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药剂与工艺
·

淡水鱼油中多烯脂肪酸的提取纯化及

药用质量标准的初步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研究所 (南京 1 20 0 3 8 )周干 南
介

南京药物研究所 张康宣 蔡 鸣 胡芝华

摘 要 研究了 以 3种淡水鱼 (蝙
、

草
、

链 鱼 )的内脏鱼油中提取及纯化多烯脂肪酸 P ( UFA )的工

艺
,

其药用质量标准拟参照鱼脂酸质量标准制定
。

关键词 淡水鱼 鱼油 多烯脂肪酸 质量标准

海 鱼鱼 油 中含有丰 富的 多烯脂 肪酸

(P U F A )
,

其主要活性 成分 为二十碳五烯酸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E P A 和 D H A )
,

它们具

有降低血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醋的功效
,

已被

称为人体必需脂肪酸
。

多种富含 P U F A 的鱼

油制 品已作为药品和保健品被广泛应用
,

目

前国内外研制的鱼油原料主要来自海鱼
,

有

关对淡水鱼鱼油的研究刚刚开始
,

尚未见涉

及药用方面的论文
。

我国淡水鱼资源十分丰

富
,

其产量居世界首位
,

淡水鱼肌肉部分仅占

3 。% 一 5。%
,

副产物 却占 50 % 一 70 %
,

据报

道
,

每加工 l 0 0 0 0t 鱼可得到 2 0 o 0t 鱼骨鱼内

脏等 废 弃 物
,

并 可 从 中提 取 出 约 Z o ot 鱼

油
〔 , 〕 ,

因此
,

研究从淡水鱼内脏中提取 P U F A

加以药用
,

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及经

济效益
。

本文初步探讨了淡水鱼内脏鱼油中

P U F A 的提取纯 化工 艺及其药用质量标准

的制定
。

1 材料与仪器

原料
:

市售蝙鱼
、

草鱼
、

链鱼的内脏 (除去

胆囊 )
,

购于 3 月份
,

新鲜或冰冻数 日使用
。

化

学试剂均为 A R
。

阿贝折光仪
:

W Z S
一

1 上海光

学仪器厂
。

2 方法与结果

.2 1 粗鱼油的提取

2
.

1
.

1 方法川
:

将收集的 3 种淡水鱼内脏分

别剪碎
,

搅拌均匀
,

称取 1 0 09
,

加半倍量水
,

用 4 0% K O H 溶液调 p H 至一定值
,

搅拌下加

热到一定温度
,

保温 45 m in
,

加定量食盐
,

搅

拌继续保温 15 m in
,

趁热离心
,

分离出上层油

液得粗 鱼油
。

收 率 一 ( 鱼油重 /内脏 重 ) x

10 0 %
。

结果见表 1
。

2
.

1
.

2 3 种粗鱼油提取工艺的正交试验
:

经

预试验后得知
,

影响粗鱼油收率的主要因素

为 p H 值
、

保温温度及加入的食盐量
,

为此需

通过正交试验求出最佳工艺条件
。

确定以此

三项为三因子
,

分别取二水平为 p H 一 8
,

9 ; 温

度 s o C
,

g o C ;
食盐量 4%

,

5%
,

选用 L ;
( 2

3
)

正交表
,

以收率为比较标准
,

结果见表 1
。

表 1 提取 3 种粗鱼油的最佳工艺条件及收率

p H 值
温度

( ℃ )

食盐量

( % )

收率

(% )
色泽 腥味

蝙鱼 8 90 4 39
.

6 淡黄 正常

草鱼 8 8 0 5 3 2
.

5 黄绿 淡

链鱼 8 9 0 4 1 8
.

0 桔黄 正常

.2 2 粗鱼油的纯化川

.2 .2 1 混和脂肪酸的制备
:

取这 3 种鱼的粗

鱼油各 6 09
,

分别溶入 2% K O H 的醇溶液中
,

充氮 回流 15 m in
,

减压回收乙醇后放冷
,

用适

量石油醚萃取
,

再用 30 %一 40 %硫酸酸化
,

使 p H 约为 3
,

分出油层
,

水洗
,

减压回收残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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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乙醇即得混和脂肪酸
。

2
.

2
.

