

醇等 种化合物∀ 在草豆蔻挥发油中 萜醇类组分如 法尼

醇 2二甲基2 2辛二烯2 2醇 熏衣草醇 Α2桉叶油醇等

相对含量为 ∀ 倍半萜烯类组分如 Α2蒎烯 Β2蒎烯 2

蒈烯 Α2石竹烯 Β2石竹烯 ∆2杜松烯等 相对含量为 ∀

说明 萜醇类及倍半萜烯类组分相对含量较高∀ 还有酯类化

合物 种 相对含量 ∀ 此外 在草豆蔻挥发油中 还含

有少量的酮!酚!有机酸及饱和烷烃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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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消胶囊质量标准含量测定方法的改进

黄海欣 田 宏 赵培敬 南阳 河南省南阳市药品检验所

摘要 目的 完善平消胶囊的质量标准∀ 方法 对平消胶囊进行试验研究∀ 结果 平消胶囊质量标准中含量测定项方法不妥∀

结论 对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

关键词 平消胶囊 含量测定 质量标准

Ιµ οπροϖεµ εντ ον θυαλιτψ χοντρολστανδαρδσ δετερµ ινατιον µ οτηοδ οφ Πινγξιαο Χαπσυλε

∏ ¬ × ° Η εναν Ν ανψανγ πρεφεχτυρε ινστιτυτε φορ ∆ ρυγ Χοντρολ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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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ΕΤΗΟ∆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平消胶囊为抗肿瘤的中成药 载于部颁药品标准中药成

方制剂第二十册 其含量测定是取样品加浓氨溶液碱化 用

氯仿超声或浸泡放置提取 滤过 滤液加 硫酸溶液

提取 定容 在 和 处测定吸收值 计算即得∀该

法误差大 对此作了改进试验∀

1  仪器及材料

∂ 日本 平消胶囊 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试剂

试药均为 士的宁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2  试验方法

取样品 份 每份 精密称定 份按标准方法制成供

试品溶液∀ 另 份精密加入 的硫酸溶液 超

声处理 分钟 离心∀ 精密量取溶液 加浓氨溶液使成

碱性 用氯仿提取 次 每次 合并氯仿液∀氯仿液用

的硫酸溶液提取 次 每次 合并硫酸溶液 通

过 的硫酸溶液湿润的滤纸 置 量瓶中 加

的硫酸溶液至刻度 摇匀 作为改进供试品溶液∀将

上述溶液在 和 处测定吸收度 计算即得∀标准

方法和改进方法试验结果见表 ∀

表 1 标准方法和改进方法试验结果表

批 号

试验次数

标准方法

改进方法

3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批号为 样品约 供 份 精密称定∀ 再精密

量取 种浓度不同的士的宁溶液各 份 分别加入样品中

按改进方法试验 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表 ∀

表 2 回收率测定结果

样品量 对照品量 测定量 回收量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

4  小结和讨论

4 1  小结  经过多次用改进方法试验和回收加样试验 改

进方法结果稳定 重现性好 优于原标准方法 有实用价值和

意义∀

4 2  讨论  原方法在供试品溶液的制备中用氯仿作溶媒∀

氯仿为易挥发性溶剂 滤过中受温度的高低 滤纸的大小等

因素的影响 氯仿大量挥发 滤液量不易控制∀ 另外 氯仿作

溶媒 一般较易滤过 由于平消胶囊组成特殊 用氯仿提取很

难滤过∀笔者用一般过滤 减压抽滤 离心等方法 都不理想

使滤液不能定量控制 有时得不到溶液 ∀ 导致测得含量

不准确∀

在对平消胶囊的含量测定修订中 为了解尽可能和原标

准保持一致 又克服氯仿挥发和不易滤过造成的弊端 设计

了上述的试验方法 可采用标准中的公式进行计算∀

收稿日期

复方板蓝根颗粒定量方法的研究

孙立新 佟立今 毕开顺 沈阳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

摘要 目的 建立复方板蓝根颗粒中靛蓝和靛玉红的含量测定方法∀方法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固定相为 ≥ ≤

柱 以醋酸铵2甲醇 Β √Β √ 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 测定该制剂中靛蓝和靛玉红的含量∀ 结果 靛蓝平均回收率为

≥⁄为 靛玉红平均回收率为 ≥⁄为 ∀ 结论 本法操作简便 结果准确 可以作为复方板蓝根颗

粒的质量控制指标∀

关键词 复方板蓝根颗粒 靛玉红 靛蓝 高效液相色谱法

Α στυδψ ον τηε ΘυαντιτατιϖεΜετηοδ οφ Ινδιγο ανδ λνδιρυβιν ιν Φυφανγ Βανλανγεν Κελι

≥∏ ¬ × ∏ ∆ επαµ ν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ψ Σηενψανγ 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Υνιϖερσιτψ Σηενψανγ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