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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葛根素血清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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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血样处理

精密度试验

� 讨论

本文通过 � ��� 对血浆中葛根素及葛根黄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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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味药材三种不同粒度粉末的质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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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研究独一味超微细粉有效成分的溶出特性

。

方法
� 对独一味药材进行细胞级超微粉碎

,

用薄层

色谱法
、

重量法
、

分光光度法对其所含成分溶 出特性进行评价
。

结果
�
超微细粉与粗粉

、

细粉相 比其成分能更

有效溶 出
。

结论
�独一味经超微粉碎后

,

有效成分溶出明显增快
,

由此可简化药材提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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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独 一 味系唇形科独一 味属 植物独一 味 称取独一味药材 100 9 ,

拣选
,

清洗
,

晾干后
,

常规粉

(玩m i叩hl
om is ro tara ( B enth

.
) K udo )的干燥根

、

茎 碎后过 80 目筛
,

得细粉 ;再称取独一味药材 100 9
,

或全草
。

为藏族
、

蒙古族和纳西族等民间传统常用 拣选
,

清洗
,

晾干后
,

常规粉碎后过 50 目筛
,

得粗粉
。

草药
,

藏语称打布巴或大巴
,

具有消炎止痛
,

活血化 2
.
2 显微观察( 目镜 10

x ,

物镜 40
x
) 粗粉和细

痪
,

解毒补气
,

补髓等功效
。

独一味的主要有效成分 粉均可见完整细胞 ;非腺毛众多
,

有庆状突起
,

叶肉

为黄酮及皂昔类成分
。

一般药用为 50
一
60 目的粗 细胞呈长方形

、

方形或类圆形
,

内含众多草酸钙针

粉或 80 目的细粉
。

通常药材的提取工艺复杂
,

有效 晶 ;可见不定式
、

不等式气孔 ;纤维长梭形 ;花粉粒类

成分损失大
。

而超微粉碎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 圆形
,

具 3 个萌发孔
。

超微细粉则未见完整细胞及

一项高新技术
,

是以植物类药材细胞破壁为目的的 组织碎片
,

多见棕褐色极 细小颗粒状物
,

直径 5 -

微米至纳米级粉碎方法
,

可使细胞内成分充分暴露 10卜m
。

出来
,

从而提高药物的释放速度和释放量
。

2

.

3 薄层 色谱 ¹ 分别取独一味药材粗粉
、

细粉
、

本研究选择独一味药材的超微细粉
,

并对照其 超微细粉各 0
.
1 9 ,

加 95 % 乙醇 5 m L
,

振摇
,

浸泡 5

粗
、

细粉进行有效成分溶出特性观察
。

现报告如下
: m in

,

滤过
。

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1
、

2

、

3

。

º 另

1 材料和仪器 分别取独一味药材细粉
、

粗粉各 0
.
1 9 ,

加 95 % 乙醇

1
.
1 药材 独一味药材的干燥茎叶

、

独一味超微细 5 m L ,

超声 5 m in
,

滤过
,

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粉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苑医院提供
。

芦丁对照品由 4
、

5

。

» 照薄层色谱法 吸取上述 5 种供试品溶液各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4 以
,

分别点于 同一硅胶 G 薄层板
,

以氯仿一甲醇

1
.
2 仪 器 V A N O X ( O L Y M P U S) 显微镜

,

岛津 (4 : l) 为展开剂
,

展开
,

取出
,

晾干
。

喷以磷钥酸试

U V一
-
260 分光光度仪

。

液
,

于 10 5 ℃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
,

日光下检视(见

2 方法与结果 图 !) 其结果见表 1

2
.
1 样品处理 超微细粉直接由西苑医院提供 ;另

表 1 独一味粗粉
、

细粉和超微细粉薄层 色谱 比较

薄层色谱 粗粉 (浸泡 ) 细粉 (浸泡 ) 超微细粉(浸泡) 细粉 (超声 ) 粗粉(超声)

A 位 无斑点 黄绿斑点 黄绿斑点 黄绿斑点 无斑点
B 位 微弱黄绿斑点 黄绿斑点 黄绿斑点 黄绿斑点 黄绿斑点
c 位 无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浅黄绿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D 位 微弱黄绿斑点 浅黄绿斑点 黄绿斑点 浅黄绿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E 位 微弱黄绿斑点 浅黄绿斑点 黄绿斑点 浅黄绿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F 位 无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浅黄绿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G 位 无斑点 浅黄绿斑点 浅 黄绿斑点 浅黄绿斑点 微弱黄绿斑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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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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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O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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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
图 1 独一味粗粉

