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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项下 自
“

加苯酚 �间
”

起
,

测定吸收度
,

按

下式计算换算因素
�

� � � � �
�

�

其中 � 为多糖重量 �邵 �
,

� 为多糖溶液

中葡萄糖浓度 �拼岁间 �
,

� 为多糖的稀 释 因

素
。

用上述方法测得换算因素为
� � � �

�

的� �

�
�

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生药粉末 � ��研

碎 �置 �田耐 圆底 烧 瓶 中
,

加 人 �� � 乙 醇

��� �� 水浴 回流 �� � ��
,

趁 热过 滤
,

其残 渣用

�� � 乙醇洗 �� 耐
� � �

,

之后滤渣连同滤纸放

人圆底烧瓶中
,

加水 闷习�间
,

沸水提 ��
,

趁热

过滤
,

残渣用热水洗 �� 间
� � �

,

洗 出液并人

滤液中
,

并于 ��� �� 容量瓶 中定容
,

用 ��� 移

液管取 �
�

�而加水 �
�

�时
,

备用
。

用苯酚
一
硫

酸法测定
,

并按下式计算石营蒲中多糖含量
�

石营蒲中多糖含量 �� � � ��
�

�
�

厂� �
�

���

其中
� � 一 样品液中葡萄糖浓度伽岁而� �

� 一 供试品溶液稀释 因素 � �一 换算因素 � � 一

供试品重量 �腮�

用此法测 得石 营 蒲 中多 搪 的含 量为
�

��
�

� � �
。

�四 �多糖的分子量测定

精密 称取 �
�

� �� � 的多 糖样品于干燥 洁

净的 ��
�

�� 耐 容 量瓶中
,

加人 蒸馏水刻度并

摇匀使其溶解完全
,

得到浓度
� � � ��

�

�扩� 的

样品测定液
,

再精确称量该测试液
,

求得其密

度 场
℃ � �

�

� � � �岁�
。

然后按凝固点下降法

测定分子量
。

实验测得凝固点下降值△��
� �

�

�� �℃

根据公式△��
� � �

·

� ��
� �水溶 液冰点下

降常数为 �
�

��

� �
样品的质量摩尔浓度 �

得 � 二 △�� � � 二 �
�

�� �� �
�

��
� �

�

����

因样品表观数均分子量
�

� �� �
� � ��减��
� ��� �� �

�
�

所以测得该多糖分子量

�� � � �  
�

� � �仪幻

�
�

���� ��《���
� �

�

�� � 
一
�� ���

� �� �
�

�

结果与讨论

�
�

由多糖的理化鉴定 及薄层层析 的结

果看
,

石营蒲多糖为单一多糖
,

即为由葡萄糖

组成的纯多糖
。

�
�

按苯 酚
一
硫酸法测得石 葛蒲 中多糖

的含量为 ��
�

�� �
,

含量非常高
。

因此
,

在 中

药制剂以及制订有关石营蒲的质量标准时
,

其中的多糖成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

参考文故

【�� 陈建家
�

石曹蒲治疗点痛大发作的疗效观察
�

中华医

学杂志
,

��� � � �一�
�
��

〔� 〕刘国卿
�

孙建宁
,

何正正
,

等
�

石曹蒲挥发油有效成分的

解痉作用
�

中国药理学报
,

��� � � ����
� �� 一 �

【�〕杜毅
,

周超凡
�

石畜蒲的效用与现代研究的关系
�

中国

中药杂志
,

�卯� � �����
� � ��

一 �

仁�〕周大兴
,

李昌笠
,

林 良乾
�

石曹蒲对小鼠学习记忆 的促

进作用
�

中草药
,

�卯� � �� ���
� �� � 一 �

【�� 尹春南
,

梁秀明
,

李志 红
�

石首蒲挥发 油抗癌作用 的研

究�第一报�
�

广州医药
,

�男 � � �� �
� � � 一 �

【�〕刘国卿
,

蒋莹
�

几种中药挥发油的急性毒性及对戊巴比

妥钠的协同作用
�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

�� �� ��� ���
� ��

��
、

� � 和 � � 版中国药典中药成方制剂鉴别方法比较分析

张汉明 赵广宇
井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妈���

摘要 本文通过对��
、

刃和�� 版中国药典中药成方制剂中应用的各种鉴别方法的统计和 比较分析
,

指

二

本校 叫年级学生
出了当前我国成方制剂鉴别方法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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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药典 �成方制剂 �鉴别方法

