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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药房制备桂枝获等丸中成分的变化

郭 建摘译 张紫洞校

桂枝获等丸是著名的 《金贵要略》首先

收载并为
“
汉方 �和汉药物�

”
中重要方剂

之一
,

含有 �种生药
�
桂枝

、

获等
、

丹皮
、

桃

仁及芍药
。

目前在 日本通常以煎剂和冲剂两

种剂型应用
,

但原始的桂枝获等丸是按中医

传统方法
,

将 � 种生药粉碎后与蜂蜜混合制

成丸剂应用
。

本文对制成的丸剂巾几种化学成分含量

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
。

结果和讨论

桂枝获等丸中的每种生药已知都含有许

多化合物
。

本研究以桂皮醛
、 ,

丹皮酚
、

芍药

试
、

苦杏仁俄
、

野樱试和苯甲醛这六种化合

物作为参考物质
,

用高效液相层析 法 �� �
�

� � � 进行定量分析
。 �

桂皮醛
、

丹皮酚
、

芍药俄和苯甲醛的含

量用各自标准品和内标物预先绘制的校准曲

线来计算
。

苦杏仁试和野樱贰的含量用这些

校准曲线计算
。

每一测定做三次
。

每一物质

的回收率约在 ��  以上
。

如法制备的丸剂每

粒丸 �丸重约 � � � 都要准确称重
,

然后 用

聚乙烯薄膜包装
。

将丸荆分成两组
,

一组在

� ℃下贮存
,

另一组在室温下 �约�� ℃ � 贮

存示在制成时 � � 时� 和制 成 后 � 周
、

一

个月
、

� 个月和 � 个月时分别进 行 定 量 分

析
。

结果表明
,

�

制成丸剂后挥发性的桂皮醛

逐渐降低
,

在室温下贮存时这一 变化 比 较

大
。

制成丸剂后丹皮酚和芍药试的 含 量 减

少
,

但在 � ℃和室温下 没有明显不同
。

另一

方面
,

丸荆中苦杏仁俄的含量在室温下迅速

降低
,

而在 � ℃时则非常缓慢
。

可是 � 个月

后
,

在两种条件下
。

这些丸剂中的苦杏仁试

含量只略有不同
。

野樱贰经检测仅 为痕 迹

量
。

根据桃仁中的苦杏仁贰可迅速水解产生

化学计算量的苯甲醛
,

本研究发现丸剂中苦

杏仁试变为苯甲醛是 同样的
。

� � � ��� �等指

出丸剂中苦杏仁试的水解是由于粘合剂蜂蜜

中的水分引起的
。

因此
,

我们对丸剂在室温

和 � ℃下贮存 � 个月后残留的参考物质含量

和生药粉末在 � ℃下贮存 � 个月后的参考物

质含量
,

进行了比较
。

这些生药的混合粉末

封在玻瓶中
,

在 � ℃贮存 � � 个月后 用此粉

末新鲜制成丸荆
。

结果
,

这些新制成的丸剂

的每一参考物质的含量只略不 同于这一丸剂

� 时的含量
。

因此
,

为了使桂枝获菩丸丸剂中成分的

定量变化减小到最小程度
,

在我们医院中按

下面的方法制备丸剂
�

把桂枝获等丸的混合

粉末密封在瓶中
,

在 � ℃
一

『贮存
,

需要时临

时制成丸剂
。

实验方法

桂枝获等丸的制备
�

桂枝
、

获等
、

丹皮

和芍药分别用粉碎机粉碎成细粉 �� � � 目�
。

桃仁去掉种皮
,

烘干后粉碎成细粉
。

用乳棒

在乳钵中充分混合这些生药粉末 �各为 � � � �
,

总量为 � � ��
,

取 � � �蜂蜜加热并煮沸� 分

钟
。

然后把上述混合的粉末加入热蜜巾
,

揉

合制成丸粒 �每粒重 � � �
。

提取过程
�
桂枝获荃丸 ��

�

� � � 用� � �

乙醇 �� � � �� 在�� ℃处理 �� 分钟
,

然后搅拌

��分钟
,

再离心 �� �� � 又 �
, ��分 钟� 分 离

出桂枝获等丸的乙醇提取液
。

残渣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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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 ��� � �� 提取一次
,

