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剂量

生药

血清雌二醇浓度

对数值

血清孕酮浓度

对数值

≥ ? ?

炔诺酮 ? ?

≠ ≤ ? ?

≠ ≤ ? ?

注 ν 与 ≥组比较 Π

ν ≤ ≥ ∏ Π

3  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 ≠ ≤ 对正常豚鼠在体子宫确有一定增强

收缩的作用 ∀这与以往的文献报道结果基本一致≈ 即对正

常子宫有兴奋作用 ∀另一方面 益母草又能缓解由缩宫素及

2° ƒ Α所致小鼠子宫痉挛 从而表明益母草对子宫似有

双向调节作用 ∀即当子宫在正常状态下表现为引起兴奋收

缩 而当子宫在痉挛状态时则引起松弛 ∀

继发性痛经多发于盆腔炎之后 ∀为了进一步阐明益母

草对治疗痛经的作用机制 实验选择了一般炎症模型和实验

性子宫炎症模型 观察益母草的抗炎作用 ∀结果显示 ≠ ≤

能明显对抗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 能减轻实验性大鼠子

宫炎症 抑制炎症子宫角的肿胀 ∀

现代医学认为子宫内膜上的前列腺素的含量增高 会引

起子宫过度收缩而致痛经 ∀实验显示益母草能明显减少炎

症子宫 ° ∞ 的含量 同时也能减少平滑肌上 ° ƒ Α含量 ∀

° ∞ 本身又是强炎症介质 ° ƒ Α及 ° ∞ 均能引起子宫强烈

收缩 ∀益母草能减少 ° ƒ Α ° ∞ 水平 从而起到良好的抗痛

经效应 ∀

另外 临床上有联合应用雌激素 !孕激素治疗痛经的疗

法 ∀因为雌激素能抑制排卵 使经前期内膜成为增生期内

膜 内膜的前列腺素含量相对减少从而减轻疼痛 孕激素可

以抑制子宫收缩 抑制排卵从而起到抗痛经作用 ∀本研究结

果显示 益母草能升高大鼠体内孕激素的水平 而对雌激素

却无明显的影响 ∀

综上所述 益母草抗痛经作用 并非是某方面单一作用

的结果 而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综合效应 ∀松弛痉挛状态下

的子宫 抑制子宫 ° ∞ ° ƒ Α的产生 缓解炎症和缩宫反应

以及对大鼠体内性激素的调节等均为益母草治疗痛经的药

理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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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甘草高效液相指纹图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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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乌拉尔甘草进行高效液相指纹图谱的研究 ∀方法  选择色谱柱 ⁄≥2≤ 流动相 甲醇 含 冰醋酸的乙腈

溶液 Β 检测波长 分析时间 流速 ∗ # ∀结果  确定具有代表性的 个峰

作为共有峰 建立指纹图谱 ∀结论  该方法重现性 !稳定性 !精密性均较好 可作为乌拉尔甘草的鉴别依据 ∀

关键词 乌拉尔甘草 指纹图谱 高效液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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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2 ¬ ΜΕΤΗΟ∆  ° ≤ ≤ ≈ Λ ≅ ∏

∏ 2 ∏ √

ΡΕΣΥΛΤΣ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甘草是重要的常用中药 来源于豆科 ∏ 蝶形