中医 中药是世界 医药领域 中的一朵奇

葩
,

正 日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
。

作为

中医药特色之一的中药成方制剂
,

在生产
、

销

售
、

出口等方面有 了长足 的进 步
,

一些 疗效

好
,

质量稳定并在治疗上有特色的产品不断

被载人药典
。

药典是 我国药品质量的法典
,

是执行�药品管理法 �对药品生产
,

流通进行

监督管理的依据
,

它对保证药品质量
,

发展药

品国际贸易和对外进行医药科学技术交流都

具有重要的作用
。

药典的各项内容标志着一

个国家医药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
。

其

中中药成方制剂鉴别方法的演化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国内成药鉴别研究的水平和发展趋

势
。

现就近十年的三版药典 中成方制剂鉴别

方法作一统计分析
,

以窥其发展趋势
。

一
、

各版药典鉴别方法的统计

�� 版
、

卯 版和 �� 版药典一部 中记载的

成方制剂分别为 �� 种
、

�� � 种和 ��� 种
,

其

剂型有片剂
、

九剂
、

散剂
、

酒剂和合剂
。

其中

有鉴别方法 的分别为 ��� 种 ��� 版 �
、

�� � 种

�卯 版 �和 ��� 种 �� 版 �
,

所 占比例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所采 用鉴别方法有

显微法
、

化学法
、

薄层层析法
、

紫外光谱法 和

气相色谱法等
。

其中除酒剂和合剂不宜采用

显微法鉴别外其余剂型均不影响各种鉴别方

法的使用
。

现就上述各版药典采用的鉴别方

法
,

按不同要求列表统计
。

详见表 �
。

表 � 各版药典鉴别方法使用情况

版次 显微法 化学法 层析法 荧光法 紫外
、

气相法

�� 版 �印 � � �� � �

�如
�

� � �抖
�

� � ��� � � ��
�

� � ��
�

� �

卿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
�
表内数 目为该方法用于成方制剂的种数

,

��内数字为

占总成方制剂的百分比
。

二
、

各版药典鉴别方法比较分析

由表 � 可知在成方制剂鉴别中
,

显微法
、

层析法
、

化学法为常用的鉴别方法
,

有少数制

剂采用 了紫外光谱法和气相色谱法等较先进

的仪器鉴别方法
。

显微法鉴别生药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

是较为经典的方法
,

对于已完全失去药材整

体形状的成方制剂来说
,

可借助动植物 的细

胞
、

纤维
、

气孔
、

毛茸
、

淀粉粒和各种结晶的显

微特征对许多药材做出定性鉴别
,

加之显微

镜在基层单位普及率较高
,

故为药典普遍采

用
。

虽然在三版药典中呈下降趋势��� 版占

如
�

� �
、

卯 版 占 ��
�

��
、

�� 版 占 ��
�

� � �
,

但

仍占较高的 比例
。

化学法具有简便
、

快速
、

颜色变化明显和

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等特点
,

故在以往药典中

尤其是在西药鉴别中被广泛采用
。

但对由多

味药材组成的成方制剂来说
,

由于在制剂 中

常常同时存在结构相同和相近的成分或存在

一些药材共有的成分而造成鉴别的特异性不

强
,

灵敏度不高等缺点
,

所以在三版药典中成

方制剂的鉴别所 占的比例都不高
,

且呈现不

断下 降的 趋 势 ��� 版 为 ��
�

� �
、

90 版 为

38
.
3%

、

95 版 为 29
.
0% )

。

估计在 今后 的鉴

别应用 中不会有很大发展
,

所占比例也将会

更低
。

薄层层析法是近些年来发展较快的鉴别

方法
,

在中药成方制剂 的鉴别中它利用指标

性成分作对 照和某些药材的阴阳缺试验
,

即

将一个待检成方制剂与标准药材或其成分的

对照品在同一块薄层板上展开后
,

必要时加

显色剂显色或 在紫外灯下显示 出荧光斑点
,

比较两者颜色
、

荧光
、

Rf 值等试验来鉴定成

方制剂 中某味中药存在与否的鉴别方法
。

由

于这一方法快速
、

灵敏
、

结果稳定可靠
,

特征

性强和操作简便
,

故被广泛采用
。

它在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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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中呈明显上升趋势
。