、

细粉及超微细粉的薄层 色谱图
I 一 粗粉 (浸泡 ) ;2 一 细粉(浸泡)

;3 一 超微细粉(浸泡 )
;

4 一 细粉 (超声 )乃
一
粗粉(超声)

2
.
4 正丁 醇提取总皂普的含量 比较 分别取独 一

味药材粗粉
、

细粉
、

超微细粉各 0
.
59

,

精密称定 置

150 m l 锥形瓶
‘
}

, ,

精密加人正 f 醇 100 , n
l

,

塞 紧
,

冷

浸 l h
」

用 干燥 滤 器迅 速 滤过
,

精密 址取续 滤液

2( )m !
,

置已干燥 至恒 币的蒸发 皿中
,

在水浴 卜蒸 卜

后
,

j

几
1 () 5 飞二「燥 3h

,

置 卜燥 器
,

}

,

冷 却 30
,, 1 1 , ,

,

迅速

精密称定重带
,

即得 结果 见表 2
1

山计算结染 可见
,

粗粉的 平均提取率为 1
.
3%

(RsD = 9
.
0 % )

,

细粉的平均提取率为 5
.
2% (R SD 二

4
.
2 % )

,

而超微细粉的平均提取率为 8
.
0% (RS D =

2
.
8% )

〔夕

2

.

5 总黄酮的含量侧定比较

2
.
5
.
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在 120 ℃ 减

压干燥至恒 重的芦 丁对 照品 10 m g
,

置 50 m L 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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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加 70 % 乙醇 35 m L
,

置水浴上微热使溶解
,

放冷
,

加 70% 乙醇至刻度
,

摇匀
,

即得 (每 m L 中含无水芦

丁 0
.
Z m g )

。

2

.

5

.

2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1
.
0

、

2

.

0

、

3

.

0

、

4

.

0

、

5

.

0

、

6

.

o m L

,

分别置 25m L 量瓶

中
,

加水至 6m L
。

加 5% 亚硝酸钠溶液 1m L
,

混匀
,

放置 6m in ;加 10% 硝酸铝溶液 lm L
,

摇匀
,

放置

6m in ;加氢氧化钠试液 10 m L
,

再加水至刻度
,

摇匀
,

放置 巧m in; 以相应的溶液为空 白
。

照分光光度法

在 soo
nm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

以吸收度为纵坐标
,

2 2 3

浓度为横坐标
,

绘制标准曲线
。

2

.

5

.

3 供试品含量测定 取独一味药材粗粉
、

细粉

及超微细粉各 0
.
19 ,

精密称定
,

置 loo m L 容量瓶中
,

加 70% 乙醇 70m L
,

振摇后加乙醇至刻度
,

放置 lh
,

用干燥滤器迅速滤过
,

精密量取续滤液 6m L
,

置

25m L 容量瓶中
,

照标准曲线制备项下的方法
,

自
“

加 5% 亚硝酸钠溶液 lm L
”

起
,

依法测定吸收度
,

从

标准曲线上读出供试品溶液中按芦丁计算的总黄酮

量
,

计算
,

即得
。

结果见表 3
。

表 2 独一味粗粉
、

细粉
、

超微细粉正丁醇提总皂普的含量比较

药材 序号
干燥蒸发

皿重(g )
干燥后

内J,‘
5 1

总重量 (g)

5 1
.
258 6

提取物重量( m g)
(干燥总重一蒸发皿重 )

提取物总重量 (m g)

(提取物重量
x
s)

提取率 (% )

241

6
.
5

6 052505254一505352505254一5053

l,�43七1

粗粉 7
.
0

5
.
5

6 5
哎J11

�、一气�
0

64766
,‘,‘
22
内乙5

.

36
,

细粉 8 5l 5 l

9l0

4 1
.
5

109

…
00OOt才.哎J��f

0
�、0 �0

0O
C,飞�

44
1�

5253一54505352545253一5450525453

11.乃‘内,
4

七、t
lJ
I
‘..LJ
...
1‘

且

超微

细粉

.
257 3

252 0
.
300 5
.
219 6
.
305 4
.
277 6
.
644 7
.
735 5
.
788 3
.
854 4
.
988 1

6 19 2
.
376 8

,

5 2 1 7

.

