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表 的试验和计算结果看出 影响 提取收率的因素

顺序为 ≤ 说明 !≤两项因素对提取收率影响显著

各因素优化组合为 ≤ 即萃取时间 萃取温度

ε 提取剂用量为大黄粉重量的 倍 的两次总收率为

产品纯度大于 ∀

实验还发现 提取时间在 ∗ 提取量增加不大

提取温度较低时 提取不充分 提取温度较高时 杂质含量

大 的提取量随着提取剂用量增加而增加 第一次得到的提

取物 杂质多 第二次得到的提取物 杂质少 第三次得到的

提取物 胶质多 难以精制提纯 ∀

5  结论

以碱性水溶液作为溶剂代替有机溶剂从药材大黄中提

取大黄酸的新工艺 与传统工艺相比 避免了在提取 的过

程中使用大量的有毒有机溶剂 改善了生产条件 减少环境

污染和降低生产成本 易实验工业化生产 ∀根据实验研究结

果 淮安市瑞雷植化厂已进行了车间生产 同样证明该工艺

是可行的 并通过江苏省科技厅鉴定 无论是 的收率 还是

产品的纯度都能达到实验指标 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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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位和不同生长年限白芍中的芍药苷含量测定

吴雄壮 王美芳 杨思沅 郎跃煌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

摘要 目的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不同部位和不同生长年限白芍中的芍药苷含量 ∀方法  以 ≤ 化学键合硅胶柱分离芍

药苷 甲醇 2 磷酸二氢钾溶液 2醋酸 2异丙醇 Β Β Β 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为 进行测定 ∀结果  不同部

位和不同生长年限白芍中的芍药苷含量差异较大 ∀结论  生长年限越长其芍药苷含量相对较高 根茎中的芍药苷含量比根

相对高 ∀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法 白芍 芍药苷 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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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2

¬° ° ≤ ΜΕΤΗΟ∆ Σ  ° ≤ ∏ 2

∏ 2 2 Β Β Β ∂ √ Ρ Ε2

ΣΥΛΤΣ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中国药典收载的白芍为毛茛科植物白芍 ° 2

° 的干燥根 具有平肝止痛 养血调经 敛阴止汗的功

效 ∀其主要有效成分为芍药苷 ∀由于分布面积广 资源量

大 白芍的含量指标控制尤为重要 ∀笔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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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别测定不同部位的白芍和不同生长年限白芍中的芍药

苷含量 发现存在明显差异 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提供

依据 ∀

1  材料与仪器

1 1  材料

药材来源 药材由安徽省亳州市宏伟药业有限公司提

供 ∀经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质检科杨思沅鉴定 ∀

仪器与试药 • 2 高效液相色谱仪 梅特勒 ∞2

电子分析天平 甲醇 色谱纯 美国产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

纯 芍药苷对照品 批号 2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 ∀

1 2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 Λ 流动

相 甲醇 2 磷酸二氢钾溶液 2醋酸 2异丙醇 Β Β

Β ≈ 检测波长 柱温 ε 流速 进样

量 Λ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在 ε 减压干燥 的芍药苷对照品 ≈ 加甲

醇制成每 含 的对照品溶液 ∀

2 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药材粉末 精密称定 置 的量瓶中 加入甲

醇 浸泡 超声提取 取出 放冷 加甲醇定容置

刻度 摇匀 滤过 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

2 3  线性关系的考察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Λ 按上述色谱条件

测定峰面积 以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 芍药苷质量为横坐

标绘制标准曲线 计算出回归方程为 ψ . ≅ ξ

(ρ . ) , ξ的单位为 Λ ∀

表明芍药苷在 ∗ Λ 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形关系 ∀

2 4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上述对照品溶液 Λ 重复进样 次 芍药苷

峰面积积分值的 ≥⁄为 表明本法具有较好的精密

度 ∀

2 5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 四年生 根部样品称取 份 分别按 /含量测

定 0项下测定样品溶液中芍药苷的含量 平均含量为

≥⁄为 表明本法具有较好的重复性 ∀

2 6  回收率试验 ≈

采用加样回收法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 六年生 主根部

位的样品各 左右 按 / 0项下处理好 精密加入芍药苷

对照品溶液 芍药苷浓度为 按 / 0项下

的方法 测定样品中芍药苷的含量 平均回收率为 ν

≥⁄ 表明本法具有较好的回收率 ∀

2 7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 四年生 根部样品溶液在室温下放置

然后分别进样测定含量 结果芍药苷含量的 ≥⁄为

ν 表明本法 内稳定 ∀

2 8  样品的测定

取对照溶液和样品溶液 用 Λ 微孔滤膜滤过 各

进样 Λ 读取峰面积 按外标法计算其含量 结果见表 !

