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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几种含川苟当归汤剂中阿魏酸含 .的测定 ( n一 3 )

T ab l eF 1r eu l ia e cd i i ne sv er alpr e孙 r at i ons( n= 3 )

方 剂 阿魏酸 / (拌 g
·

mL一 ` )

川芍单煎汤 (临床型 )8 2 3
.

2 3

川芍单煎汤 (实验型 )3 07
.

4 9

当归单煎汤 (实验型 I )34 7
,

59

曹归合煎汤 (实验型 ) 5 62
.

25

血府逐癖汤 (实验型 ) 1 58
.

72

补阳还五汤 ( 实验型 ) 2 14
.

5 9

四物汤 (实验型 ) 575
.

88

当归单煎汤 (实验型 l ) 167
.

74

物方剂分析药效学和药动学研究 以及临床治疗药物

监测的参考
。

这比仅考虑药物的不 同配伍全面
、

合

理
、

科学
。

4
.

2 严格控制多种实验条件
,

当归单煎汤加水量增

多时
,

阿魏酸含量明显增加
,

表明在煎煮当归时最好

改传统的 6 倍水为 10 一 12 倍水
; 川芍单煎汤实验室

煮法 中阿魏酸的量比临床煎煮法的明显增多
。

临床

煎煮法主要是加水量过少
,

煎煮时间过长导致阿魏

酸不能充分溶出或随水蒸气损失
。

本实验证明煎煮

15 m in 比 3 o m in 更好
,

但不足 的是未进行 煎煮 5

im
n 与 15 m in 的对 比观察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4
.

3 四物汤中阿魏酸的量在各组中最高
,

且增加的

地黄
、

赤芍并没有减少阿魏酸的量
,

而本实验室以往

研究结果表明当赤芍单独与川芍合煎时则使阿魏酸

的含量降低
。

本结果为四物汤组方的科学性提供了

直接的化学成分基础
。

4
.

4 目前 国内外对单味中药及其提取物的研究较

多
,

而对复方的研究较少
。

黄熙教授提出生物方剂分

析 中医药学研究 的设想川
,

即在方剂吸收人生物体

内成分分析的指导下
,

进行方剂在体
一

离体药效学研

究
、

方剂药动学实验
、

方剂质量控制标准
、

中药植物

化学
、

中药制剂学和证本质方面的研究
。

本实验的研

究结果为生物方剂分析药效学研究从物质角度提供

间接依据
,

为生物方剂分析药动学研究提供比较
、

对

照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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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波伏安法间接测定甘草和复方甘草片中甘草酸的含量

严金龙

(盐城工学院 化学工程系
,

江苏 盐城 2 2 4 0 0 3)

甘草的活性成分为甘草酸
,

其定量测定方法报

道较多 l[]
。

甘草酸与 P b
Z+ 定量生成沉淀

,

方波伏安

法测定沉淀后上清液中 P b
“ + 可间接确定甘草酸的

含量
,

不用沉淀手工分离
、

洗涤或稀释
。

本实验研究

了方波伏安法的测定条件和甘草及其制品处理方

法
,

结果表明
,

方法简单快速
、

灵敏度高
。

1 仪器与试剂

C H I 8 3 2 电化学分析仪 (上海辰华仪器公司 )
,

采

用三 电极系统
,

参 比电极为 A g / A g CI
,

辅助 电极为

光亮铂片
,

工作电极为汞膜 电极 ( 自制 )
。

SR D一 1 微

型磁力搅拌器 (盐城工学院制 )
。

p H S一 2 型精密酸

度计 (上海雷磁仪器厂 )
。

其余试剂皆为分析纯试剂
,

实验用水为二次蒸馏水
。

甘草细粉和复方甘草片由

盐城市中医院提供
。

2 实验方法

2
.

1 铅标准溶液的制备
:

准确称取 0
.

2 07 2 9 高纯

金属铅于 10 0 m L 烧杯中
,

用 1 0 m L H N O
3

加热溶

解
,

加人 5 m L 浓 H CI 重复蒸干两次
,

置 10 O m L 量

瓶中
,

并加至刻度
,

即得
。

实验所用其他的铅标准溶

液
,

用水稀释制备
。

2
.

2 甘草酸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

准确称取 1 00 m g

甘草酸 (纯度大于 99 %
,

盐城市中医院提供 )溶于 15

m L 无水 乙醇中
,

移人 1 00 m L 量瓶 中
,

用水稀释至

刻度 ( 1 m g /m L )
。

2
.

3 测定
:

将一定量的甘草酸溶液与已知过量的硝

酸铅溶液置于 10 m L 电解池中
,

加入 5% N H
4
A 。
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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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s mL后
,

70 ℃水浴加热反应 10 m in
,

用水稀释

至刻度
,

摇匀
。

放置 10 m in 后置人电极
,

进行方波伏

安测定扫描
。

相应参数
:

起始电位一 0
.

