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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以水作溶剂对车前子进行提取的条件
。

通过正交实验方法确定车前子的水提取最佳

条件
:

提取时间 30 m in
,

加水比 10
,
1

,

提取温度 10 。℃ ,同时试验了不同粉碎度及提取方式对提取

率的影响
,

并开发研制出车前子冲剂
。

关扭词 车前子 水提取 冲剂

车前 P l a n t a g o a s i a t i c a L
.

的种子有清热

利尿
,

渗 湿通淋
,

明 目
,

祛痰
,

凉血 之功效 (1j
。

江西省吉安县一带盛产车前子
,

我们 利用其

丰富的资源开发成新型冲剂等药用产品
。

目

前 国内关于车前子成品开发的研究较少
〔̀

, ’ 〕 ,

我们 采用正交 实验法确定其水提最佳条件
,

同时对煎服方法进行 了研究
,

并 开发研制 出

车前 子冲剂
。

1 方法

1
.

1 主要分析方法
:

蛋白质
:

凯氏定氮法 〔3〕 ;

总糖
:

费林试剂热滴定法
〔
气水分

:

直接干燥

法 〔 4〕 ;粗纤维
:

重量法 〔
气脂类

:

酸性乙 醚抽提

法 〔的 ; 固形物
:

阿贝折射仪测定
〔
气灰分

:

直接

灰化法 〔8 〕 。

1
.

2 车前子提取工艺
:

车前子原料~ 粉碎~

过筛一水提取~ 过滤 ~ 浓缩 ~ 真空干燥 ~ 水

提干燥物
。

1
.

3 车前子冲剂制备
:

车前子水提浓缩物 ~

蔗糖粉混合 ~ 造粒~ 烘干 ~ 包装~ 成 品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原料成分的分析
:

实验用粉碎后车前子

为原料
,

成分分析见表 1
。

表 1 车前子的主要成分 ( g / 10 0 9 )

水分 蛋 白质 脂 肪 总糖 粗 纤维 灰分

9
.

3 1 1 0
.

3 1 1 3
.

70 2 9
.

3 3 1 7
.

3 4 1 0
.

6 2

2
.

2 主要工艺参数的确定
:

在车前子的水提

取 中
,

影 响其提取 率的 主要 条件有
:

提取 温

度
、

提取时间
、

溶剂量 (加水比 )
。

本实验采用

正交法设计实验
,

并对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

析及 多重 比较
,

以确定最佳提取条件 的工艺

参数
。

试验时车前子经粉碎后均过 30 目筛
,

均匀取样各 50 9
,

按所设定条件进行提取
。

2
.

2
.

1 正交实验及方差分析
` , 一 ` o〕 :

表 2
、

3
。

裹 2 车前子正交试验

实验号
因素 A B

(℃ ) ( m in )

D E

( w /v )

l ( 7 0 ) 1 ( 3 0 ) l ( 1
:
8 )

2 ( 6 0 ) 2 ( 1
: 10 )

3 ( 9 0 ) 3 ( 1
:

12 )

4 ( 1 2 0 ) 4 ( 1
:

14 )

2 ( 8 0 )

3 (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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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A (提取温度 ) 2 3
.

9 2 3 7
.

9 7 3 2 1
.

0 4 , ,

B (提 取时间 ) 2
.

59 0 3 0
.

8 6 3 2
.

2 7 7

C (加水 比 ) 10
.

12 3 3
.

3 7 4 0
.

9 0 2
书

E (误差 ) 2
.

2 74 6 0
.

3 7 9

总和 3 8
.

9 1 1 5

注
: 份 .

差异极其显著
, 居

差异显著
。

由表 3 结果分析可知
:
A 因素对提取率

有极其显著影 响 ; C 因素对提取率有显著影

A d d r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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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而 B 因素对提取率无显著影响
。

考虑到 2
.

2
.

