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备五份供试品溶液 分别进样 测定峰面积并计算含量 结

果每克凝胶剂中含次乌头碱 ≥⁄为 ∀

2 7  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样品 批号 精密称定 置具

塞锥形瓶中 分别加入次乌头碱对照品溶液 各

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作 制备加样回收供试品溶

液 ∀按样品测定方法测定 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表 ∀

表 1  回收率试验结果 ν

Ταβ 1  ∏ √

编号
样品重 次乌头碱含量 加入量 测得量 回收率 平均值 ≥⁄

2 8  样品的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Λ 和供试品溶液各

Λ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 按外标法计算含量 结果见表 ∀

3  讨论

3 1  在本试验条件下 能够将草乌中的乌头碱 次乌头碱和

新乌头碱达到完全分离 但制剂中组分复杂 干扰乌头碱和

新乌头碱色谱峰 故本研究只对乌头碱进行含量测定 ∀

表 2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ν

Ταβ 2  ⁄ ∏ ν

批号 次乌头碱含量 ≥⁄

3 2  在供试品溶液制备时 曾对提取方法 !提取溶剂和提取

时间进行了考察 ∀提取方法首先采用取凝胶剂 加

硫酸 摇匀 用乙醚提取 次 弃去乙醚 水层加氨水调

节 ∗ 用氯仿提取 次 合并提取液 低温蒸干 残渣

加甲醇溶解 滤过 结果提取过程中 因水层浑浊 分层非常

困难 约需 天 ∀后又参照文献 王晶等 甲硝唑凝胶剂的

含量测定 山东医药工业 采用盐析法 结

果也失败 ∀总结上述提取方法 采用了甲醇超声处理后 使

部分基质变性而成细粉 滤过 蒸干 残渣再用上述方法进行

提取 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提取溶剂曾试验分别用甲醇和无

水乙醇作溶剂 超声处理后 无水乙醇没有甲醇处理后基质

变性效果好 即滤过较慢 故最后确定采用甲醇作提取溶剂 ∀

提取时间考察了加甲醇后 分别超声处理

结果表明 超声处理 含量较高 故确定超声处理时间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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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ΚΕΨ Ω ΟΡ ∆ Σ: ∏ ∏ ∏ ∏

  中国药典 年版规定 检测大肠杆菌的增菌培养基

采用胆盐乳糖 是因为胆盐能抑制革兰阳性细菌的生长 乳

糖有利于肠道杆菌的生长 提高阳性菌的检出率 ≈ ∀大肠杆

菌在不同增菌液中的生长 !繁殖的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 ∀

1  实验材料

1 1  培养基

胆盐乳糖增菌液 批号 硫乙醇酸盐液体培

养基 ƒ× 批号 营养肉汤 批号 三种培

养液琼脂培养基 在其液体培养基中加入 琼脂 伊红美蓝

琼脂培养基 批号 均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1 2  菌种

大肠杆菌 ≈≤ ≤≤ 大 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检定所提供 大 大 由食品中分离 大 大 由大鼠粪便中分

离 大 大 由药品中分离 ∀均在 ∞ 平板上为紫黑色 !圆

形 !凸起 !光滑湿润 有金属光泽 ∀均发酵乳糖 产酸 产气 !

