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醇提取 ∀提取后的材料已完全破碎成了匀浆状

抽滤 将滤液浓缩至一定量后移入微波炉≈ 中烘干至

恒重 称重 计算收率 ∀结果见表 ∀

表 3  不同提取方法所得提取物量及收率的比较

提取方法 提取物量 收率

回流提取     

索氏提取

渗漉提取

冷浸提取

破碎提取

2 4  不同提取方法中乌苏酸的含量比较

分别吸取一定量由不同提取方法所制得的样品溶

液点于同一硅胶 薄层板上 随行点对照品溶液 和

Λ 进行展开 !显色 !扫描 用外标两点法计算出样品中

乌苏酸的含量 结果见表 ∀

表 4  不同提取方法所得提取物中乌苏酸含量测定结

果

提取方法 含量 平均含量 ΡΣ∆

回流提取   

索氏提取   

渗漉提取   

冷浸提取   

破碎提取   

3  讨  论

3 1  在回流提取法中 溶剂用量较大 为 倍量 提

取所需时间较长 这样由于药液长时间受热 很容易使

其中的有效成分发生改变 同时也浪费时间和能源 ∀

在索氏提取法中 虽然溶剂用量不大 但由于需要

进行长时间的加热提取 因此从时间 !能源 !设备等方

面考虑都不及冷提法 所以此法只用来与其它方法做

对照 ∀

种冷提法 渗漉 冷浸 破碎 则避免了加热 从而

使其中的有效成分有了一定的安全性 ∀但冷浸法和渗

漉法所用溶剂量较大 均为 倍量 提取时间也较长

前者为 后者为 操作较麻烦 因此虽说冷浸法

和渗漉法避免了加热 但同样存在费时 费工 费溶剂

的缺点 ∀破碎法则克服了上述不足 它不仅操作简单

且提取时间极短 仅 提取充分完全 溶剂用量

少 具有省时 !省工 !省电 !省溶剂的特点 ∀

3 2  从表 可以看出 采用 种不同的提取方法进行

提取 所得提取物收率高低次序为 索氏法 回流法

冷浸法 破碎法 渗漉法 从表 可以看出 不同提取

方法所得提取物中乌苏酸含量高低次序为 破碎法

冷浸法 渗漉法 回流法 ∀由此可见 尽管破碎法的

收率并不高 但所含有效成分乌苏酸的含量却较高 又

具有上述诸多优点 因此 车前草的提取方法应优选破

碎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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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杖/生药袋包颗粒0和免煎颗粒及其饮片汤剂的对比研究

丁青龙  刘汉清  焦新祥 常州 解放军 医院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摘要  目的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代替饮片汤剂的研究 ∀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法优选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制备工艺条

件 并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生药袋包颗粒 !免煎颗粒及饮片煎液中的主要成分 2二羟基蒽醌含量 对煎出率也

进行了比较 ∀结果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剂的优选工艺是药材颗粒度为 目 加水量是药材的 倍 煎煮时间

煎煮 次 ∀ 种入煎汤剂中 生药袋包颗粒的煎出率最高 是饮片的 倍 免煎剂的 倍 ∀ 2二羟基蒽

醌含量也以袋包颗粒为最高 是饮片的 倍 是免煎剂的 倍 ∀结论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剂的煎提效果明显比

其它 种入煎汤剂好 方法可行 可替代饮片汤剂 ∀

关键词  正交试验 颗粒剂 紫外分光光度法 2二羟基蒽醌 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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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ηε χο µ παρισιον οφ πλοψγονυµ χυσπιδετυµ σιεβ ετ συχε . γρανυλεσ χρυδε δρυγ βαγ2ινφυσιον

χο µ παρεδ ανδ ιτχσ πρεπαρεδ ηερβαλ µ εδιχινε ανδ φυσιβλε πελλετ

⁄ ± ⁄ ± ∏ ∏ ± ÷ ¬ ÷ ÷ ( ΠΛΑ Ηοσπιταλ , Χηανγ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ΜΕΤΗΟ∆ :× ∏ ∏ ∏ ∏ ∏ 2 ∏ ∏

