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除去色素 当归 !苍术 !关木通 !荆芥等药材以挥发油为主

要有效成分 制备时用石油醚 !乙醚等低极性溶剂 地黄主含

多糖类 与其它各生药主要成分不同 故以甲醇制样 以 Α2奈

酚2硫酸试液显色 在此处方中以生物碱为主要成分的仅有

苦参 为其特点 因此制备时加入氨水以提高生物碱的提取

率 展开剂中亦加氨水 其目的是防止拖尾 且选用生物碱专

用显色剂 改良碘化铋钾试液 知母的主要成分为甾体皂

苷 本文采用酸水解法水解苷类生成皂苷元 薄层鉴别的是

其皂苷元成分 ∀

2 4  文中所报道的薄层鉴别方法亦适用于自制硅胶 板

≤ ≤2 厚 ε 活化 因在实验过程

中先用自制硅胶 板 待条件确定后才用 公司的预制

板于同一条件下展开 其结果基本一致 ∀一般预制板的薄层

色谱较清晰 且 值稍低 其原因可能是预制板的硅胶粒度

较小 较均匀 ∀

2 5  为避免各因素对薄层色谱的影响 展开时室温均控制

在 ∗ ε 之间 相对湿度范围为 ∗ 并采用对照

药材作对照分析 ∀有的药材如苦参则采用对照品作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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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粉不同粒径的镇静镇痛作用研究

刘  智  李诚秀  李  玲 贵阳 贵州益康制药有限公司 贵阳 贵阳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摘要  目的 比较天麻超微粉和普通粉在药效学方面的差异 ∀方法 同一批次天麻分别用细胞级粉碎和普通设备粉碎成超微

粉和普通粉 分别用小鼠进行镇静和镇痛实验 ∀结果 天麻超微粉不但在镇静作用方面与普通粉有差异 而且在镇痛作用方

面也有差异 ∀结论 天麻超微粉和普通粉对小鼠自主活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可明显延长小鼠的睡眠持续时间和减少小鼠扭

体次数 且天麻超微粉所用剂量较低 热板法镇痛实验显示天麻超微粉明显提高小鼠痛阈值 天麻普通粉作用不明显 ∀

关键词  天麻 超微粉 药效学

Τρανθυιλ ανδ αναλγεσιχ στυδιεσ ον διφφερεντ παρτιχλε διαµετερσ οφ Γαστροδια ελατα ΒΛ .

∏ ∏ ¬∏ ≤ ÷ ( ΓυιΖηου ΕΑΚΑΝ 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 Χο . , Λτδ . , Γυιψανγ ; ∆ε2

παρτµ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ολογψ, Γυιψανγ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 Γυιψανγ )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ΜΕΤΗΟ∆ : ∏√ ¬ ∏ √ 2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天麻中的有效成分分布于细胞内与细胞间质 而以细胞

内为主 若采用传统方式粉碎 其单个粒子由数个或数十个

细胞所组成 细胞的破壁率极低 位于粒子内部的有效成分

将穿过几个或数十个细胞壁及细胞膜方可释放出来 每个细

胞壁及细胞膜两侧的浓度反差会非常低 释放速度很慢 因

天麻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有限 且其中一部分天麻粒子的有效

成分在未完全释放出来之前就被排出体外 使天麻的生物利

用度降低 ∀采用细胞级微粉碎的方式 将天麻粉碎成超微

粉 天麻细胞的破壁率 ∴ 细胞内的有效成分充分暴露

出来 其释放速度及释放量大幅提高 !天麻的生物利用度会

提高 ∀本实验通过对两种不同粉碎技术制成的天麻超微粉

和普通粉进行镇静和镇痛方面的药效学比较研究 探索天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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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粉和普通粉的药效学差异 ∀

1  实验仪器 !试药和动物

天麻药材 符合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规定

ƒ 型贝利微粉机 济南倍力粉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研制

昆明种小鼠 体重 ? 由贵阳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两种不同粒径天麻粉的制备

取同一产地的天麻药材 δ 经初步普通粉碎成颗粒并

混匀后 半量以贝利微粉机粉碎成超微粉 粒径为 Λ ∗

Λ 另半量以普通粉碎设备粉碎 过 目筛 再用 目

筛过筛 除去细粉 得 目之间的普通粉 粒径为

Λ ∗ Λ ∀

2 2  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取小鼠 只 随机分为 组 对照组 生理盐水 天麻

普通粉低 !中 !高剂量组 ! ! 天麻超微粉低 !

中 !高剂量组 ! ! ∀灌胃给药后 用 ≠

小鼠活动测定仪测各组小鼠 内自主活动次数 ∀

结果 表 显示天麻普通粉 !超微粉对小鼠自主活动均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 天麻超微粉对小鼠自主活动的抑制更明显

且有剂量依赖关系 ∀

表 1  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 ? σ

组  别 剂量 动物 只 自主活动次数 抑制率

对照组 ∃ ?

天麻普通粉 ?

天麻普通粉 ?

天庇普通粉 ?

天麻超微粉 ?

天麻超微粉 ?

天麻超微粉 ?

