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份
,

按同一方法测定样品中的胆红素
,

结果

表明该实验方法重现性良好
,

R S D 一 0
.

31 %
。

2
.

7 样品中胆红素含量测定
:

准确称取八宝

丹细 粉 0
.

15 9
,

置 so m l棕色容量瓶中
,

加溶

媒 (b )适量
,

摇匀
,

加 1 0 % N a H S O
: 2 滴

,

再加

溶媒 (b) 至刻度
,

超声波处理 I Om in
,

滤过
,

弃

去初滤液
,

精密量取续滤液 1
.

Om l
,

置 IOm l

棕色量瓶中
,

用溶媒 (b) 稀释至刻度
,

以相应

的试剂为空 白
,

在 4 5 3n m 波长 处测定吸收

值
,

按胆红素C
3 3

H
3 8

0
6
N

;

的吸收系数为 1 0 3 8

计算
,

及按标准曲线法计算
,

结果见表
。

农 两种溶媒及计算方法胆红素含t (% )比较

溶媒(a ) 溶媒 (b )

批号

—
标准曲线 吸收系数 标准曲线 吸收系数

S D = 10 0
.

7 % 士 0
.

0 1 7 %
,

R S D = 1
.

6 6 % (n =

5 )
。

3 小结与讨论
3

.

1 溶媒 (b) 优于溶媒 (a )和重氮化法
。

用溶

媒 (b) 代替溶媒 (a) 测定八宝丹中胆红素的含

量
,

原理上更合理
,

不需对照品及显色
,

方法

稳定
、

准确
、

重现性好
,

宜推广应用于八宝丹

中胆红素含量测定
。

3
.

2 我们曾选用氯仿 (加盐酸 1 滴 )作溶媒

提取样品
,

发现氯仿对样品溶解性差
,

提取不

完全
,

含量测定结果偏低甚多
,

且不稳定
。

3
.

3 我们曾在溶媒 (b) 系统中再添加 1 滴盐

酸
,

对测定结果无影响
,

说明溶媒 (b )中的醋

酸本身具酸性
,

不需再加盐酸
,

而溶媒 (a) 不

加酸
,

结果偏低甚多
。

参 考 文 献

1 姜水红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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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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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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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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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6 收稿 )一一
9 2 0 4 0 1

92 0 6 0 1

9 2 0 6 02

1
.

9 0

1
.

7 8

1
。

7 2

2
.

8 加样回收率试验
:

取已知胆红素含量的

同一份样品适量
,

准确称定
,

定量加入胆红素

对照 品
,

按样品测定项下方法测定
,

结果 万士

板蓝根冲剂溶解性的研究

贵阳中医学院药学系(55 00 02 ) 杜 筱
.

摘 要 以含氮量为指标
,

侧定甘草酸在不同浓度下对板蓝根冲剂溶解性的影响
,

结果表明甘草

酸对板蓝根冲剂具有良好的增溶作用
。

关扭词 增溶剂 甘草酸 胶囊 表面张力

板 蓝根 冲剂 是 由十字 花 科植物落蓝

Is a tis i, d i
洲

ic a F o r t
.

的根经水煮
、

醇沉
、

浓

缩成膏状后
,

加辅料蔗糖和淀粉制成的 (无糖

型则不加蔗糖 )‘
, 〕 ,

主治病毒性感染疾病
。

在

目前板蓝根冲剂的生产中
,

影响产品质量的

原因常常是溶解性不合格
〔幻 。

为此
,

笔者利用

三菇类化合物甘草酸是表面活性物质
〔3 〕,

具

有增溶作用
,

以含氮量为指标
,

对板蓝板冲剂

的溶解性随甘草酸加入量的变化进行 了研

究
。

1 药物
、

试剂与仪器

1
.

1 药物
:

板蓝根冲剂 (贵阳中医学院实验

药厂)
。

1
.

2 试剂
:

甘草酸
,

由内蒙古东胜制药厂产

. A d d re s s :

Du w
e i

,

块p a r tm e n t o f P ha r m a e y
,

G u iy a n g Co lle g e o f T r a d itio n a l C h in e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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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浸膏经提取
、

分离
、

提纯而得
; 甲基红

一

澳 干燥 的三角瓶中
,

加入 1 9 固体硫酸钾和 10

甲酚绿混合指示剂
: 0

.

