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H 3 )
,

0
.

8 7 4 ( 3H
, s ,

C
; 厂C H )

,

1
.

1 2 8 L 3 FI
, s ,

C : 7 -

C H 3 )
,

2
.

0 5 1 (3H
, s ,

乙酞 基 甲墓 )
, 4

.

5 0 3 ( zH
, t

.

J一

7
.

6H z ,

C 3a 一H )
,
5

.

1 8 2 ( IH
, t ,

J一 3
.

2H 2
,

C 1 2 一H ) ;

‘3C NM R (C I)C 13 )ap p m
:
1 7 0

.

9 9 5 (碳基 C )
,

2 4 5一 9 2

(C 12 )
,

1 2 1
.

6 15 (C 13 )
,

8 0
.

9 1 4 (C 3 ) ; E l
一

M S m / z :
4 6 9

(M 十 l )
,

2 2 5
,
2 0 3

,
1 5 9

。

以上数据与支献
3 〕
对照确定

化合物 I 为 3
一

0
一

乙酞基齐墩果酸
一
1 2

一

烯 (3
一
()

一
乒ce ty -

lo le a n a n 一
1 2

一e n e )
.

化合物 I
:

无色针 晶
,

m p l生。一 1 4 7 C
.

IR
、

E x
-

M S 数据与 卜谷街醇标准品一致
,

与标准品共 T L C
,

显单一斑点
,

推断 I 为卜谷街醇
。

化 合 物 班
:

无 色 针 晶
,

m p Z z o 〔
, ‘H N M R

(C IX {13 ) 己p p m
:
0

.

7 2 5 (3H
, s ,

C H : )
,

0
.

8 7 0 ( 3H
, s ,

CH 3 )
,
0

.

8 8 7 (3 H
, s ,

C H 3 )
,

0
.

9 5 4 (3H
.
s ,

C H 3 )
,

1
.

0 0 1

(3H
, s ,

C H 3 )
,

1
.

0 0 6 ( 3H
, s ,

C H 3 )
,
1

.

0 4 9 (3H
, s ,

C H 3 )
,

1
.

1 8 0 ( 3H
, s ,

C H 3 )
.

E IM S m / z :
4 1 2 (M 十 )

,

3 4 1
,

2 7 3
,
2 5 9

,
2 0 5

.

结合 D E PT 1 3 5
0 ,

D E PT 9 0
。

等推

测化合物 互 为 1 8 a 一

齐墩果烷 (1 8 a 一o le a n a n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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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装中药粉末低温间歇气流灭菌法除菌效果的观察

夭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30 0 102 )

天津市南开医院

祁淑玲

张冬慧

为适应一般医院药剂科殆具有的设备条件
,

特

观察了胶囊装中药粉末以低温间歇气流灭菌法对中

药粉末的灭菌效果
。

经对药粉细菌总数
、

霉菌总数的

测定
,

结果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药

品卫生标准》的要求
。

1 材料和方法

仪器
:

恒温干燥箱
,

药物粉碎机
。

2 操作方法

将中药材饮片用常水冲洗去除附土杂物后淋

干
。

随后将其铺放于搪瓷盘中置恒温干操箱中 60 ℃

常压干操
,

根据饮片质地干操 2 ~ 4h
,

干操后用药物

粉碎机粉碎
,

用药典标准 6 号筛(10 0 目)过筛
,

收集

通过筛网 目的粉末再次铺放于瓷盘中
,

置恒温干燥

箱 内升温至 60 ~ 80 ℃后
,

关 闭电源
,

待烤箱降至

20 ℃左右后
,

再重复上述操作 1 或 2 次即可供用于

填装胶囊
,

在净化间(10 0
,
000 级 )内完成填装胶囊

过程
。

当胶囊室温贮放 1 0d 左右
,

取样按《中国药典》

(1 9 9 0 )年版第二增补本中规定的操作程序对样品做

微生物限度检查
。

结果见表
。

表 不同胶班剂染菌量

药品名称 细菌总数个/ g 霉菌总数个 / g

养脑调神胶囊 4
.

1 丫 10
今 3

.

1 只 10 2

壮腰舒筋胶囊 4
.

5 火 10
4

2
.

3 只 10 2

补脑养髓胶囊 3
.

0 \ 10 4 4
.

9 又 10 2

心脉静胶囊 4
.

g x lo 4 4
.

6 又 1 0 。

心脉舒胶囊 3
.

5 又 1 0 4 2
.

3 x 10 2

按此法操作未检出控制菌
。

3 讨论

3
.

1 我们生产的硬胶囊系药材粉末直接分装于空

心胶囊制成
。

过去采用一般常规操作方法
,

难以达到

微生物限度检查的标准
。

现采用本法进行灭菌处理
,

结果表明灭菌效果好
,

能达 到《药品卫生标准 》规定

的要求
,

即每克含细菌数不得超过 5
.

0 x l少 个
、

霉

菌总数不得超过 5
.

o x l护 个
。

3
.

2 根据不同品种饮片的理化特性和药理作用
,

宜

采用不同温度处理
,

但最高温度不应超过 80 C
。

(1 9 9 5
一

0 5
一

1 8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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