花亚科 ° ∀甘草 属多种植物的根和

根茎 ∀据5中国药典6 版一部记载其原植物有 种 即乌

拉尔甘草 ƒ !胀果甘草 和光

果甘草 ∀我国以乌拉尔甘草分布最广 !产量最

大≈ ∀本实验以不同产地的乌拉尔甘草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

高效液相色谱的检测方法 以梯度洗脱技术 对五个产地不

同等级的样品进行分析 从中归纳出相对保留时间 稳定的

个共有峰作为指纹峰 得到其指纹图谱 为鉴别提供依据 ∀

1  仪器与试药

1 1  仪器

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 ≥°⁄2 ∂°二级阵列检测器

二元泵 ≤2 × 超声仪 ∞2 × ∀

1 2  试剂

乙腈 !甲醇均为色谱纯 实验用水为二次重蒸馏水 其余

试剂均为分析纯 ∀

1 3  供试品

1 3 1  标准药材供试品

对照品甘草酸单铵盐 !标准药材均由中国生物制品检定

所提供 样品编号 ∀

1 3 2  原药材供试品  根据原药材供试品的不同来源 将

其依次编为 ∗ 号 其中 号 ! 号是由甘肃省药材公司提

供的等级药材 其余收集于兰州市药材市场 均由兰州医学

院马志刚副教授鉴定为药典产品 ) ) ) 乌拉尔甘草 ∀以上供

试品经低温干燥后 粉碎成粗粉备用 ∀

供试品来源详见表 ∀

2  实验方法

2 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 ≅ Λ ⁄≥柱 检测

波长 柱温室温 分析时间 进样量 Λ ∀

表 1  供试品编号及来源

Ταβ 1  ∏ ∏

编号 来源 编号 来源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甘肃 产地不详

甘肃酒泉 甘肃 产地不详

内蒙古 甘肃靖远

宁夏 甘肃 产地不详

甘肃会宁 新疆库尔勒

内蒙古杭锦旗

2 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甘草粗粉 置于 量瓶中 加入 甲醇

定容 密塞经超声波振荡提取 过滤 取续滤液 再

经 Λ 滤膜过滤滤液为供试品溶液 ∀

2 3  流动相及检测波长的选择

取标准药材供试液 Λ 进样 分别以甲醇2水 !甲醇2冰

醋酸 ∗ !乙腈2水 !乙腈2冰醋酸 ∗ !甲

醇2乙腈2冰醋酸 ∗ 不同比例的等度及梯度试验

记录 个波长处的色谱图 结果表明

以甲醇 含 冰醋酸的乙腈溶液 Β 为流动

相 流速 ∗ # 梯度洗脱 检测波长 为

佳 见图 ∀

图 1  标准甘草药材的 ° ≤ 图谱 检测波长 甲醇 含

冰醋酸的乙腈溶液 Β 流速 ∗

号峰为甘草酸单铵盐峰

Φιγ 1  ° ≤ ¬ ×

√

Β ∗ #

2 4  精密度试验

取标准药材供试液 连续进样 次 检测色谱图 以

号峰作参照 计算各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峰面积比值 ∗

号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 见表 ∀

2 5  稳定性试验

取标准药材供试液 分别于 检测色谱图

以 号峰 ≥峰 作参照 计算各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 号

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 见表 ∀

表 2  精密度试验 相对保留时间

Ταβ 2  ∏ √

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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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号 ≥⁄

≥

表 3  稳定性试验 相对保留时间

Ταβ 3  ∏ √

峰号 ≥⁄

≥

2 6  重复性试验

取 号供试品 份 分别按照供试液的制备方法制备供

试液 并分别进行检测 以 号峰 ≥峰 作参照 计算各峰的

相对保留时间 ∗ 号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 表 ∀

表 4  重复性试验 相对保留时间

Ταβ 4  ∏ √

峰号 ≥⁄

峰号 ≥⁄

≥

图 2  不同产地样品的 ° ≤图谱

Φιγ 2  ° ≤ ∏

内蒙古 宁夏 甘肃会宁 内蒙古杭锦旗

∏ ¬ ∏∏ ∏

3  ΗΠΛΧ指纹图谱及技术参数的确定

3 1  指纹图谱的确定

按供试品的制备和检测方法 对 ∗ 号样品分别检测

其色谱图 其所有成分的色谱峰在 之内出完 ∀用标准

药材对照品色谱图 与其他样品的色谱图比较 结果整体峰

貌一致 其中 个峰是共有的 确定为共有指纹峰 ∀见图 ∀

3 2  共有指纹峰保留时间的比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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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号样品均有的峰面积较大 !时间较居中 !较稳

定的 号峰为内参照峰 ≥ 其相对保留时间为 计算各峰

的相对保留时间 将各组数值列表 就组成了乌拉而甘草的

° ≤ 指纹谱 见表 ∀

3 3  八强峰的确定

八强峰系指某样品色谱峰中相对面积值较高的前 个

色谱峰 可以从量的角度比较 个样品组分差异性≈ 见表

∀

4  讨论

4 1  乌拉尔甘草 ° ≤指纹图谱的分析

乌拉尔甘草 ° ≤ 指纹图谱中有 个峰是被测定的

个样品所共有的 可作为鉴别乌拉尔甘草的必备条件 ∀未列

入共有峰的 其中有 个峰为 个样品所共有 另外各 个峰

分别为 个样品 ! 个样品和 个样品所共有 这些差别可能

与中药材的生物多样性有关 是否可利用这一点来区别不同

产地 !不同采收期的药材 将是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 ∀

表 5  乌拉尔甘草的 ° ≤指纹谱

Ταβ 5  ° ≤ ¬

峰号
样品 Α 相对峰面积

Α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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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号
样品 Α 相对峰面积

