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溶液的体积 (m l )
。

.1 .4 2 样品测定
:

将多糖沉淀物溶解于蒸馏

水中
,

过滤置 50 om l 容量瓶中
,

稀释至刻度
。

精密吸取 2 份 10 m l
,

分置于 10 om l 容量 瓶

中
,

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

即得样品溶液
。

精

密吸取样品溶液 0
.

3 m l 于 10 m l 容量瓶中
,

余下操作同标准曲线项下
。

4 份样品所测得

的 吸 收 度值分 别 为 0
.

5 3 6
、

0
.

5 2 4
、

0
.

4 2 5
、

.0 41 0
,

代入 回归方程
,

求出葡萄糖标准液的

毫升数
,

代入公式
:

多糖含量 ( % ) 一 ( V
·

C
·

D /W )计算
,

得 出糙叶败酱中多糖的含量为

1
·

5 0 %
。

式中 V 表示葡萄糖标准溶液的体积

( m l )
,

C 表 示葡萄糖标准溶液的浓度 ( m g /

m l )
,

D 表示样品的稀释倍数
,

W 表示样品的

重量 (m g )
。

2 讨论

2
.

1 在提 取 分离 时
,

将多糖 水提 取液 经

D A 1 01 大孔树脂处理
,

目的是将皂贰及部分

色素吸咐于大孔树脂上
,

与多糖分离
,

进一步

纯化多糖成分
。

2
.

2 苯酚
一

硫酸显色法测定多糖含量
,

方法

简便可靠
,

重现性好
。

但 由于苯酚易氧化
,

应

使用新蒸馏出的新鲜苯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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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芍茶调冲剂工艺改进的实验研究

承德中药厂 ( 0 6 7 0 0 0) 刘书堂
晰

雄文栋 张雪荣 冯建明 ” 鲍 捷 ”

摘 要 通过对川苟茶调冲剂中薄荷
、

荆芥挥发油采用直接喷洒 于冲剂颗粒上和采用挥发油 各环

糊精包结工艺将挥发油制备成固体粉末后混合制粒的两种不同工艺的研究
,

结果表明两种工艺制

备的冲剂所含成分基本一致
。

但采用件环糊精包结挥发油工艺制备的川芍茶调冲剂
,

能较好地保

存挥发性成分
。

关键词 川芍茶调冲剂 挥发油 包结物 压环糊精

川芍茶调 冲剂 收载于 《卫生部 药品标

准 》
,

全方由川芍
、

白芷
、

薄荷
、

荆芥等 8 味中

药组成
〔 , 〕 。

其中薄荷
、

荆芥所含挥发油含量较

高
,

具有较好 的解热发汗
、

抗菌
、

抗病毒等作

,

A dd r e s s : L i u
S h

u t a n g
,

C h
e n g d

e F a e t o r y o
f T r a d i t io n a l C h in e s e

M
a t e r ia M

a d i
e a ,

C h e n g d
e

’

天津中药学校九三届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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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卿
,

中医临床用于宣散风热
、

清头 目
,

治疗

感 冒
,

头痛
〔 3〕 ,

是川芍茶调冲剂中主要有效成

分之一
。

原工艺中将薄荷
、

荆芥油直接喷洒于

干燥后的冲剂颗粒上
,

故有油分布不均
,

易散

失
,

不 良气味大
,

操作不便等缺点
。

为提高药

品质量
,

我们采用 件环糊精 ( C D ) 包结薄荷
、

荆芥挥发油
,

制成包结物的固体粉末
,

混合制

备成颗粒
,

减少了挥发性成分的散失
,

保持了

药效
〔` 〕 。

1 实验材料

1
.

1 处方
:

Jl l芍 1 2 09
、

白芷 6 0 9
、

羌活 6 0 9
、

细辛 3 0 9
、

防风 4 5 9
、

薄荷 2 4 0 9
、

荆芥 1 2 09
、

甘

草 60 9
。

处方所用药材经河北省药品检验所刘振

清主任鉴定
。

1
.

2 件C D
:

广东省郁南县环状糊精厂出品
,

纯度为 98 %
。

2 川苟茶调冲剂的制备

2
.