01 m ol / L 硫酸标准溶 滴 30 %硫酸铜溶液
,

再沿瓶壁缓缓加入 6m l

液
,

硫酸钾 固体
,

30 %硫酸铜溶液
,

2 %硼酸
,

硫酸
;
瓶口放一小漏斗

,

用小火缓缓加热使溶

40 %氢氧化钠
。

液保持在沸卢以下
,

等泡沸停止
,

逐渐加大火

1
.

3 仪器
: 7 21

一

B 型分光光度计
,

半微量凯 力
,

沸腾 至溶 液 呈透 明绿色后
,

继续加热

氏定氮装置
。

1 0 m in ,

放冷
,

J口水 lo m l
。

2 方法与结果 小心将全部消化液转移至定氮仪的蒸馏
2

.

1 增溶实验
:

精密称取配制不同浓度的甘 瓶中
,

再 向瓶中加入 15 m 140 %氢氧化钠
,

关

草酸溶液
,

量取各浓度甘草酸溶液 40 m l
,

加 闭蒸馏瓶塞
。

入精密称取过量的板蓝根冲剂 (1 0 5 ℃恒温干 取 10 m l 2 %硼酸于 15 0 m l锥形瓶中
,

加

燥 lh) 约 4g
,

在恒温 (30 ℃ )下搅拌 10 m in
,

过 5 滴甲基红
一

澳甲酚绿混合指示剂
,

将冷凝管

滤
,

然后分别取 出 lo m l滤液作测定氮量用
,

尖浸入液面下
,

即可进行蒸馏
。

剩余滤液作透光率测定用
。

同时作未加甘草 馏出液用标准硫酸溶液 (0
.

01 m ol / L )滴

酸的溶解性实验
。

至溶液由蓝绿色变为灰绿色
,

并将滴定结果

2
.

2 总氮量测定
〔们 :

精密量取增溶试验所得 用空白试液加以校正
。

结果见表 1
。

滤液 10 m l( 约相当于含氮量 4 ~ sm g )
,

置于

表 1 样品总氮含t 测定结果

滴定用

0
.

o l 4 2 m o l/ I

H Z S (〕
。

体积 (m l)

滤液中含

氮量(m g )
N (% )

n月了只11C�J只�连4A
‘七J亡J哎d

⋯⋯
00n000

板 蓝根 冲剂

重量

( g )

3
。

9 8 7 4

3
.

9 9 9 2

3
.

9 6 18

4
.

0 0 0 6

4
.

0 00 3

3
.

9 1 94

加 40 m l甘草

酸溶液浓度

( m g / m l)

0

0
.

2 00 4

0
.

2 4 6

0
.

4 9 2

0 8 3 4

1 1 8 8

取作消化用

滤液体积

( m l)

l0

1 0

l0

l0

l0

l0

l o m l滤 液中

含氮量

( m g )

4
.

0 0 5 5

4
.

6 6 4

4
.

7 1 5 6

5
‘

0 5 3 3

5
.

3 3 7 8

5
.

6 5 5 9

4 0
.

0 5 5

4 6
.

6 4

4 7
。

1 5 6

5 0
.

5 3 3

5 3
.

3 7 8

5 6
.

5 5 9

一了朽舀一b
峨月二恤dnj011公U11连

孟
,一

⋯⋯
0
, .1

1乙叮八JJ�
‘.111‘
1

工, .盈�.1一.1

注
:

以上结果均为两次平均值

2
.

3 表面张力测定
:

精密称取配制不同浓度

的甘草酸溶液
,

用毛细管法测定各浓度溶液

的表面张力
。

设毛细管半径为
r ,

所测液体密度为 P
,

液面上升高度△h
,

则 6 一丢△h
·

p

‘

·

g
,

因 r

不易测得
,

可用同时测定 已知
。
的溶液 (纯

水 ) 与待测溶液在毛细管 中的上升高度△h
,

求出毛细管常数的方法来解决
。

。未 一
音

·

△h 未
·

。, ·

g

。 : 一
音

·

△“巳
·

。已
·

g

卜

一
, 一 6 李 △h 牛

一从
,
:。 r’J

、

二
‘

吃 △h 已

一 口已

故
: “未一

坑
’

△h‘ 一“
’

△h未
-

式 中
:
k 一

午
为毛细管常数

,

求得 k 以
少、 ’ ‘“ △h未

/ “ . 训 目 甲 ~
’

~
’飞

“
“

一

后
,

就可测定一系列不同浓度的被测液的
。 ,

这里 k 可通过 已知
。 的纯水来测定

,

结果见

表 2
。

表 2 衰面张力测定结果

编号 1 2 3 4 5 6 7

5 9 1
.