30 V
,

终止电

位一 0
.

7 V
,

电位增量 0
.

o o 4 V
,

方波频率 1 5 H z ,

静

止时间 5 5 ,

灵敏度 10 拼A
。

3 结果与讨论
3

.

1 反应体系及测定底液的选择
:
N H

4
A c
溶液为

中性介质时甘草酸与 P b
Z十
定量生成沉淀且物质的

量 比为 1 : 1川
。

同时
,

在实验所选择 的时间及温度

条件下能够充分反应
。

对反应后上清液中剩余 P b
“ +

的方波伏安法测定研究发现
,

一 0
.

45 V 处出现的铅

离子还原峰峰形尖锐而对称
,

峰电流稳定
。

故不必进

行其他的分离或处理手段实现直接测定上清液中剩

余 P b
Z十 ,

间接计算甘草酸含量
。

3
.

2 标准曲线的制作
:

准确移取 0
.

01 m ol / L 硝酸

铅溶液 0
.

2 m L 于电解池 中
,

分别加人不同量 的甘

草酸
。

按前述实验方法进行测定
。

以 一 0
.

45 V 处峰

电流 I 印 A )对甘草酸质量浓度 C ( m g / L )作 图
,

得

回归方程 I 一 9 8
.

2 8一 0
.

4 5 4 6 C
, r = 0

.

9 9 8 4
。

结果

表明
,

甘草酸在 3一 1 60 m g / L 与电流呈 良好的线性

关系
。

3
.

3 干扰试 验
:

甘草 的浸取物除主要成分甘草酸

外
,

还有部分水解产物甘草次酸
、

黄酮类化合物如芦

丁
,

甘草制剂中常加人的辅料为樟脑或苯甲酸钠
。

本

研究考察了上述物质对测定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等量

的甘草次酸和芦丁不影 响测定
,

5 倍量的樟脑和苯

甲酸钠亦不影响测定
。

而实际甘草制品中上述共存

物含量不会太高
,

因而此法可用于甘草及其制品中

甘草酸含量的准确测定
。

3
.

4 精密度试验
:

在上述实验条件下
,

对甘草酸对

照 品溶液 ( 50 m g / L )进行了 6 次平行测定
,

结果峰

电流 R S D 为 0
.

6 0%
。

3
.

5 回收率试验
: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同一批样品

适量 (约含甘草酸 5
.

0 m g )
,

分别加人甘草酸对照品

1 一 Z m g
,

置于 50 m L 量瓶 中
,

进行了 6 次平行 测

定
,

结果平均回收率为 98 %
。

3
.

6 样品测定
:

将甘草细粉和复方甘草片按照文献

方法川提取样液
,

并进行测定
。

结果见表 1
。

表 1 样品中甘草酸分析结果 (n 一 6)

T a b l e 1 R e s u l t s o f g l y e y r r h iz i e ac i d i n s a m p l e s ( n = 6 )

样 品

甘草细粉 1

本法 / % 药典法 z[] /%

89目八乙

…
O以RS

ō丫复方甘草片

1 0
.

8
.

7 8
.

2 8 5
.

2 8 4
.

2

4 讨论

方波伏安法用于方波伏安活性较好 的铜
、

铅等

离子的分析具有极高 的灵敏度
,

同时分析不受样 品

浑浊
、

颜色等干扰
。

因此
,

一些有机化合物在一定条

件下若能够与铜
、

铅等离子定量生成沉淀
,

可以通过

在线测定上清液离子含量
,

间接定量分析这些有机

化合物
。

分析过程简单
、

快速
、

准确
,

为原料和制剂的

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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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 L C 法测定虎杖提取物中白蔡芦醇和大黄素的含量

汪冬庚
,

刘 文英
,

沈于 兰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分析教研室
,

江苏 南京 2 1 0 0 0 9)

虎杖提取物具有抗炎
、

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种

药 理 活 性
,

其 主 要 活 性 成 分 为 白 黎 芦 醇

( r e s v e r a t r o l )和大黄素 ( e m o d i n )
。

白黎芦醇是一种

天然植物抗毒素
,

存在于葡萄
、

花生
、

桑树
、

虎杖等植

物中
。

葡萄酒
、

花生中白黎芦醇的含量测定方法 已有

报道 l[,
2〕

。

大黄素是一种存在于多种植物中的蕙醒类

化合物
,

其测定方法主要有薄层扫描色谱法
、

H P L C

法压
`〕

。

为了有效地控制虎杖提取物的内在质量并探

讨其质量控制方法
,

本实验对虎杖提取物中白黎芦

醇和大黄素采用 H P L C 法同时进行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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