合并的 乙醇提取 液

用� � �乙醇准确调整到� �� �
。

此提取液的 一

部分用膜滤器 ��
�

�� 卜� � 过 滤
,

取 �
�

� � �

滤液加入�
�

� � �的 � 一

羚 基苯甲酸甲醋溶液

��
�

�玲 � � � � �� 为� � �� 的内标物
。

此混

合液用于定量分析
。

�参考文献 �� 篇略�

〔��生药学杂志 》 � � � � � � � �一� �
,

� �  !

�英文� 〕

变 色 磺 胺啥 咤 钠 注 射 液 的 处 理

解放军第 � � 医院 邓夕军 王小牛 魏峰松
� 姚 峰

辛

本院有两批磺胺嗜吮钠注射液
,

出厂时

间较长
,

外观颜色变黄
,

直至�� 年还在零星

供临床静脉输注
,

为安全起见
,

我 们 对 其

进行色度检查
,

改制为口服磺胺 嗜 吮 混 悬

液
。

色度检查与含皿洲定

�
�

按法 �‘� 配制 � � ��号黄色标准 比

色液
。

�
�

随机抽取两批样品 各�� 支 �每 支

� � ��
,

将药液合并于三角烧瘫内混匀
。

�
�

取样�� � �与标准管对比
,

两批 色度

分别超过 � 号管及 � 号管
。

�
。

含量测定
�
抽查两批样品 按 常 规

“
重氮化法

” 测定磺胺嗜咤钠含量
,

分别为

标示置的��
�

� �及��
�

� �
。

成胺咤啥混悬液

处方
�

�� �磺胺嘻咙钠 �教� �

�含磺胺嗜吮钠 ���
�

� � �

一
构橡酸 ��

·

� �

构椽酸钠 � �
�

� �

琼脂 �
·

� �

单糖浆 � � � �

� �尼泊金 �� 孤�

� � �糖精 � � �

药用水加至 �� � � � �

制法
�

取构椽酸溶于� �� � �蒸馏水中
,

滤

过后细流加入磺胺嗜咤钠溶液中 �预先滤除

玻屑等杂物 �
,

随时搅拌充分反应
,

再加入

拘椽酸钠
、

温热的单糖浆及琼脂液
,

最后加

入尼泊金糖精
,

药 用水至全量
,

振抚均匀即

得
。

含量测定
� 两批样品配制成混总液

,

按

常规方法检测磺胺嚓咤含量
,

分别为标示量

�� � � � 的 � �
�

� � 及� �
�

� �
。

讨 论

�
�

除抗生素及生物制品等标明有失效

期外
,

各厂家对一般药品使用期限 未 作 规

定 , 为了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

对药品稳

定性进行考察是至关重要的
,

检 查
“
外观性

状变化
” 比较简便易行

,

�� 年 � 月笔者对本

院所存小针剂进行初步调查
,

仪色泽变化超

过限度的就有卡那霉素
、

止血敏
、

汉防己甲

素
、

二盐酸奎宁及磺胺嗜咤钒注射液等
。

其

中既有贮存超过 �� 年的
,

’

也有近期出厂的
,

数量多少不等
,

我们都酌情作了处理
�

建议

生产
、

使用单位对此类小针剂加张管理
。

�
�

磺胺嗜吻钠注射液在贮存期发生变

色
,

主要是受光线影响所引起的氧化作用
,

生成偶氮苯化合物 �已 � ,

所检两批药液 色度

都比标准三号管深得多
,

不宜作注身�用 � 一

般认为氧化产生的有 色物质并没有降低疗效

或增加溶液的毒性 �� 
,

类似
“ 百浪多息

” ,

·

原南京军区军医学校�� 届头
、

�兰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