1 样品 1 的制备
:

将川芍
、

白芷
、

羌活
、

细

辛
、

防风
、

甘草加水煎煮两次
,

第 1 次 1
.

h5
,

第 2 次 l h
,

合并煎液
,

滤过
,

薄荷
、

荆芥提取

挥发油后
,

其水溶液滤过
,

滤液与上述药液合

并
,

浓缩至相对 密度为 1
.

3 0 ( 8 0℃ )的清膏
。

取清膏 1 份
,

蔗糖粉 1 份
,

糊精 l 份
,

制成颗

粒
,

干燥
,

整粒
,

喷入薄荷
、

荆芥挥发油
,

混匀
,

即得
,

每袋重 7
.

8 9
。

.2 2 样品 2 的制备

2
.

2
.

1 制清膏过程同样品 1
,

将所得清膏冷

藏
,

备用
。

2
.

2
.

2 挥发油 件C D 包结物的制备
:

取 卜C D

制成饱和水溶液
,

将薄荷
、

荆芥挥发油投入 件

C D 饱和的水溶液中进行包结
,

包结后冷藏
、

过滤
、

干燥
,

干燥后粉碎
、

称重
,

测定挥发油含

量
,

计算包结率
。

.2 .2 3 取蔗糖粉 1 份
,

糊精 1份与定量的 各

环糊精包结物混合均匀
,

再加入清膏
,

制成颗

粒
,

干燥
,

整粒
,

称重
,

分装
,

每袋重 7
.

89
。

3 鉴别检查

3
.

1 水溶解实验
:

取洁净的 2 00 m l 烧杯两

个
,

分别将等量 的样品 1
、

样品 2 倒入杯中
,

·

6 6 2
·

分别加入沸水至 20 om l
,

样品 1 清香气微弱
,

口尝无清凉感
。

样品 2 清香气浓烈
,

口尝有清

凉感
。

.3 2 薄层层析鉴别

3
.

2
.

1 取样品 1 与样品 2 粉末各 g7
,

分别

置 具 塞 瓶 中
,

各 加 乙 醚 Z om l
,

振摇
,

放 置

3 0 m in
,

滤过
,

将滤液低温浓缩至 l m l
,

分别作

为供试品 1 和供试品 2
。

另取薄荷脑对照品
,

加乙醚制成每毫升含 Zm g 的溶液
,

作为对照

品溶液
。

按 《中国药典 》90 版一部附录 57 页

薄层色谱法实验
,

吸取供试品 1 ,

供试品 2
,

对

照 品各 10
、

1 0
、

1川
,

分别点于同一含梭 甲基

纤维素钠为粘合剂的硅胶 G 薄层板上
,

以苯
一

醋酸乙酷 ( 85
: 1 5) 为展开剂展开

,

取 出
,

晾

干
,

喷以 5 %香草醛硫酸溶液
,

热风吹至斑点

显色清晰
。

供试品 l
,

供试品 2 色谱中
,

在与

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

显相同颜色的斑

点 (见图 )
。

.3 .2 2 取样品 1
,

样品 2 和荆芥分别用挥发

油提取器提取挥发油
,

用石油醚将 3 种挥发

油制备成 5%的供试液
,

点于同
一

硅胶 G 薄层

板上
,

分别点 5
、

2
、

2川
,

以石油醚
一

醋酸乙醋

(9
·

5 , .0 5) 为展开剂
,

展开 gc m 后
,

晾干
,

喷

以茵香醛试液于 105 ℃加热 10 m in
,

结果发现

供试品 1
、

供试品 2 色谱中
,

在与对照品色谱

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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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脑对照品 E 荆芥油

3
.

3 稳定性考察
:

取等量的 (在室温下保存 )



样 品 1与样品 2按 《中国药典 》 9 0版附录8 4

页方法提取挥发油
,

结果见表 1
。

表 1 挥发油含量 ( % )

组别 l d 3o d 60 d g o d

样品 1 4 4 2 2 1 1 5
.

5

样品 2 88 8 8 88 8 8

4 小结

4
.

1 通过实验表明
,

两种不同工艺制备的川

芍茶调冲剂所含成分一致
。

4
.