由 85 版的 ro
,

2 % 反映出种代表性药材和成分
,

而采用复合鉴

上升到 卯 版的 驼
.
2%

,

到 95 版所占比例为 别法可发挥各种鉴别方法的优点
,

从不同角

73
.
7%

,

在鉴别方法 中成为首选方法
。

度反映出各种药材的组成
,

从而保证对成方

三
、

各版药典鉴别方法结合运用情况比 制剂鉴别的准确性
。

较分析 分析各种方法结合应用情况
。

显微法和

由于成方制剂常由多味中药组成
,

而且 层析法的结合使用在三版药典中所 占比例分

每个鉴别方法都有一定 的局限性
,

因此在成 别为 85 版的 4
.
0%

、

90 版的 20
.
0%

、

95 版的

方制剂的鉴别中常常是几种方法结合使用
。

39

.

0 %

,

呈明显上升趋势
。

由于显微法和层

从表 2 中可 以看出
,

采用单一鉴别方法对成 析法的优点是特征强
,

所需设备比较简单
,

易

方制 剂进行 鉴别 的 比例分 别为 85 版 的 于操作
。

目前
,

在各级药检部 门和生产部门

65
.
4 %

、

叩 版的 53
.
认95 版的 37

.
1%

,

呈 明显 易于普及
。

故显微法和层析法的结合使用将

下降趋势
。

相反
,

采用复合法进行鉴别的 比 成为近阶段我国成方制剂的主要鉴别方法
。

例呈逐渐上升趋势
,

由 85 版的 34
.
6 % 上升到 而显微法和化学法的结合使用 由于化学法应

如版的 47 %
,

再到 95 版的 62
.
9 %

。

这由于 用的不断减少呈下降趋势
,

由 21
.
5 % (85 版 )

成方制剂是由数种药材或药材提取物组成的 下降到 巧
.
7 % (卯 版)和 4

.
9 % (95 版)

。

极为复杂的复合物
,

一种鉴别方法很难准确

表 2 各鉴别方法的单一和结合应用情况统计

单一鉴别法 复合鉴别法

C A + B A + C B + C A + B + C A
,

B

,

C

,

D

,

E 中任意 4 法

(l.l)

QU。乙U
321 3

卯 版

95 版

105 10 1

(59
.
3) (5

.
6) (0

.
5)

84 28 10

(36
.
5) (12

.
2) (4

.
3)

42 24 68

(11
.
4) (6

.
5) (18

.
4)

7

5) (4
.
0)

、、.产、.了

|
n�
‘番n�40卜9

,‘
1

内」
了.叮、了、

(
1 5

.

7
)

l 8

(
4

.

9
)

6

(
2

.

6
)

25

(
6

.

8
)

(
4

.

0
)

l l

(
4

.

8
)

(
7

.

6
)

7

( 4

.

0 )

9

(
3

.

9
)

1 7

(
4

.

6
)

说明
:1
.
表内数字为使用单一鉴别法或复合鉴别法的成方制剂数

,

( ) 内数字为所占百分比数
。

2

.

表内 A 代表显徽法
.B 代表化学法

,

C 代表层析法
.D 代表紫外法

,

E 代表气相色谱法
。

四
、

小结和展望 中占有重要地位
,

在今后几版药典中
,

仍将得

1
.
从十 年来三版药典成 方制剂鉴别方 到广泛应用

。

理化鉴别是近代 发展较快的鉴

法的变化中可以看出
,

随着药典的不断更新
,

别方法
,

在各版二部药典中应用最多
,

但在一

中药制剂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

含有鉴别方法 部药典的中药成 方制剂应用方面
,

其中的化

的成方制剂所 占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
,

说明 学法因其特征性不强而在近三版药典中不断

我国中药工作者对 中药质量控制十分重视
,

降低
,

与之相反
,

层析法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制

中药的鉴别研究也在不断深人发展
。

剂的复杂组成而使其应用的 比例迅 速增加
,

2

.