2 ∏ ∂

Ρ ΕΣΥΛΤΣ :× ∏ ∏

× 2 ∏

∏ χ × 2 ∏ 2 ∏ χ

χ ∏ χ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 ∏

ΚΕΨ Ω ΟΡ ∆Σ  ∏ ∂ 2 ∏

  汤剂因适应中医辩证施治 随证组方的原则 几千

年经久不衰延用至今 目前仍被广泛应用 ∀但中药调

配中剂量不准 劳动强度大 药材浪费等问题一直未能

妥善解决 ∀本文采用正交法对虎杖/生药袋包颗粒0剂

与饮片汤剂 !颗粒汤剂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 取得了

满意的效果 ∀

1  实验材料

1 1  药品与试剂

虎杖 ° ≤∏ 常州 医院中

药房 常州药品检验所鉴定 2二羟基蒽醌对照品

常州市药品检验所 虎杖颗粒汤剂 江苏天江制药

厂 氯仿 !乙醚等均为分析纯 ∀

1 2  仪器

紫外分光光度计 电光分析天平 上海

天平仪器厂 ∀

2  标准曲线的制备

称取 标准品 置 量瓶中用乙醚定容

取 和 分别置于 量瓶

中 用 氢氧化钠2 氨水稀释 并在 ? 处

测定吸收度 结果见表 ∀建立回归方程为 Α .

χ ≅ , ρ ∀

表 1  2二羟基蒽醌标准品浓度与吸收度测定结果

χ Α

3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剂工艺条件研究

3 1  正交实验设计

选择采用四因素三水平的正交试验 ∀见表 ∀

表 2  因素水平表

水  平

因   素

粒度 目 加水量 倍数 煎煮时间

≤

煎煮次数

⁄

   

表 3  正交试验及实验结果≈

实验号 ≤ ⁄ 煎出率 2二羟基蒽醌含量 综合评分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续表

实验号 ≤ ⁄ 煎出率 2二羟基蒽醌含量 综合评分

      

综合加权评分              

煎出率    

含量     

3 2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制备

取虎杖干燥品粉碎 过 目 ! 目

和 目筛 分别装于无纺

布袋中 准确称重 每袋 封口 备用 ∀

3 3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剂工艺条件的优选

3 3 1  煎出率的测定 分别取不同粒度的虎杖生药袋

包颗粒 袋 加水浸泡 按正交试验设计进行实

验 然后滤取药液 先浓缩至一定浓度 定容于 量

瓶中 取出 作定量分析 其余水浴蒸干 经真空干

燥至恒重 ∀

结果表明 ⁄ ≤ 说明诸因素中颗粒度对实

验影响最大 煎煮次数和加水量其次 煎煮时间最小

故生药袋包颗粒剂的最佳工艺为 ≤ ⁄ ∀

4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 !饮片 !免煎颗粒剂煎出率及 1

82二羟基蒽醌含量的比较

4 1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 !饮片 !免煎颗粒剂煎出率比

较

4 1 1  煎液的制备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煎液的制备

取 目的袋包颗粒 份 分别加水 浸泡

后加热煎煮 取药液 残渣再煎煮 次 合并药

液 浓缩至一定浓度 定容至 备用 ∀

饮片煎液的制备 取饮片 份 每份 方法同袋

包颗粒煎剂的制备 ∀

免煎颗粒煎液的制备 取相当于虎杖生药 的免

煎剂共 份 溶于 水中 加热煎煮 滤去药

液 浓缩至一定浓度 定容至 备用 ∀

4 1 2  煎出率的测定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 !饮片 !免煎

颗粒剂煎液各取 供含量测定备用 其余水浴蒸干

真空干燥至恒重 测定结果见表 ∀

表 4  煎出率的测定结果

煎出物重量 煎出率 ΡΣ∆

袋包颗粒

饮片   

免煎剂  

4 2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 !饮片 !免煎颗粒煎液 2二

羟基蒽醌含量的比较

分别取袋包颗粒 !饮片 !免煎颗粒煎液 加热

水解 用氯仿萃取至无色 氯仿液用氢氧化钠 ∗

氨水萃取至无色 定容于 量瓶中 在 处测

定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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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二羟基蒽醌含量测定的结果