2 3  与阈下催眠剂量戊巴比妥钠的协同作用

取小鼠 只 分组 每组 只 及给药剂量同方法

∀给药后 各组小鼠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记录 内各组睡眠小鼠数 以翻正反射消失为指标 ∀

结果 表 显示天麻普通粉和超微粉均对阈下催眠剂量戊巴

比妥钠的作用无明显影响 ∀

表 2  对阈下催眠剂量戊巴比妥钠作用的影响 ¬ ? σ

组  别
剂  量 动  物

只

睡眠动物

只

睡眠率
Π值

对照组 ∃

天麻普通粉

天麻普通粉

天麻普通粉

天麻超微粉

天麻超微粉

天麻超微粉

2 4  与催眠剂量戊巴比妥钠的协同作用

取小鼠 只 分组及给药剂量同方法 ∀给药后

各组小鼠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记录各组小

鼠入睡时间及睡眠持续时间 ∀结果 表 可见天麻普通粉和

超微粉对入睡时间无明显影响 但均可明显延长小鼠的睡眠

持续时间 表明二者与戊巴比妥钠有协同作用 天麻超微粉

所需剂量较低 ∀

表 3  对戊巴比妥钠作用的影响 ¬ ? σ

组  别
剂量 动物数

只

入睡时间 睡眠持续时间

对照组 ∃ ? ?

天麻普通粉 ? ?

天麻普通粉 ? ?

天麻普通粉 ? ? 3

天麻超微粉 ? ?

天麻超微粉 ? ? 3

天麻超微粉 ? ? 3

注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2 5  对小鼠的镇痛作用

2 5 1  热板法

取雌性小鼠 置于 ε 热板上 以出现舔后足的时间为

痛阈值 ∀选痛阈值 小鼠 只 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按表 所示药物及剂量每天灌胃给药 次 连续 末

次给药后 ! ! ! 测各鼠痛阈值 ∀结果 表 可见天麻

普通粉对小鼠痛阈值无明显影响 而天麻超微粉可明显提高

小鼠痛阈值 具有镇痛作用 ∀

表 4  对小鼠痛阈值的影响 ¬ ? σ

组  别
剂量 动物数

只
给药前

给药后

生理盐水 ? ? ? ? ?

天麻普通粉 ? ? ? ? ?

天麻普通粉 ? ? ? ? ?

天麻普通粉 ? ? ? ? ?

天麻超微粉 ? ? ? 3 ? ?

天麻超微粉 ? ? ? 3 ? ?

天麻超微粉 ? ? ? 3 ? 3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2 5 2  扭体法

取小鼠 只 分组及给药方法同 末次给药后

腹腔注射 醋酸 只 记录 内各组小

鼠扭体的次数 ∀结果 表 显示天麻普通粉 !超微粉均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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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少小鼠扭体次数 具有镇痛作用 且天麻超微粉所用剂

量较低 ∀

表 5  对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 ? σ

组  别
剂量 动物数

只
扭体 次

抑制率
°值

生理盐水 ?

天麻普通粉 ?

天麻普通粉 ?

天麻普通粉 ?

天麻超微粉 ?

天麻超微粉 ?

天麻超微粉 ?

3  讨论

上述实验结果可见天麻普通粉 !超微粉对小鼠自主活动

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天麻超微粉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且所

用剂量较低 天麻普通粉 !超微粉可明显延长小鼠的睡眠持

续时间 且天麻超微粉所需剂量较低 ∀镇痛实验 热板法可

见天麻超微粉明显提高小鼠痛阈值 具有镇痛作用 天麻普

通粉镇痛作用不明显 镇痛实验 扭体法显示天麻普通粉 !

超微粉均可明显减少小鼠扭体次数 具有镇痛作用 且天麻

超微粉所用剂量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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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白刺果实微量元素及总黄酮含量测定

刘金荣  阎  平  李  艳  江发寿  周  静 石河子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

摘要  目的 为充分利用和开发西北野生植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和钼兰比色法分析测定西

伯利亚白刺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果实的微量元素含量 采用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 测定其总黄酮含量 ∀结果 所含人体

必需微量元素均比同属植物 Ν . τανγυτορυ µ 和沙棘 果实高 总黄酮含量也很高 达 ∀

结论 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 ∀

关键词  白刺果 微量元素 总黄酮 含量测定

∆ετερµινατιον ον Τραχε Ελεµεντσ ανδ Τοταλ Φλαϖονοιδσιν Φρυιτ οφ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Παλλ

∏ ≠ ° ≠ ∏ ƒ ≥ ∏ • • ≠∏( Χολλεγε οφ Πηαρµ αχψ,

Σηι Ηε2ζι Υνιϖερσιτψ, Σηι Ηε2ζι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2 ∏

ΜΕΤΗΟ∆ : ∏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2

∏ ∀ × ƒ √ ƒ ∏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2 ∂ Ρ ΕΣΥΛΤΣ :

ƒ ∏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ƒ √ ×

ƒ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 ∏ ∏

ΚΕΨ ΩΟΡ ∆Σ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ƒ √

  西伯利亚白刺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是蒺藜科白刺属落

叶小灌木 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 具有很强的抗盐 !抗旱的生

物生态特性 是新疆干旱荒漠区优良野生树种 ∀其果实不但

可食用 还可入药 为新疆维吾尔民族习用药物 称阿克羊塔

克乌拉盖 具有健脾胃 !调经活血 !降压 !催乳等功效 ∀当地

少数民族用白刺果治疗消化不良和高血压头晕等疾 疗效显

著≈ ∀近年来的实验还显示白刺果有一定的抗脂质过氧化

作用和提高 ≥ ⁄酶活力的作用≈ 因而具有延缓衰老的保

健功能 ∀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大西北野生药食两用植物资源

我们对 ° 果实中的微量元素及总黄酮进行了含

量测定≈ ∀

1  材料和仪器

1 1  1 材料

实验用西伯利亚白刺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果实 采自

新疆准葛尔盆地边缘石河子垦区 经石河子大学生物工程学

院植物教研室阎平副教授鉴定为 Νιτραρια σιβιριχα ° ∀样

品新鲜采集 自然晾干后于 ε 干燥 烘至恒重 待测 ∀芦丁

标准品购自北京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试剂均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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