从药典鉴别方法的应用和变化 可知
,

这种一减一增的变化
,

以及经典的显微法和

对于中药成方制剂来说
,

由于已看不到药材 现代的层析法两者结合应用 的增加
,

正表现

的形态
,

常用的四大鉴别方法 中的性状鉴 别 了具我国特色的中药成方制剂在鉴别研究 的

和原植物鉴别 已不适用
,

而经典的显微 鉴定 发展 中正在逐步创造 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

方法 由于得到动植物解剖理论 和知识的支 的
,

有特色的科学的鉴别方法
。

持
,

科学性强
,

正确度高
,

不但在现有 的药典 3
.
纵观三版药典

,

尽管现代的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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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很大发展
,

然而 除了层析法外其它的一

些新的方法如紫外法
、

气相法
、

荧光法等还应

用不多
,

其原因可能和该方法存在一些缺点
,

对方法研究还不够
,

或是仪器昂贵
,

不易普及

等原 因有关
。

争取将更多更先进的鉴别方法

收人药典
,

创造出一套适用于 中药成方制剂

的独特鉴别方法
,

这是我们中药鉴别工作者

的任务
。

近几年来
,

已不断有一些新 的鉴别

方法在杂志上报道
,

如扫描 电镜
、

电泳
、

高效

液相
、

红外光谱
、
X 射线衍射

、

差热分析
、

核磁

共振等方法
,

这些先进方法各有其独特优点
,

在中药鉴别中常能解决一些其它办法无法解

决的问题
,

应 引起药学工作者重视和研究
。

相信随着新药研制的迅速发展
,

随着对成方

制剂质量标准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先进

的仪器设备的不断普及
,

这些先进 的方法将

会逐渐被药典收集
。

从而使中药成方制剂的

鉴别具有更为快速
、

准确
、

完善
、

先进和具有

我国药典特点的一整套鉴别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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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8 页) 结果表明咳七风水提物的 因相 当
,

而在减少咳嗽次数方面还优于 急支

镇咳作用明显
,

其疗效和急支糖浆
、

磷酸可待 糖浆
。

表 1 咳七风水提物与急支糖装
、

磷酸可待因镇咳作用比较

生理盐水组 急支搪浆组 磷酸可待因组 咳七风水提液组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咳嗽潜代期 17
.
46 20

.
08 21

.
61 46

.
24 18

.
36 34

.
73 25

.
砚 46

.
22

平均值(秒) P < 0
.
6 t= 0

.
518 P < 0

.
l t= 1

.
5卯 P < 0

.
l t二 1

.
7放 P < 0

.
2 t二 1

.

伪2

咳嗽次数 38
.
85 33

.75 24
.
88 8

.78 36
.
18 9

.
45 32

.
50 5

.
9 1

平均值(秒 ) 尸 < 0
.
3 t= 0. 肠2 尸 < 0. 仍 t= 2

.
128 P < 0. 01 t= 3

.
141 尸 < 0. 02 t= 2. 27 1

咳七风水提物在减少因氨水刺激引起的

咳嗽方面
,

用 药前后有显 著性 差 异 (p <

0
.
02 )

,

而在延长咳嗽潜伏期 方面略差 (尸 <

0
.
2)

。

总的说来咳七 风止咳效果显著而且明

显
。

急支糖浆和磷酸可待因作为阳性对照药

物
,

有较好的参照作用
。

磷酸可待因作为中

枢性镇咳药
,

其止咳效果不容置疑 ;而急支糖

浆的作用也是消炎
、

止咳
、

祛痰
,

主要用于感

冒后咳嗽
,

夜间阵发性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
。

咳七风和这两种 阳性对照药物相 比
,

无论在

延长咳嗽潜伏期还是减少咳嗽次数方面均无

显著性差异
,

甚 至在减少咳嗽次数方面还优

于急支糖浆 P < 0
.
02 (t

= 2
.
179)

。

表明咳七

风有良好的止咳效果
。

实验结果也显示咳七

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使是单味药的水提物也

具有很好的疗效
,

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
,

有希

望把咳七风开发成一个新的止咳药物
。

咳七风作为一个 民间用药
,

虽在桂林等

地使用历史年代久远
。

但还从未对其进行过

系统的生药
、

药理学等的研究
。

本药理组 自

70 年代以来
,

即着手于止咳
、

平喘药方面的

研究
。

咳七风水提物经浓缩后再稀释成 l/

ro LD
父的浓度

,

即为 0
.
18 扩耐〔

’〕
,

直接用于小

鼠灌 胃
,

即可取得满意的效果
,

若对其有效部

位深人研究
。

去除无效部分
,

可以预见其止

咳效果将更加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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