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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中药袋泡剂的开发前景 ∀方法  比较 味中药袋泡剂与汤剂在水中溶出物干重和含量测定上的差异 ∀
结果  含有鞣质 !酸类成分或果实类及叶类中药 共 种 宜制成袋泡剂 含有矿物质或花类中药 共 种 需要制成汤剂

苦参等 种中药制备两种剂型均可 ∀袋泡剂有效成分浸出率的增加幅度为 ∗ 减少幅度为 ∗ ∀
结论  中药袋泡剂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新剂型 ∀
关键词 袋泡剂 水中溶出物干重 含量测定 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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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泡剂是一种新剂型 是将中药材粉碎成 ∗

目≈ 装于茶叶纸袋内 用沸水冲泡 ∗ 饮用药汁 ∀

本实验比较了 味中药袋泡剂与汤剂的水中溶出物干重

及含量测定之间的差异 以期寻找中药的有效成分 !药用部

位与袋泡剂或汤剂之间的联系 为中药袋泡剂的进一步推

广提供理论依据 ∀

1  实验材料及仪器

1 1  生药

根类 苦参 !紫草 !桔梗 !板蓝根 !地榆 根茎类 牡丹

皮 !大黄 茎类 麻黄 叶类 番泻叶 !大青叶 !夹竹桃 花类

槐花 !菊花 !金银花 果实类 山楂 !使君子 !苦杏仁 矿物

质 牡蛎 !石膏 其它类 五倍子 ∀

1 2  袋泡剂

上述各药分别粉碎成 ∗ 目的粉末装于茶叶纸袋

内备用 袋 ∀

1 3  试剂

氢氧化钠 !硝酸银 !∞⁄× 均为分析纯

1 4  仪器

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厂

1 5  统计方法

τ检验 ∀

2  实验方法及结果

2 1  浸泡液和煎煮液的制取

2 1 1  浸泡液  取 3 袋袋泡剂加沸水 保温

得头汁 再加沸水 浸泡 得二汁 合并

头 !二汁液 加水至 即得 ∀

2 1 2  煎煮液  称取 21 生药加水 煎煮

得头汁 药渣加水 煎煮 得二汁 合并头 !二

汁液 加水至 即得 ∀

2 2  水中溶出物干重的测定≈

按照5中国药典6的方法对浸泡液和煎煮液进行水中溶

出物干重的测定 结果见表 ∀

2 3  含量测定

对浸泡液和煎煮液参照5中国药典6的方法 测定麻黄 !

苦参中生物碱的含量 山楂中有机酸消耗 毫升数 桔

梗中总皂苷的含量 苦杏仁消耗 滴定液的毫升数

五倍子 !地榆中鞣质的百分含量 石膏消耗 ∞⁄× 的毫升

数 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对紫草 !番泻叶 !

大黄 !槐米 !板蓝根 !大青叶

!牡丹皮 !菊花 !金银花 !

使君子 及夹竹桃 在最大吸收峰测定吸收

度并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

2 4  增加率的计算和结果判定

根据汤剂与袋泡剂水中溶出物干重或含量测定的结果

为三次测定的均值 计算袋泡剂较汤剂的增加率 并利用

τ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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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中溶出物干重或含量测定的结果分别依下列方法

进行结果判定 当 Π 增加率 时 宜制成袋泡剂

以/ 0表示 当 Π 增加率 时 宜制成汤剂 以

/ 0表示 当 Π 两种剂型均可 以/ ? 0表示 当两

者的判定结果出现矛盾时 以含量测定的结果为主 可以得

到最终判定结果 ∀

表 1  味中药袋泡剂与汤剂的水中溶出物干重和含量测定的结果

Ταβ 1  × ∏ ≤ ∏

¬ √

药名 药用部位 主要成分

水中溶出物 含量测定

袋泡剂较汤

剂的增加率
Π值

袋泡剂较汤剂

的增加率
Π值

最终判

定结果

麻 黄 茎  生物碱   
苦 参 根  生物碱   ?
紫 草 根  醌类    
番泻叶 叶  蒽醌类   
大 黄 根茎 蒽醌衍生物 ?
槐 米 花  黄酮类   
桔 梗 根  皂苷    
苦杏仁 种子 苷类    
板蓝根 根  苷类    ?
大青叶 叶  苷类    ?
五倍子 虫瘿 鞣质    
地 榆 根  鞣质    
牡丹皮 根茎 挥发油   
菊 花 花  挥发油   
金银花 花  苯丙素酚类

牡 蛎 贝壳  矿物质   
石 膏 盐类 矿物质   
山 楂 果实 有机酸   
使君子 果实 氨基酸   
夹竹桃 叶  强心苷   

注 表中含量测定项下的/ 0为未能获得数据

/ 0 ∏

3  讨论

3 1  从有效成分的结果来看 含有鞣质的两种中药 五倍

子 !地榆 适合制成袋泡剂 可能与所含成分具有强的极性

可溶于水或乙醇有关 ∀

含有酸类的两种中药 山楂 !使君子 均适合制成袋泡

剂 可能由于果实类经过粉碎后与水的接触面积增大 溶出

率大幅度增加有关 张美仙等≈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袋泡剂

中山楂的主要成分黄酮的浸出率增加了 ∀

含有挥发油的牡丹皮和菊花的结果不尽相同 牡丹皮

适合制成袋泡剂 而菊花适合制成汤剂 ∀虽然制备袋泡剂

时可能减少挥发油的损失 但由于浸泡温度不够高 有可能

造成挥发油不能完全浸出 ∀邵家德等≈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袋泡剂中挥发油的提取量不足散剂的 ∀因此含有挥发

油的中药制备袋泡剂的工艺需要改进 ∀

3 2  根据药用部位分析结果 制备袋泡剂意义最大的药用

部位是果实类中药 实验中三种中药均适合制成袋泡剂

可能与粉碎后浸泡面积大大增加有关 ∀

实验结果也支持了叶类中药比较适合制成袋泡剂 实

验中三种中药有两种适合制成袋泡剂 ∀

三种花类中药均需制成汤剂 这与日常饮水冲泡金银

花 !菊花的习惯不相一致 可能与所含成分关系较大 ∀

本身溶解性差的矿物质必须通过煎煮来增大溶解性

提高有效成分的浸出率 牡蛎由于溶出物的含量有限 未能

获得含量测定的数据 所以汤剂应该是这类中药的主要剂

型 ∀

3 3  从结果可以看出 袋泡剂有效成分浸出的增加率具有

不同的变化情况 增加幅度为 ∗

减少幅度为 ∗ ∀

根据有效成分 !药用部位和制备剂型进行综合判断 含

有鞣质 !酸类成分或果实类及叶类中药 共 种 宜制成袋

泡剂 含有矿物质及花类中药 共 种 需要制成汤剂 苦参

等 种中药制备两种剂型均可 ∀

总之 中药袋泡剂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 总结规律 推

广使用 ∀

参考文献

≈1 许金宏 中药袋泡剂的质控标准及工艺要求≈ 中国医院药

学杂志

≈2 中国药典 一部≈≥ 附录

≈3 张美仙 黄锦水 黄静茹 等 山楂 !决明子袋泡剂和煎剂溶出

成分的比较≈ 中草药

≈4 邵家德 徐燕 胡卫松 川芎茶调散及其 种改型制剂的质量

分析≈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收稿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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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