0 8 5 4

药材称重

(g)

0
.
501 2

0
,

5
(

X ) 9

0

.

5 0 1 6

0

.

5
( 洲〕5

0
.
50 1 4

0
.
5《洲) 8

0
.
50 1 3

0
.
50 1 0

0
.
50 1 5

0
.
5(X ) 5

0
.
50 2 0

0
.
50( ) 4

0
.
50 1 0

0 5仪) 9

0
.
50 1 3

2 5 3 2

3 0 1 9
.
2 20 7
.
30 6 7
.
2 82 9

.
64 9 6
.
74 1 0
.
79 3 6
.
85 9 6
.
99 6 4
.
62 6 9

.
3 84 9
.
52 9 7
.
09 3 3

4
.
9

5
.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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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独一味粗粉
、

细粉
、

超微细粉的总黄酮含量测定比较

药材 序号 药材量(g ) 吸收度 测得量(mg )
总黄酮量(m g )

(测得量
x loo /6)

含量(m 岁g )

(总黄酮量/药材量 )

含量平均值
(m『g )

R SD

(% )

5598726761516257

粗粉

56988984067
内、
749

00

g

n乙OnOn

细粉

超微

细粉

0
.
102 0

0
.
102 5

0 102 0

0 102 3

0
.
1(X) 6

0
.
10 1 3

0
.
103 0

0
.
1(X) 3

0
.
1(X) 5

0
.
10 1 6

0
.
103 6

0
.
1(X) 8

0
.
103 6

0
.
103 5

0
.
103 2

0 239 1

0
.
198 7

0
.
24 1 9

0
.
221 8

0
.
229 7

0
.
340 5

0
.
372 8

0
.
338 3

0
.
326 9

0
.
347 6

0
.
466 3

0
.
466 5

0
.
460 8

0
.469 3

0
,

4 6 6 2

0

.

3 7 9 3

0

.

3 1 8 4

0

.

3 8 3 5

0

.

3 5 3 2

0

.

3 6 5 1

0

.

5 3 2 2

0

.

5 8 0 8

0

.

5 2 8 9

0

.

5 1 1 6

0

.

5 4 2 9

0

.

7 2 1 7

0

.

7 2 2 0

0

.

7 1 3 4

0

.

7 2 6
3

0 7 2 1 7

6

.

3 2 2

5

.

3 0
1

6 3 9 2

5

.

8 8 7

6

.

0 8 5

8

.

8 7 0

9 6 8 0

8

.

8 1 5

8

.

5 2 7

9

,

(
M S

1 2

.

0 3

1 2

.

0 3

】1
.
8 9

12
.
10

12
.
0 3

5 8
.
8 8 7

,

6

60

.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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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

6 7 3

.

8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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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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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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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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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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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计算结果可见
,

粗粉 的总黄酮平均含量 为

58
.
88 m 酬g

,

细粉的总黄酮平均含量为 88
.
67 m 岁g

,

超微细粉的总黄酮平均含量为 116
.
7m岁g

。

3 讨论

由以上三项试验可知
,

独一味经超微粉碎后其

成分的溶出速度及效率均优于粗粉和细粉
。

薄层色谱中
,

相同浸泡处理的独一味粗粉
、

细粉

的斑点呈色不及超微细粉清晰
,

并且有些位置未出

现斑点
,

经超声处理后出现
,

说明其成分并未完全溶

出
,

而超微细粉在各位置上均出现斑点
,

呈色均强于



相同位置上粗粉
、

细粉的斑点
,

这也说明超微粉碎后

有利于活性成分溶出
。

文献报道独一味植物中含有挥发油
、

黄酮类
、

皂

昔
、

街醇和碱性成分等
,

其中具有药用活性的是黄酮

类及皂昔
。

因此
,

本文选用 了总皂昔和总黄酮的含

量测定比较了三种粉末有效成分的提取差异
。

正 丁

醇提取总皂昔的实验中
,

超微细粉的提取率是粗粉

的 6
.
3 倍

,

是细粉的 1
.
5 倍

。

总黄酮的测定结果也

证明超微细粉所浸出总黄酮的含量比粗粉提高了近

一倍
,

也比细粉提高了近 30 %
,

溶出效率明显优于

粗粉和细粉
。

浸提是中药制剂工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浸提

的速度和效率将直接影响药用活性成分的利用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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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超微粉碎技术可大幅提高药材成分的溶出