2 喷入挥发油工艺制备的川芍茶调冲剂
,

在制备和贮存过程中挥发油急剧散失
,

影响

药品的疗效
。

4
.

3 采用 各C D 包结挥发油工艺制备的川

弯茶调冲剂能较好的保存该药中挥发性成

分
,

保持药品疗效
。

4
.

4 实验表 明
,

件C D 可保持中成药中固有

的香气
,

对防止挥发性成分的散失和氧化有

重要作用
。

挥发油 件C D 包结技术在 中成药

生产 中应用
,

对提高中成药产品质量有着重

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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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香正气水工艺改革的探讨

承德爱民制药厂 ( 0 6 7 0 0 0 ) 丈,

J 秀

蕾香正 气水是解表化湿
,

理气和中之 良药
。

用于

外感风寒
,

内伤湿滞
,

头痛
,

腹腔胀痛
,

呕吐泄泻
。

我厂按 《中国药典 》 1 9 8 5 年版的渗渡法生产 了

霍香正气水
,

后改为热 回流法
,

都不适应当前生产和

销售的需要
。

渗渡法优点是药液澄明度好
,

久贮浑 浊很 少
;
缺

点是生产周期长
,

耗费乙醇多
。

热回流法优点是生产周期短
,

成本低 ;缺点是乙

醇热回流法由于 温度的升高
,

辅助或无效成分的浸

出增多
,

所以影响了澄 明度
;
热回流法在操作时

,

由

于陈皮
、

白芷等原料含糖和淀粉等成分较多
,

所以在

过滤操作时十分 困难
。

鉴于上述情况
,

决定进行两种工艺结合实验
,

即

将陈皮
、

白芷两种热 回流操作困难的原料进行渗流
,

将苍术
、

厚朴两种原料进行 乙醇 回流
,

具体如下
:

1 改进工艺

1
.

1 处方
:

蕾香正气水的生产工艺 (渗滚法和热回

流结合法 )
,

按 《中国药典 》 1 9 8 5 年版 4 76 页的处方

扩大 5 00 倍量 生产
。

每批出产成 品 1 万 盒
,

每盒

l o m l X 1 0 支
。

处方
:

苍术 s o k g
,

陈皮 8 0 k g
,

厚朴

《中草药 》 1 9 9 6年第 2 7 卷第 1 1 期

s o k g
,

白芷 1 2 0k g
,

获菩 1 2 o k g
,

大腹皮 1 2 o k g
,

甘草

流浸膏 1 0 k g
,

生半夏 s o k g (姜炙 )
,

霍香油 s o o m l
,

苏

叶油 4 0 0m l
。

生半夏姜炙比例
:

干姜为 8
.

5%
,

6
.

sk g
。

干姜粉

碎成粗粉或鲜姜 25 %
,

即 20 k g
。

鲜姜切片用
。

1
.

2 制法

1
.

.2 1 将处方中的原料进行前处理
,

去掉杂质
,

陈

皮
、

白芷二味分别粉碎成粗粉过 2 号筛备用
,

将厚朴

去栓皮
,

用机器切成 cs m 长备用
。

大腹皮碾压
,

劈

开
,

洗去杂质和土
,

获等去皮
,

苍术压扁
,

过 8 目筛
。

1
·

.2 2 照处方核实投料单
,

无误后方可进行投料
。

1
.

2
.

3 陈皮
、

白芷分别用 60 % 乙醇将粗粉拌匀
,

湿

闷 4 h (湿闷用的乙醇数量可在渗滚溶媒内扣除 )
,

再

进行浸溃
。

陆续加溶媒 24 h 后开始渗流
,

渗流速度为

1 6~ 1 8 m l /m i n ,

陈皮加入溶媒量为 7 倍
,

即 5 6 o L
,

收

留初渗液和继渗液 2 13 L
。

白芷加入溶媒量为 8 倍

9 6O L
,

收留初渗液和继渗液为 2 55 L
,

两项共收 4 6 8L

备用
。

1
.

2
.

4 用 6 0% 乙醇作溶媒
,

按苍术为 3
.

5 倍量即

2 8 o L
,

厚朴为 5
.

5 倍量即 4 4 o L
,

分别进行热回流处

·

6 6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