表 ∀

表 1  不同生长年限白芍中的芍药苷含量试验结果

Ταβ 1  × ∏ 2

° °

样品 白

芍主根
平均含量 ≥⁄

三年生

四年生

五年生

六年生

  由表 可看出白芍生长年限越长所含的芍药苷的量略

高 ∀

表 2  不同部位白芍中的芍药苷含量试验结果

Ταβ 2  × ∏

° °

样品 白芍 平均含量 ≥⁄

三年生主根

三年生根茎

四年生主根

四年生根茎

五年生主根

五年生根茎

  由表 可以看出相同生长年限的白芍其根茎部位的芍

药苷的含量比主根部位明显偏高 但不同生长年限的白芍根

茎部位的芍药苷的含量相差不大 ∀

3  讨论

3 1  为避免不同植株同一采收时期存在的差异性 实验关

于不同部位白芍中的芍药苷含量测定采用同一株白芍采样

不同生长年限的白芍植株在不同生长年限的同一种植地采

集 以减少实验误差 ∀

3 2  实验结果显示 不同生长年限同一种植地采集的白芍

主根 其生长年限越长芍药苷的含量相对较高 而同一采收

期和同一生长年限的不同生长部位的芍药苷含量测定 其中

白芍植株根茎部的芍药苷的含量比主根的明显偏高 ∀中国

药典规定白芍夏 !秋二季采挖 洗净 去头尾及细根 置沸水

中煮后除去外皮或去皮后再煮 晒干 ∀但从本实验不同药用

部位的白芍和不同生长年限的白芍中的主要成分芍药苷测

定可以看出 白芍采收年限应最好在五年或五年以上 采集

部位建议最好保留其根茎部分 这样将对白芍的资源开发提

供更为合理的科学依据 ∀

3 3  在实验过程中 对流动相的选择曾参考有关文献和药

典收载的乙腈 2 磷酸二氢钾溶液 ≈ !甲醇 2

磷酸二氢钾溶液 2醋酸 2异丙醇 Β Β Β ≈ 等多种

组分进行考察 最后选定药典规定的甲醇 2 磷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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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钾溶液 2醋酸 2异丙醇 Β Β Β ≈ 为流动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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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种中草药提取物体外抗 ≥ 的筛选研究

左国营 王根春 徐贵丽 余巍 彭虎 邝文喜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药剂科 昆明 昆明医学院药学系 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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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测定中草药提取物体外抗 ≥ 活性 比较 种常用中草药对金葡菌的抑菌作用 ∀方法  琼脂扩散法 ∀结果  

地榆 !苏木和黄芩抑制 ≥ 的活性较高 平均 ≤ 抑菌圈直径 分别为 ! 和 对标准菌活性较大

的提取物对耐药菌也具有较大的活性 ∀结论  种抗金葡菌的中草药中有 种对 ≥ 敏感 ∀

关键词 中草药 金黄色葡萄球菌 ≥ 体外抑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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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ιν ϖιτρο √ ≤ ¬ ≥

√ Σταπηψλοχοχχυσαυρευσ. ΜΕΤΗΟ∆ Σ ∏ Ρ ΕΣΥΛΤΣ ≤ 2

Σανγυισορβα οφφιχιναλισ Χαεσαλπινια σαππαν Σχυτελλαρια βαιχαλενσισ 2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ΚΕΨ Ω ΟΡ ∆ Σ: Σταπηψλοχοχχυσαυρευσ ≥ ιν ϖιτρο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 越来越多的细菌对常用抗生素

产生耐药性 且耐药程度日益加重 ∀目前耐甲氧西林金黄

色葡萄球菌 2 ≥ ∏ ∏ ∏ 2

≥ 感染已与 ∂ ⁄≥并列世界范围内三大最难解决的

感染性疾患 ≈ ∀ ≥ 对多种抗生素耐药 致病力强且治疗

效果差 为引起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 ∀建国以来 我

国对中草药抗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感染的作用进行过筛选研

究 ≈ 但是针对 ≥ 感染的研究报道较少 只是在近年来

才得到关注 ≈ 2 ∀为了进一步发现更多的抗 ≥ 中草药品

种 探索其抗 ≥ 感染的物质基础 我们对 种中草药的

醇提取物进行了抑制 ≥ 的活性的筛选研究并测定

了有关中草药提取物的 ≤值 对这些中草药抗标准金黄色

葡萄球菌和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活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1  标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和各种抗菌素

药敏纸片均购自中国药物制品检定所 ∀

1 2  耐药菌 ≥ 菌株 号 由本院呼吸系统患

者痰液标本分离得到 ∀

1 3  中草药 由云南药材有限公司延寿堂连锁经营公司和

本院中药房提供 ∀

2  实验方法

2 1  耐药菌的药敏测试

按抗菌素药敏常规测试方法 纸片法 进行 ∀

2 2  醇提取物的制备

将 种中草药粉碎成粗粉 各称取粉末 用

的乙醇浸泡 次 第一次浸泡一周 第二 !三次浸泡 ∗

过滤 合并滤液用旋转蒸发器减压于 ε 以下回收至干

用结晶刀转移至无菌空安瓿瓶中备用 ∀

2 3  药液制备

用电子分析天平称提取物各 用无菌蒸馏水 含

⁄ ≥ 配成 溶液作初筛用 以浓度

为原溶液 采用二倍稀释法 ≈ 每种待测药液用 支无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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