∂ ≤为 大 !大 !大 !大 及大 的 荧光强

度为 大 为弱荧光 大 无荧光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菌悬液制备

取各大肠杆菌斜面上的菌苔一白金耳 分别接种于

营养肉汤培养基中 培养 用生理盐水稀释成每 含

∗ ≤ƒ ∀

2 2  菌落数的比较实验

取 ∗ ≤ƒ 的菌悬液 分别加入 的三种增菌液

中 ∀于 ε 培养 用生理盐水稀释成 Β 分取 用

棒涂于 ∞ 培养基上 于 ε 培养 计数 ∀结果见表 ∀

2 3  菌落大小的比较实验

取 ∗ ≤ƒ 菌悬液 用 棒涂于三种增菌液琼

脂培养基上 于 ε 培养 测量菌落直径 ∀结果见表 ∀

2 4  对数生长实验

取 ∗ ≤ƒ 菌悬液分别加入 的三种增菌液

中 于 ε 培养 稀释成适宜浓度 取 用

棒涂于三种增菌液琼脂培养基上 于 ε 培养 计数 ∀

取常用对数 ∀结果见表 ∀

表 1  大肠杆菌在三种增菌液中 菌落数的比较实验

Ταβ 1  × √ ¬ ∏ ∏ 2

∏ ∏ ∏ ∏

∏

菌种  ƒ×

大 ? ? ? 3

大 ? ? ?
大 ? ? ? 3

大 ? ? 3 ? 3 3

大 ? ? 3 ? 3

大 ? ? 3 ? 3

大 ? ? 3 3 ? 3 3

注 数据为 个平皿菌落数的平均值与 组比较 3 Π 3 3 Π

∏ √ ∏ ∏ ∏ 2

∏ 3 Π 3 3 Π

表 2  大肠杆菌在三种增菌液的固体培养基中菌落大小的比

较实验

Ταβ 2  × √ ¬ ∏ ∏

∏

菌种 ƒ×

大 ? ? ?

大 ? ? ?

大 ? ? ?

大 ? ? ? 3

大 ? ? 3 ? 3

大 ? ? ?

大 ? ? 3 ? 3 3

注 数据为 个菌落直径 的平均值 与 组比较 3 Π

3 3 Π

∏ √ ∏ ∏ ∏

∏ 3 Π 3 3 Π

表 3  大肠杆菌在三种增菌液中的对数生长实验

Ταβ 3  × ¬ ∏ ∏ ∏ ∏

菌种
ƒ×

大 ? ? ?  ? ? ?  ? ? ?

大 ? ? ? ? ? ? ? ? ?

大 ? ? ? ? ? ? ? ? ?

大 ? ? ? ? ? ? ? ? ?

大 ? ? ? ? ? ? ? 3 ? ?

大 ? ? ? ? ? 3 ? 3 3 ? ? ? 3 3

大 ? ? ? ? ? 3 ? 3 ? ? 3 ? 3 3

注 数据为 个平皿菌落数的平均值 与 组比较 3 Π 3 3 Π

∏ √ ∏ ∏ ∏ ∏ 3 Π 3 3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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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通过对不同来源大肠杆菌在三种增菌培养基中培养

的菌落数 !菌落大小和生长速度进行了对比实验 采用 τ测

验 ≈ 比较 !ƒ×与 增菌培养基对同一株大肠杆菌生长

影响的差异程度 采用 ς测验 比较 ƒ×与 增菌培养基

对大肠杆菌生长影响的差异程度 ∀结果 大肠杆菌在 !ƒ×

与 增菌培养基中培养 的菌落数 存在显著差异 τ测验

Π 或 Π ς测验 样本 ς ς( ) . ,样本 ς ς( )

. )∀大肠杆菌在 ƒ×固体培养基中菌落大小与 固体培

养基比较 存在显著差异 (ς测验 ,样本 ς ς( ) . )∀药品

中污染的大肠杆菌因受到原料的处理 !干燥 !加温等加工过程

的影响 存活的细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对于合成生产或半

合成生产的药品 污染肠道杆菌的几率小 由于胆盐乳糖增菌

液中含有选择性抑菌成分 往往不易获得阳性结果 将样品接

种无选择性的增菌培养基中 如 和 ƒ× 进行培养 使受损

伤的细菌得以恢复 少量污染菌也能迅速增殖 ≈ ∀在口服制

剂大肠杆菌检验中应合理选择培养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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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成分 ∀结论  两种提取部位的薄层色谱实验均提示了三种不同产地佛手显著的种间差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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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Χιτρυσ µ εδιχ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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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ΧΟΝΧΛΥΣΙΟΝ  ∏ Χιτρυσ µ εδιχα √ ∏

ΚΕΨ Ω ΟΡ ∆ Σ: Χιτρυσ µ εδιχα; ¬ × ≤

  佛手为芸香科柑桔属植物佛手 ≤ ∏ √ σαρ2

χοδαχτψλισ ≥ 的果实 主产于我国广东 !广西 !四

川 !福建 !浙江等地 ∀药食两用 其性味辛 !苦 !酸 !温 主要用

于治疗肝胃气滞 胸胁胀痛 胃脘痞满 食少呕吐 为传统的

名贵中药 ≈ ∀我国佛手的栽培品种主要有产自广东的广佛

手 !福建的建佛手 !四川的川佛手和浙江金华的金佛手 ∀其

中浙江金华的金佛手因果形奇异小巧 !留香持久而最具欣赏

价值 四川的川佛手的平喘效果较好 ≈ 一般认为主产广东

肇庆的广佛手品质最优 为地道药材 ≈ ∀在华东地区以广佛

手 !金佛手 !建佛手最为常用 而且根据以往的研究报道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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