速率
,

对节约药材资源
,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

提高产

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超微粉碎技术的普遍应用也

能在 中药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贡献出一份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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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院管理学》系列丛书征订通知

由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会长曹荣桂主编
,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
、

!生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组织全国 医院管理界各专业 200 余位专家学者编写的

医院管理学系列丛书
,

日前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发行
。

该 书包括《概论》
、

《质量管理》
、

《教学
·

科研管理犯《人力资源管理》
、

《经营管

理》
、

《信息管理》
、

《医院文化》
、

《护理管理》
、

《药事管理》
、

《临床实验室管理》
、

《医学影像管理》
、

《病案管理》
、

《医院建筑》
、

《医学装备管理》
、

《后勤管理》等 巧 个分册
,

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医院管理专著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 了国内外医院管理领域的最新理论和进展
,

密切结合我 国医院管理实际
,

根据医院改革创新和发展建设的客观需求
,

总结我国医院管理理论
、

经验和方法
。

专家认为这部书具有系统性
、

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

既可作为医院管理领域各个专业管理人员岗位培

训
、

继续教育的教材和 医药院校卫生管理专业教学参考书
,

又 可供广大医院管理人 员日常 上作参考

全套丛书(共 巧 本分册)定价 (平装)4巧 元
。

既可整套征订
,

也 叮单册征 订(分册价格见附表 )
。

对批发者给予适当优惠
。

具体为
:整套

订购 l
一
9 套原价

,

10

一
49 套8

.
5 折

,

5 0
~

99 套 8 折
,

1
00 套以 卜7 5 折

‘

单册订购 1
一
49 册原价

,

50

一
99 册 8

.
5 折

,

1
00 册以上 8 折

。

包装邮寄

费另加购书款的 10 % ( 自行提取者免邮寄费 ) 欲购者请
一

与我们联系
,

并将购书款
、

邮寄费及订购的书名寄给我们
,

待收到您的购书款后
,

我们

会将书及时寄给您
,

并将寄 上正式发票
。

联系人
:
颜 青 吴永佩

:电话
:0 10 一

6 7 0 6 0 1 0 3
,

6 7 0 2 7 5 3 3
:

传 真
:0 10 一 6 7 0 2 7 5 3 3

:
邮编

:100 050
;通信地址

:
北京崇文区天坛西里 6 号天坛

医院综合楼
,

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
;收款单位

:
卫生 部医 院管理研 究所

;开 户银行
:
中 国工商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东升分理处

;帐 号
:

02(X X洲〕6 2 0 9 0 14 4 4 3 5 8 2

《医院管理 学》各分册主编及定价

书书 名(分册 ))) 主 编编 定 价价
…

。 “‘分册 ,, 主 编编 定 价价

概概 论论 曹荣桂桂 20 元元 …护
*里管,里里 林菊英英 24 元元

药药事管理理 吴永佩 张 钧钧 44 元元 …临床实验管理理 申子瑜瑜 24 元元

质质量管理理 朱十俊俊 36 少七七
…医学影像管理理 戴建平 祁 吉吉 17 元元

教教学
·

科研管理理 杨秉辉辉 30 元元 …病案管理理 刘爱民民 26 7亡亡

人人力资源管理理 王环增增 24 少亡亡
{
医院建筑

--- 于 冬冬 33 少
CCC

经经营管理理 陈 洁 李宏为 沈运灵灵 19 少UUU

}
医 :

:
装备竹*。。 李洋岭岭 28 少LLL

信信息管理理 李包罗罗 52 元元
{
后勤管理理 马亩春 J司兆明明 23 少乙乙

医医院文化化 周凤鸣 高金声声 15 少匕匕

}}}}}}}

《中国药师》杂志继续教育项目启动

为给我国广大药师提供业余
、

易行
、

经济的继续教育机会
.
使共不断接受新信息新理论

,

史新药学知 识
,

不脱产不出差就可完成部分继续教

育任务
,

《中国药师》杂志(国家科技部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

中国科技核心期 flJ )经 中国药学会批准
,

正式启动运用刊授方式进行的继续教育

项目〔项 目编号为中国药学会继续药学教育二类 (2003 )第 00 1 号〕
,

完成学习后
「耳获继续教育 12 学分

,

详情请阅读《中国药师》杂志 200 3 年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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