Α χ ΡΣ∆

袋包颗粒  

 

饮片   

免煎剂  ≅

≅ ≅

≅

  结果表明 袋包颗粒剂中 2二羟基蒽醌含量最

高 是饮片的 倍 是免煎剂的 倍 ∀

5  稳定性试验

取虎杖袋包颗粒煎液的一部分 按样品液的制备

方法制备 按上述条件自零小时起每隔一段时间测定

一次 结果表明 被测物在 内稳定 ∀

6  精密度试验

取稳定性试验项中的样品液 按上述测定条件重

复测定 次 结果重复性好 ΡΣ∆ ∀

7  回收率测定

取同一批号虎杖袋包颗粒 份约 加入

标准品 按标准品液的制备方法制备供试液 按上述条

件测定 平均回收率为 ΡΣ∆ ∀

8  小结与讨论

8 1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剂正交试验结果表明 生药袋

包颗粒最佳制备工艺是生药材的粒度为 目 加水

煎煮 煎煮共 次 ∀

8 2  2二羟基蒽醌含量分析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操作简单 精密度高 稳定性好 平均回收率

ΡΣ∆为 ∀

8 3  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入煎剂的煎出率和主要成份

含量为最高 即袋包颗粒剂煎膏率是饮片的 倍 免

煎剂的 倍 主要成分含量 前者是后二者的 倍

和 倍 ∀说明虎杖生药袋包颗粒入煎剂的煎提效果

比较好 为汤剂剂改提供了依据 ∀

8 4  生药袋包颗粒剂 符合中医用药随症加减组方

较传统饮片汤剂可节省药材 还能克服单味免煎剂不

能与群药共煎之不足 同时 生药袋包颗粒制作简单

适用于工业生产 ∀汤剂目前仍为中医临床用药的主要

剂型之一 故汤剂剂改势在必行 生药袋包颗粒剂有代

替传统饮片汤剂的趋势 ∀

收稿日期

青黛与其一种伪品的鉴别

徐贵丽  王应建  尹玉琴  邹  静 昆明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药剂科 系昆明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进修生

摘要  目的 鉴别临床应用的一种可疑/青黛0的真伪 ∀方法 采用显微 !薄层层析 !吸收光谱及理化鉴别法对其性

状 !显微及理化特性进行鉴别并与真品比较 ∀结果 /青黛0从外形 !颜色及一般化学性质上与真品不同 薄层层析

按药典规定方法 /青黛0无斑点 吸收光谱鉴别真品在 有一最大吸收峰 伪品在 ∗ 之间无吸收峰 ∀

进一步鉴别伪品中主要含有 ƒ ≥ !ƒ ≥等对人体有害的掺假成分 ∀结论 /青黛0为一种伪品 本法为青黛的真伪鉴

别提供了依据 ∀

关键词  青黛 理化鉴别 吸收光谱 薄层层析

∆ιστινχτιον βετωεεν ινδιγο νατυραλισ ανδ α φαλσε ονε

÷∏ ∏ ÷∏ • ≠ • ≠ ≠ ≠∏ ≠ ≠ ± ετ αλ( Πηαρµαχψ οφ Κυν µινγ Γενεραλ

Ηοσπιταλ οφ Χηενγδυ Μιλιταρψ Ρεγιον , Κυν µινγ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0 ΜΕΤΗΟ∆Σ :× ∏

× ≤ ∏ Ρ ΕΣΥΛΤ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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