2纯 PU FA的制备
:

将上步所得的混

和脂肪酸 加入到 5 1倍 2% KO H乙 醇溶液

中
,

搅拌 使溶液 澄 明
,

置 低 温 冰箱 中放 置

2 4 h
,

过滤除去胶状析出物
,

滤液减压回收部

分乙醇
,

余液加少量水
,

用酸酸化
,

分出油层
,

干燥 24 h 得纯 P U F A
,

密闭低温保存
。

收率 -

(纯 P U F A 重 /粗鱼油重 ) 又 1 00 %
。

结果如

下
:

蝙鱼 47 %
,

草鱼 47 %
,

鳞鱼 44 % (n 一 4 )
。

2
.

3 P U F A 的质量标准
:

目前对淡水鱼油

的研究处于开始阶段
,

P U F A 作为药用的质

量标准暂无据 可依
,

我们以上海 市药品标

准 〔̀

冲鱼脂酸 (海鱼油 )的质量标准为参照
,

进行 3 种淡水鱼油的质标考察
。

2
.

3
.

1 性状 比较
:

蝙
、

草
、

链 3 种淡水鱼的纯

P U F A 的性状与鱼脂酸相符
,

均为澄清油状

液体
,

有特异的鱼腥臭 (草鱼较淡 )
,

无哈喇

味
,

在 10 ℃放置 3 o m in 无固体析 出
,

在无水

乙醇
、

氯仿
、

乙醚中混溶
,

水中几乎不溶
。

但它

们的色泽有所不同
:

蝙鱼为黄色
,

草鱼为黄绿

色
,

链鱼为桔黄色
,

鱼脂酸应为淡红或棕红

色
。

2
.

3
.

2 相对密度
、

酸价
、

碘价
、

折光率
、

E P A

和 D H A 的含量等指标的比较
:

结果见表 2
。

表 2 3种淡水鱼 P U F A 与鱼脂酸有关参数的比较

蝙鱼 草鱼 缝鱼 鱼脂酸

相对密度

酸价

碘价

水分及挥
发物 (% )

0
.

8 9 8 0 0
.

8 9 8 0 0
.

9 0 3 0 0
.

9 0 9 7~ 0
.

9 1 4 8

2 0 2 2 0 4 20 3 ) 18 0

1 9 9 2 0 6 20 8 > 18 5

0
.

0 6 0
.

0 2 0
.

0 3 < 0
.

1

折光率 1
.

4 6 70 1
.

4 6 7 6 1
.

4 7 2 0 /

E P A十 D H A 1
.

肠 1 0
,

74 ] 6
.

5 1 5 /

鉴别 红 ~ 棕红 红 ~ 棕红 红~ 棕红 红 , 棕红

“
/
”

为原标准无此项参数

鉴别按文献
〔̀ 〕
操作

,

E P A
、

D H A 含量按

文献
〔5〕
完成

,

其余各项按中国药典 1 9 9 0 版一

部附录完成
。

3 讨论与小结

3
.

1 提取粗鱼油的正交试验
:

在大多数情况

下
,

鱼油脂肪酸是以脂肪酸甘油醋的形式出

现的
,

众所周知
,

酉旨的水解反应在碱性条件及

·

6 5 6
·

一定温度下才能加速进行
。

由于构成淡水鱼

油的脂肪酸各不相同
,

约有 18 种脂肪酸构

成
〔 6〕 ,

水解的条件也各有差异
,

因此
,

通过正

交试验来求出各自的最佳条件是必要的
。

结

果表明
:

在提取粗鱼油时
,

这 3 种鱼的 p H 值

都可以控制在 8
,

所不同的是温度与加入的

食盐量略有差异
,

作者认为
,

在某种鱼加工量

很大时
,

其提取条件可以参照最佳条件进行
,

同时有数种鱼而每种鱼的数量不大时
,

可根

据原料的比例
,

适当调整条件进行混合提取
。

3
.

2 鱼油的收率
:

鱼油的收率可由二个工艺

过程来衡量
。

一是粗鱼油的收率
,

二是纯 P U
-

F A 的收率
。

关于粗鱼油收率
,

文献 7j[ 报道
,

采 用 隔水 蒸 煮法
,

蝙 鱼 为 2 6
.

9%
,

草鱼 为

27
·

7%
,

链鱼为 18
.

3%
。

与本实验相比
,

除链

鱼收率接近外
,

蝙草鱼均较低
。

作者认为
,

不

能据此认为蒸煮法收率低
,

因为内脏原料的

含油量受鱼种
、

产地
、

季节等因素影 响很大
,

必须采用同一原料用两种方法做对 比试验才

能作出科学结论
。

关于纯 P U F A 的收率
,

本

实验的结果与文献
〔3 〕
所报道的海鱼油纯 P U

-

F A 的收率 47 %相近
。

3
.