Α均值

≥

表 6  样品的八强峰

Ταβ 6  ≤

样品
八强峰 Α 相对面积

相对总面积

4 2  不同产地 !来源的乌拉尔甘草 其 ° ≤ 指纹图谱的整

体峰貌一致 说明其主要成分是相同的 但主要峰群的相对

峰面积差异较大 表现为在八强峰中排序的不同和相对总面

积的差异 ∀从八强峰的统计结果看 Α值为

的 个峰在 个样品的八

强峰中出现 其中 Α值 和 甘草酸单铵盐峰 二峰

均以较高的峰面积而位于第一 !二位 而 Α值为

的峰在八强峰中出现频率也较高 个样品进入 ∀相对总面

积最高的达 最低的只有 说明不同产地 !来源

的乌拉尔甘草化学成分的含量差异较大 质量参差不齐 据

文献记载甘草中以乌拉尔甘草分布最广 !产量最大 总黄酮 !

总皂苷 !香豆素的含量也最高 但不同产地 含量不同≈ 这

与本次试验的结果相一致 ∀

4 3  色谱条件的筛选

关于甘草成分的高效液相研究的文献较多≈ ∗ 但经我

们试验均不适于甘草的高效液相指纹图谱分析 本实验通过

反复的比较 最后筛选出液相色谱方法 并规范了具体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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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条件 使获得色谱图出峰多 !分离度 !分辨率均较为理想

并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研

究的技术要求0中原药材部分的有关规定 对其稳定性 !仪器

精密度 !试验方法重现性作了考察 结果均符合规定 可将其

作为甘草的高效液相指纹图谱分析的测定方法 ∀

4 4  提取溶剂与方法的选择

根据甘草中主要化学成分皂苷 !黄酮等的性质 先后比

较试验了不同浓度的甲醇 !乙醇的水溶液 分别用索氏 !冷

浸 !超声三种提取方法提取标准药材 经对色谱图的比较

以 甲醇作提取溶剂 超声 提取获得色谱图出峰

多 !分离度 !分辨率较为理想 ∀

4 5  关于 Α窗口的设定

由于保留时间受各种试验因素影响 每次实验数据不可

能完全一致 通过对试验中的 Α值及指纹峰位置的综合比

较 本次实验的 Α值窗口 相对误差 为 即可信限 ? ∀

Α值在指纹谱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定性参数 因此建议有关

指纹图谱的研究文章应说明 Α值的相对误差 有关指纹图谱

的法规应对此有明确规定 这在特征峰多而密集的难辨认指

纹谱中尤其重要 ∀

4 6  有关色谱柱的试验情况

本次试验中 柱温在室温 ∗ ε 条件下 获得的色谱

图无明显差异 ∀曾选择 ≤ 柱与 ° ¬≤ 柱获得

的色谱图比较 主要峰群的整体图貌基本一致 但一些小的

特征峰不完全一致 主要表现在相对保留时间和分辨率上的

差异 而且重现性差 ∀

本实验通过反复摸索 建立了乌拉尔甘草的高效液相指

纹图谱的分析方法 对于其鉴别及相应制剂质量控制一定会

起到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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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取代苯基232吡唑烷酮衍生物的合成及抗癫痫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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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寻找具有抗癫痫作用的化合物 ∀方法  以取代苯甲醛为起始原料经缩合 !酯化 !环合及酰化得目标化合物 对所

得化合物采用最大电惊厥法测定其抗癫痫活性 ∀结果  合成了 个未见文献报道的 2取代苯基2 2吡唑烷酮衍生物 ∀结论  

初步药理实验表明 化合物 ! 显示出较强的抗癫痫活性 ∀

关键词 2吡唑烷酮 抗癫痫作用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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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ψντηεσισ ανδ αντιεπιλεπτιχ αχτιϖιτιεσ οφ 52Συβστιτυεδ πηενψλ232πψραζολιδινοσεσ

ƒ∏2 ± 2 ° ∏2 ≥ ≤ 2 ( Χολλεγε οφ Πηαρµαχψ, Ψανβι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Ψανϕι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ΜΕΤΗΟ∆  × √ ∏ 2

∏ ∏ ∏ √

∏ ∏ √∏ √ ¬ ΡΕΣΥΛΤΣ  ≥ √ √ 2 ∏ ∏ 2

2 2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2

√

ΚΕΨ ΩΟΡ ∆Σ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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