Z A 和 C 因素的多重 比较 〔 ,
·

10 〕 ( D u n -

提取 时间过长对工业化生产不利
,

因而提取 C a n 检验 )
:

进一步对 A 和 C 因素的各水平进

时间为 3 0 m in 比较适宜
。

行了多重 比较
。

A 因素的比较结果见表 4
。

裹 4 A 因众四水平提取率平 均理数比较

顺序号 水平

A 4

A 3

工一 1 0
.

3 6 7 x 一 1 1
.

5 9 9 x 一 11
.

95 6

1 3
.

7 8 3
.

4 1 4
.

( K ~ 4 )

1 1
.

9 6 1
.

5 9 0
.

( K一 3 )

1 1
.

6 0 1
.

2 3 2
.

( K ~ 2 )

1 0
.

3 7

2
.

18 2
.

( K = 3 )

0
.

3 5 8 ( K 一 2 )

1
.

8 2 5二 (K = 2 )

A 2

A i

,
上,目八j4

注
:

” 差异极其显 著
, .

差异显 著
。

由表 4 可知
:
A

`
水平与 A

I 、

A
Z 、

A
:

水平 平之 间有显著差异 ; A
:

水平与 A
3

水平之间

之 间均有极其显著 的差异
; A

3

水平与 A
:

水 无差异
; 因此 A

`
水平为最佳提取条件

。

平之间有极其显著 的差异 ; A
:

水平 与 A
,

水 C 因素的多重比较见表 5
。

衰 S C 因众四水平提取率平均差数比较

顺序号 水平 王 牙一 10
.

9 00 王一 n
.

4 65 王一 12
.

0 54

2
.

0 5 4
.

( K = 4 )

1
.

4 8 3
.

( K = 3 )

0
.

5 6 5 ( K = 2 )

1
.

4 8 9
.

(K = 3 )

0
.

9 1 8 ( K = 2 )

0
.

5 7 1 ( K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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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差异极其显著
, `

差异显著

由表 5 可知
:
C

4

与 C
, 、

C
:

之间有极其显 中均提出车前子 以布整粒包煎为宜
,

但提取

著差异 ; C
3

与 C
l

之间有极其显著 的差异 ; C :
率极低

。

为了找出合理的提取方法
,

本实验根

与 C
l 、

C
3

与 C
Z 、

C
;

与 C
:

之间均无差异
,

故最 据上述实验所确定的最佳条件
,

对车前 子不

佳加水比在 C
Z 、

C
:

之间
,

考虑到加水 比越大 同的粉碎度 ( 40 一 20 目 )
、

包煎与不包煎进行

对后序工艺 (如浓缩 )越不利
,

故选择 C
:

为最 对 比实验
,

并对实验结果进行 t 检验
,

以 确定

佳加水 比
。

不同粉碎度及包煎对提取率的影响
。

2
.

2
.

3 不 同粉碎度及煎煮方式对 提取率 的 不 同粉碎度对提取率的影响见表 6
。

影响
:

由于车前子富含粘性物质
,

故文献资料

表 6 不 同粉碎度对提取率影响实验结果及 t 检验

样 品 提取率 (% ) 平均值 (% ) 方 差 t 值
、

样品 l ( 4 0 目筛 )

样品 2 ( 2 0 目筛 )

1 1
.

1 9 0

9
.

1 2 8

9
.

90 6

9
.

04 0

9
。

9 5 4

9
。

0 8 0

9
.

7 9 2 1 0
.

4 1 0

9
.

0 1 4 9
.

2 2 0

1 0
.

25 2 0
.

3 3 2 5 4
.

4 3 6
粉 .

9
.

0 6 9 6
.

6 2 9 X 1 0 一 3

注
: 怡

差异极其显 著

由表 6 可知车前子经粉碎后
,

过 40 目筛 方式 1 :

车前子粉碎后过 40 目筛样 品直

的提取率极其显著高于过 20 目筛的
,

故对车 接 水提 ; 方式 2
:

车前子粉碎后过 40 目筛 的

前子进行水提取时应先粉碎到适当的细度
。

样 品
,

经四层纱布包扎后再进行水提取
。

煎煮方法对提取率影响见表 7
。

表 , 不 同煎煮方式对提取率影响的实验结果及 t 检验

煎煮方式 提取率 (% ) 平均值 (% ) 方差 t 值

方式 1

方式 2

1 1
。

1 9 0

0
.