3 质量标准
:

作为药用鱼油
,

目前为止仅

有鱼脂酸收录于上海市药品标准
〔们 。

但是鱼

脂酸来源于海水鱼
。

根据文献
〔 , 〕的研究

,

海水

鱼与淡水鱼内脏油的脂肪酸组成基本相似
,

不饱 和脂肪 酸约 占脂肪 酸 总量 的 68 %一

7 3%
,

其 中多烯脂肪酸约 占总量 的 36 % ~

40 %
,

, 3 系列的多烯脂肪酸约 占总量的

32 % 一 38 %
,

两者的生理活性相同
,

据此
,

作

者认为可以参照鱼脂酸的质量标准来制定淡

水鱼油的质量标准
,

实验结果也证实淡水鱼

油完全能达到这个标准
。

另外
,

鉴于近期对 E P A 和 D H A 活性作

用的认识和肯定
,

市场上含 E P A 和 D H A 制

品的泛滥
,

有必要在质量标准中增加这 2 种

活性物质含量的规定
。

从 目前的研 究可知
〔 1〕 ,

尽管淡水鱼 中

E P A 与 D H A 的含量较海鱼低
,

但是它的亚

油酸和亚麻酸这两种必需脂肪酸的含量很丰



富
,

分别 达 到 3
.

。% ~ 12
.

1%和 4
.

2% 一

9
.

7%
。

作者建议在质量标准 中增加
“

折光

率
”
一项

,

以保证淡水鱼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的含量
。

当然
,

折光率和相对密度的范围还需

经大量样本的测试来确定
。

.3 4 E P A 与 D H A 的含量
:

文献 〔7 〕
报道的这

3 种鱼油中 E P A 与 D H A 的含量是粗鱼油的

含量
,

按粗鱼油到纯 P U F A 的收率是 50 %

计
,

这 3 种鱼油 E P A 与 D H A 的含量为
:

编

鱼 1
.

6 8%
,

草鱼 1
.

9 6%
,

维鱼 2 7
.

4 2%
。

本实

验中蝙鱼的 E P A + D H A 含量与之十分相

近
,

而草鱼与雌鱼却低得多
,

其原 因还待研

究
。

据 ( 日 ) 铃木平 光报道
,

鳝 鱼和鲤 鱼 中

E P A 与 D H A 的含 量 分 别 为 10
.

98 %及

8
.

9 9% 〔的 ,

由此看来
,

淡水鱼鱼油中这 2 种活

性物质的含量均较低
。

3
.

5 淡水鱼油的降胆固醇作用
:

经初步动物

试验
,

这 3 种淡水鱼油的 P U F A 的等量混合

物以 2
.

5 9 / k g
·

d 给小 鼠 19
,

连续 l o d
,

结果

表明能降低食钾性高脂血症小鼠的血清总胆

固 醇
,

与对 照 组 相 比
,

有显 著差 异 (尸 <

0
.

0 5 )
。

致谢
:

江苏无锡 第六制药厂沈辞辞等 同

志完成 E P A 与 D H A 含贡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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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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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菊粉刺露质量标准的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 (济南 2 5 0 0 14) 张 玲
.

时延增 徐新刚 单卫华 李昭 霞

摘 要 采用薄层层析法对制剂中菊花
、

白芷
、

白鲜皮
、

苦参进行了定性鉴别
,

应用薄层扫描法对

苦参碱进行了定量测定
,

方法简便
,

专属性强
,

重现性好
,

提示上法可用于对该制剂的质量检查
。

关键词 参菊粉刺露 薄层层析 薄层扫描 苦参碱

于i-d由Me

参菊粉刺露由苦参
、

菊花
、

蒲公英
、

地肤

子
、

防风
、

荆芥
、

白芷
、

白鲜皮
、

透骨草等 13 味

中药制成的外用涂擦剂
,

具有杀菌
、

抗炎
、

止

痒
、

止痛之功效
,

用于男女青春期痊疮
。

·
A d d

r e s s :

Z h a n g L i n g
,

S h
a n d o n g P r o v i n e ia l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r a
d it i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e in e a n

d M
a t e r ia

e a ,

Ji n a n

《中草药 》 1 9 9 6 年第 2 7 卷第 1 1 期 6 5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