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提供了新的途径 ∀其余各部分的化学成分正在研究中 赤

雹的化学成分的研究为寻找赤雹的镇痛抗炎的活性成分奠

定了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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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叶中 2脱氧野尻霉素的纯化及含量测定

周惠燕 胡晓渝 马英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药学系 浙江 宁波

摘要 目的  提取纯化桑叶中 2脱氧野尻霉素 ⁄ 并用柱前衍生化高效液相法进行含量测定 ∀方法  桑叶加

# 盐酸溶液超声提取 提取物进行反相柱色谱纯化 纯化物用柱前衍生化 2高效液相 2荧光检测法测定 ⁄ 的含量 ∀结

果  桑叶中 ⁄ 的含量为 ∗ 纯化物中 ⁄ 的含量达到了 ⁄ 在 ∗ Λ # 内浓度与峰面积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ρ 平均回收率为 ∀结论  运用反相色谱技术分离纯化 ⁄ 简单易行 含量测定方法

精确 重复性好 ∀

关键词 桑叶 2脱氧野尻霉素 纯化 柱前衍生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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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加样回收率试验测定结果

Ταβ 1  ∏ √

桑叶重 桑叶中

含量

加入量 测得量 回收率 平均回

收率

≥⁄

3 9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桑叶 按照 / 0项制备样品溶液 平行制备

份 按上述方法测定 ⁄ 的含量 结果显示 样品的分析结果

稳定 样品峰面积的 ≥⁄为 表明该方法的重复性

良好 ∀

3 10  样品测定

取不同采集地点的桑叶样品 以及桑叶经提取纯化后的

固体按含量测定方法测定 按外标法计算样品中 ⁄ 的含

量 结果见表 ∀

表 2  不同样品 ⁄ 含量测定结果

Ταβ 2  ∏

样品 ⁄ 含量

桑叶

桑叶

桑叶

固体

固体

4  讨论

ƒ ≤ 2≤ 是一种氨基衍生化试剂 ⁄ 分子中含有胺基

结构可和 ƒ ≤ 2≤ 反应生成具有强烈荧光的衍生物 ƒ ≤ 2

≤ 本身具有强烈的荧光 多余的试剂可加甘氨酸除去 ∀柱前

衍生化 2高效液相 2荧光检测法测定 ⁄ 的含量具有准确 !选

择性强 !灵敏度高 !重复性好等优点 可用于桑叶提取物中

⁄ 的定量分析 ∀

⁄ 是高极性的化合物 因此本设计应用反相色谱柱分

离纯化 ⁄ ∀ ≤ ≤ ° °除了对高极性的糖 !氨基酸基

本没有吸附作用外 对大多数次级代谢产物均有不同程度的

吸附作用 ∀因此 ≤ ≤ ° °可作为 ⁄ 纯化第一步

分离的首选担体 ∀ ≥ ¬ 2 属于 ≥ ¬系列担体 ∀

它对于非芳香化合物以分子大小的不同来分离 ∀因此 在

⁄ 进一步纯化时选用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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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对毒鼠强中毒患者代谢动力学的影响

邢翔飞 奚炜 张希洲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

摘要 目的  探讨毒鼠强在人体内的代谢动力学特点及口服大黄后对毒鼠强代谢动力学的影响 ∀方法  代谢动力学研究分

对照组和大黄组 对照组采用甘露醇导泻 大黄组采用口服大黄导泻 定时静脉取血后采用气质联用色谱法检测毒鼠强的血

药浓度 并用 ⁄ ≥软件对数据进行代谢动力学分析 ∀结果  毒鼠强在人体内的排泄非常缓慢 对照组的 ΑΥΧ为

# # 清 除 率 # # 大 黄 组 排 泄 半 衰 期 为 ΑΥΧ为 # # 清 除 率

# # 两组各项参数的差异除半衰期外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大黄组的清除率相当于对照组的 倍 曲线下面积

只有对照组的 ∀结论  毒鼠强在人体内排泄缓慢 口服大黄导泻能减少其吸收和加快排泄 ∀

关键词 药动学 大黄 毒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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