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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宁颗粒提取工艺的研究

闵炜 潘观根 吴丽红 杭州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优选妇宁颗粒的提取工艺 ∀方法  以芍药苷浸出量为评价指标 采用正交试验法对妇宁颗粒的提取工艺进行优

选 ∀结果  提取条件确定为加水浸泡 提取 次 加水量分别为 倍 ! 倍 提取时间分别为 ∀结论  试验结果为确

定妇宁颗粒的提取工艺提供了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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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宁颗粒是由益母草 !当归 !白芍等 味中药组成 ≈ ∀

临床用于月经不调 腰腹疼痛 赤白带下 精神倦怠 饮食减

少等症 ∀笔者以芍药苷浸出量为评价指标 对其提取工艺进

行了研究 ∀

1  仪器与材料

≤ 2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2 型检测器 日本

岛津公司 ⁄ 型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德国赛多利斯公

司 芍药苷对照品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提供 纯度

乙腈为色谱纯 水为重蒸馏水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中药材

均购自广东省汕头市欣欣医药公司 并经本公司主管中药师

童列波鉴定 ∀

2  方法及结果

2 1  浸膏制法

按处方取 味中药共 其中白芍 除阿胶外

其余 味照正交试验设计表 表 的安排加水浸泡后煎煮

两次 其中沉香 !香附 !紫苏叶于水沸时加入 ∀合并煎液 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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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将阿胶加热溶化后加入上述滤液中 滤液浓缩至相对密

度为 ∗ ε 的浸膏 ∀

2 2  试验设计

选择浸泡时间 !加水量 !提取时间作为考察因素 每个因

素 个水平 以芍药苷浸出量为评价指标 用 正交表

安排试验 所选因素水平见表 ∀

表 1  因素水平表

Ταβ 1  √

因素水平
浸泡时间 加水量 倍

≤

提取时间

2 3  芍药苷含量的测定 ≈

色谱条件 ° ⁄≥ ≤ ≅ 色谱柱

乙腈 2 磷酸溶液 Β 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为

流速 ∀定量方法为峰面积外标法 ∀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以五氧化二磷为干燥剂减

压干燥 的芍药苷对照品 置 量瓶中 加甲醇

至刻度 摇匀 精密量取 置 量瓶中 加 乙腈

至刻度 摇匀 即得 每 含芍药苷 Λ ∀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浸膏约 精密称定 水浴蒸干

置具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无水乙醇 称定重量 超声

处理 放冷 再称定重量 用无水乙醇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

匀 滤过 精密量取续滤液 蒸干 残渣加 乙腈溶解

并转移至 量瓶中 加 乙腈至刻度 摇匀 即得 ∀

测定方法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 Λ

注入液相色谱仪 测定 即得 ∀

2 4  试验结果

精密称取浸膏适量 按前述方法测定芍药苷的含量 并

根据浸膏的重量 计算芍药苷的浸出量 结果见表 ∀

表 2  正交试验设计表及结果

Ταβ 2  ∏

因素

列号

≤ 浸膏重量 芍药苷含量 浸出量

≤×

≥≥

  对表 进行数据处理 以芍药苷浸出量为评价指标 经

方差分析表明各因素的影响次序为 ≤ 因素 加水

量 !≤ 提取时间 对芍药苷浸出量有显著性的影响 ≤的

不同水平的影响次序为 ≤ ≤ ≤ ∀方差分

析结果见表 ∀

表 3  方差分析表

Ταβ 3  ∏ √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ƒ值 显著性

Π

Π

≤ Π

误差

注 ƒ  ƒ

ƒ  ƒ

3  讨论

3 1  因素 加水量 虽然对芍药苷浸出量有显著影响 但

从极差分析表明 远小于

考虑到生产效率的原因 可采用 条件进行提取 表

是 ≤ 和 ≤ 两种工艺条件的比较 ∀

表 4  两种工艺条件重复试验结果

Ταβ 4  ∏ ∏

工艺条件 芍药苷浸出量 平均 ≥⁄

≤

≤

3 2  正交试验法用于提取工艺优选能使各影响因素水平整

齐可比 实验结果准确直观 数据便于统计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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