9 4 6

9
.

9 0 6

0
.

6 4 2

9
。

9 5 4

1
.

4 4 0

9
.

7 9 2

1
.

1 8 0

1 0
.

4 1 0

1
.

3 7 0

1 0
.

2 5 2

1
.

1 1右

0
.

3 3 2 5

0
.

1 0 68

2 9
.

4 9 9
借

注
: `

差异极其显著

由表 7 可知车前子不包煎的提取率极其 显著高于包煎的
,

故对车前子进行煎煮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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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包煎
。

总之
,

对车前子进行水提取时应粉碎到

适 当的细度
,

且 不宜包 煎 ; 水提 取最佳条 件

为
:

温度 1 0 0 oC
、

时间 3 0 m i n
、

加水比 1 0 : 1
。

2
.

3 车前子冲剂的制备

2
.

3
.

1 配方
:

车 前子
、

芦根 ; 车前子 冲剂配

方
:

车前子
、

芦根浓缩液 ( 1 8
o

B x ) 1 6% 一 1 8%
、

蔗糖粉 (过 8 0 目筛 ) 8 2% ~ 8 6%
。

2
.

3
.

2 制备工艺
:

车前子
、

芦根 ~ 提取一浓

缩~ 蔗糖粉混合~ 造粒~ 烘干~ 整粒~ 包装

一成 品
。

2
.

3
.

3 操作要点
:

a) 车前子
、

芦根按上文确

定 的最 佳条 件提 取
; b ) 提 取液 常压 浓缩 至

1 o8 B x ; c) 浓缩液与 白砂糖粉混合 时控制水分

12 %左右
。

d) 造粒
:

用 12 目筛造粒
; e )烘干

:

造粒后于 8 0℃一 9 0℃烘箱烘 3 0 ~ 4 0 m i n ; f )

整粒
:

烘干后用 8 目筛整粒
,

后用 20 目筛除

去细小颗粒 ; g )包装
:

成品用复合膜包装
。

2
.

3
.

4 产品技术指标
:

色泽
:

淡黄色
、

色泽均

一
,

冲溶后呈乳黄色 ; 组织形态
:

疏松颗粒状
、

颗粒均匀
; 滋味

:

具有车前子特有的滋味
、

微

苦
; 杂质

:

冲溶后无 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

无沉

淀物
;水分

:

( 2
.

0% ; 细菌总数
:

镇 1 o o 0( 个 /

克 )
; 大肠 菌群

:

镇 3 0( 个 / 1 0 0 克 ) ; 致病菌
:

不

得检测 出
。

3 讨论

3
.

1 原料粉碎时应控制好粉碎度
,

从正交实

验及不 同粉碎度 实验 表 明
,

以 粉碎 30 目为

好
。

原料 的粉碎度在 4 0 目以上时
,

由于过

滤较困难
,

应考试加人酶类水解 ;从原料成分

分析可知
:

淀粉含量为 29
,

33 %
,

本实验 曾试

用 a 一

淀粉酶及糖 化酶
,

观察到提取时无 明显

的 液 化 现 象 ; 而 其 粗 纤 维 含 量 较 高
,

达

1 7
.

2 6%
,

故 加酶 时考虑采用纤维素酶
,

这一

点可进一步试验
。

3
.

3 单纯使 用车前子制成 的冲剂
,

口 味较

差
,

配方 中加人芦根
,

既加强 了车前子利水渗

湿的功效
,

又 明显地改善 了产品的风味
。

3
.

4 水提物的组分及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

5 从本实验结果可以得出
:

民间煎服车前

子的方式是不恰当的
,

包煎时提取率极低
,

建

议采用粉碎 30 目后的车前子直接煎煮
,

最好

将其制成冲剂
,

直接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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