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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 0 2m A直流电
,

以小鼠皮为模型膜
,

对红花水煎液直流电离子导人体外透皮实验
。

以薄

层扫描法测定红花黄酮类药物透过量表明离子导人法促进红花黄酮类药物透皮吸收
;

药物导入量

随离子导人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在实验条件下药物导入量不很大
,

可适当增加透皮面积
。

关健词 红花 直流电 透皮吸收

近年来药物离子导入 法治疗疾病的应用 日益增多
,

有的医院应用红花等 5 味中药水煎液

阴极导入
,

醋酸氢化泼尼松混悬液阳极导入治疗颈椎病
,

配合牵引和 口服药治疗效果很好
。

为

探讨药物离子导入的条件和导入量的多少
,

我们设计 了红花水煎液直流电离子导入的体

外透皮实验
,

以确定药物透入治疗作用的大

小
,

为临床治疗参考
。

1 仪器
、

设备

C S一 9 3 0荧光薄层扫描仪 ( 岛津 )
, R F

5 10 荧光分光光度计 ; 药物离子导入 体 外透

皮模型 ( 图 1 )
。

电离子导入治疗仪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红 花水煎浓缩液制备
:
取中 药 红 花

4 5 9
,

加水 15 o m l
,

浸泡
、

煎 煮 各 3 o m i n
,

过滤 ; 药渣再加水 3 0 0 m l
,

煮沸 Z o m i n
,

过

滤
。

合并 2 次滤液
,

浓 缩至 16 0 m l
。

接离子

导入仪

碳棒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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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药物离子导入体外透皮模型 ( 正面剖视图 )
1 ·

供药室 2
一

接受室 3
一

人 孔

2
.

2 红花 中主要成分鉴定实验〔幻 :
取红花水煎 测 定 液做以下实验

: a
) 盐酸镁粉 反 应

,

b ) 错盐反应
, C

) 镁盐反应
,

d ) 碱性试剂显色反应
,

均呈阳性
。

证明红花水煎液测定液中

含黄酮类 ( 有效 ) 成分
。

2
.

3 药物离子导入操作
:
取健康雄性 18 ~ 28 9小鼠的鼠皮剪去背毛

,

去除皮下组织
,

用 p H

7
.

4 磷酸缓冲液浸泡 30 m in
。

将鼠皮装于图 1模 型 中
,

角质层面 向供药室
,

真皮层面 向 接

受室
。

供药室放入红花水煎浓缩液 10 m l
,

擂入 阴电极
,

接受室放入生理盐水 10 m l
,

插入阳

电极
。

接通离子导入仪电源
,

调整直流电 20 m A
,

进行离子导入
。

备 4 套 以上装置做 以下 4 组

实验
: a ) 除去 电极

,

进行药物单纯透皮 h1
。

b ) 离子导入 o
.

hs
。 。

) 离子异入 h1
。

d ) 离子

导入 l
.

hs
。

( 各组实验做 3次
,

温度保持在 35 ℃ )
。

分别取 以上 4 组接受室液
,

取 10 m l红花水煎浓缩液分置于 5 个蒸发皿中
,

水浴蒸干
,

用

50 % 乙醇 l m l ( 精密量取 ) 溶解
,

取上清液为测定液 A
、

B
、

C
、

D
、

E ( E为未透皮的红花

对照液 )
。

2
.

4 药物透过量测定
:
采用薄层扫描法

。

薄层板
:
选用聚酸胺薄膜〔 3 〕

。

以 3写 H C I浸泡 l h
,

蒸馏水冲净
,

80 ℃干燥 15 m in
。

展开剂
:
水一无水乙醇

一丁酮 一乙酞丙酮 ( 1 3 : 3 : 3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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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剂
: 5% A I C I: 乙醇液

。

将以上测定液 A
、

B
、

C
、

D和对照液 E

分别在聚酞胺薄膜上点样 ( 5时 )
,

用 展 开

剂展开 c6 m
,

晾干
,

喷显色剂显色
。

于紫外

灯 ( 2 5 4 n m ) 下观察荧光斑点
,

对照液分离

出十几个斑点
,

测定液显 4 ~ 5 个斑点
,

均

为红花中含黄酮类成分
。

见图 2 ( 另做无药

空 白对照实验
,

无以上斑点出现 )
。

测定波长的选择
:
红花水煎液以荧光分

光光度计扫描
,

选择发射波长 5 7 3 n m
,

确定

红花黄酮类斑点激发波长为 52 7 n m
。

以激发波长 5 2 7 n m为测定波长
,

对 以上

薄层板上红花黄酮类斑点进行薄层扫描
,

测

定含量比
。
测定结果见表

。

表 皮外对照药液与不同条件接受室液中

黄酮类药 l 比值

a b C d e

条件
接受液 皮外对照

.

s h i h i
.

s h 药液

药量
比值

.

( S D )

。
0 4

。
3 5

。

2 6 。
4 9 0

。
0

( 0
。
2 2) ( 0

。
4 0 ) ( 0

.

3 3 ) ( 3
。

8 4)

.

以单纯透皮 l h透过的药量为 1
。
O计算药量比值

。

以

薄层扫描各样品所有斑点峰面积总和之比计算
。

比值

为 3次实验结果平均值
。

图 2 红花测定液薄层层析圈

a 一

单纯透皮 l h 侧定液 A b
、 c 、

d
一

分别

为电离子导人。 .

5
、

1
、

1
.

5 h测定液 B
、

C
、

D

e 一

未透皮吸皮外 )红花对照液 E

图中斑点均为红花黄酮类成分斑点

3 讨论

3
.

1 结果表明
,

采用直流电导入 法 可促进

红花黄酮类药物透皮吸收
,

并随离 子导入时

间的延长
,

药物透皮吸收量将增加
。

虽然实

验条件下药物导入量不很大
,

电离子导入 h1

透皮的黄酮类药量为皮外给药量的 5
.

8%
,

但

可增加透皮面积 以增加透皮药量
。

红花黄酮类药物统称红花黄色素
,

有较强而持久的镇痛等

药理作用
,

透皮后可发生一定治疗作用
。

3
.

2 聚酞胺薄膜对黄酮类化合物的分离有特殊选择性
,

分辨力好
。

有人用薄层板将红花中黄

酮类成分分出十几种
,

但大部分国内尚未确定结构
。

因此我们 只做了黄酮类药物总量的定量

对比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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