1 9 0
.

8 3 0
.

4 9 0
.

2 5 0
.

1 1 0
.

0 8 2

因为待测
。
的甘草酸溶液浓度很稀

,

可

将该溶液密度与己知
6 的纯水密度作近似处

理
: p未士p已

甘草酸浓

度 ( m g / m l)

△h ( 格 )

口 X 10 3

(N / m )

4 2 4 2 4 3 4 5 4 6 4 6
.

5 4 7

7 0
.

5 6 7 0
.

5 6 72
.

2 4 7 5
.

60 77
.

2 8 7 8
.

12 7 8
.

96

2
.

4 透光率测定
:

取增溶实验所得滤液在 入

5 9 8



一 50 0
,

5 2 0
,

5 4 0
,

5 6 o n m 处测透光率
,

结果 见

表 3
。

表 3 透光率测定结果

甘草酸浓度

(m g / m l) 5 0 0

透光率 (T )

5 6 0入(n m )

1
.

1 8 8

0
.

8 3 4

0
.

4 9 2

0
.

24 6

3 结果与讨论
3

.

1 从表 l 中可看出
,

在相 同重量板蓝根冲

剂固体和相同体积溶液的条件下
,

冲剂溶解

的量
,

随甘草酸的加入量增加而增加
,

说 明甘

草酸对板蓝根冲剂具有很好的增溶作用
。

3
.

2 从表 2 看出甘草酸的表面张力随其浓

度增加而降低
,

具有降低表面张力的作用
,

该

实验为甘草酸具有增溶作用提供 了理论 依

据
。

并从实验中找出甘草酸的临界胶束浓度

(C M e )约在 2
.

i s sm g / m l附近
,

该预测值与

甘草酸浓度超过 1
.

1 88 m g / m l 时增溶作用明

显增加的实验现象相符
〔5〕。

3
.

3 根据表 3 可以认为
:

增溶剂甘草酸在溶

液中是以胶束存在的
,

无论增溶物 (板蓝根冲

剂 )被增溶时是进入胶束内部或吸附于其表

面
〔6 〕
结果均使得增溶剂的量越大

,

透光率越

高
。

故甘草酸的增溶机理可能是胶束增溶
。

3
.

4 本实验为进一步调整处方工艺提供了

科学的理论依据
。

建议在处方中加入适量甘

草
,

除可改善冲剂溶解性外
,

还可解决无糖型

冲剂口 感苦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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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对天南星中氨基酸含量
、

醇浸出物及紫外吸收光谱的影响

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药物研究院 (3 0 0 1 9 3) 刘美丽
舟

白 玫

摘 要 测定天南星及其不 同的炮制品中氨荃酸含量
、

醇浸出物量及紫外吸收光谱
,

对研究改进

天南星的炮制工艺具有一定的意义
。

关链词 天南星 炮制 氨基酸 醇浸出物 紫外吸收光谱

天南星具有燥湿化痰
、

祛风止痉
、

消肿散

结的功效
,

一般炮制后用
。

目前我国各地在天

南星炮制工艺
、

辅料种类
、

用量及浸泡和加热

时间上有很大差别
,

为提高夭南星饮片质量
,

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

有必要对天南星进

行炮制工艺的研究
。

本文通过炮制对夭南星

中氨基酸含量
、

醇浸 出物量及紫外吸收光谱

影响的研究
,

为优选 天南星的炮制工艺提供

一定的科学依据
。

1 材料
、

仪器及工作条件

1
.

1 药材
:

夭南星原药材购于四川乐山市五

通桥药材公司
,

经本院生药组鉴定为天南星

科植物夭南星的干燥块茎
。

炮制品
:

药典法制品
:

按 1 9 9 0 年版 中国

、d d r e s s : L iu
M

e ili
,

T i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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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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