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钴 -γ射线辐照对胡椒中胡椒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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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HPLC法研究了胡椒中主要成分胡椒碱经 60钴 -γ射线辐照后 ,对胡椒碱的含量无明显影响 ,胡椒碱

的光谱图无明显改变。

关键词　 60钴 -γ射线辐照　胡椒　胡椒碱

　　胡椒为中国药典药材品种 ,主含胡椒碱及挥发

性成分。在中药制剂过程中 ,对含有胡椒药材的中药

制剂进行加热灭菌 ,易损失挥发性成分 ,影响疗效。

采用 60钴-γ射线辐照灭菌不使被灭菌药物的温度升

高 ,不仅避免了上述加热灭菌的缺点 ,而且能够达到

较好的灭菌效果。 为了考察 60钴-γ射线辐照灭菌对

胡椒中主要成分胡椒碱的影响 ,本文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 1995: 25) ,采用 HPLC法对辐照后胡

椒中胡椒碱的含量及色谱图和光谱图作了研究 ,以

供参考。

1　实验仪器和材料

HP-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惠普 ) ,超声波

清洗仪 (中国华南超声设备厂 ) ,胡椒碱 (中国药品生

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对二氨基苯甲醛 (分析纯 ) ,白

胡椒 (购自成都市中药材公司 ) ,试剂均为分析纯。

2　实验方法

2. 1　样品处理:将同批样品分成 2份 , 1份用
60
钴 -γ

射线辐照灭菌 ,吸收剂量为 10 KGy, 1份不作任何

处理。

2. 2　内标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对二氨基苯甲醛配

制成 0. 49 mg /mL的无水乙醇溶液。

2. 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胡椒碱对照品配

制成 1. 32 mg /mL的无水乙醇溶液。

2. 4　色谱条件: 色谱柱: ODS-Hypersil ( 5μm, 125

mm× 4 mm);流动相: 甲醇-水 ( 77∶ 23) ;柱温:

30℃ ;检测器: DAD;检测波长: 343 nm;流速: 0. 5

m L /min。

2. 5　样品测定:分别精密称取辐照灭菌前后的胡椒

粉末约 0. 25 g各 4份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方法

( 1995版一部 205)以及上述色谱条件 ,分别测定胡

椒碱的含量 ,测定结果见表 1、表 2。

结果表明 ,胡椒中胡椒碱的含量在
60
钴 -γ射线

表 1　未作处理的胡椒中胡椒碱的含量

样品量 ( g ) 胡椒碱含量 (% ) 平均 (% ) R SD (% )

0. 252 1 3. 51 3. 470 1. 74

0. 251 6 3. 50

0. 255 8 3. 49

0. 250 2 3. 38

表 2　 60钴-γ射线辐照后胡椒碱的含量

样品量 ( g ) 胡椒碱含量 (% ) 平均 (% ) RSD (% ) 收率 (% )

0. 251 0 3. 44 3. 435 2. 16 99

0. 250 5 3. 33

0. 250 1 3. 47

0. 252 3 3. 50

辐照灭菌 ( 10 KGy )后无明显变化。

3　结论

　　除上述实验结果外 ,从图谱 (图 1)中可以看出 ,

1-胡椒碱对照品　 2-胡椒 (辐照前 )　 3-胡椒 (辐照后 )

图 1　胡椒碱含量测定图

图 2　胡椒碱对照品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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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碱对照品、辐照前后胡椒中的胡椒碱保留时间

相同 (均为 4. 22 min) ;光谱图 (图 2、 3、 4)显示胡椒

碱对照品、辐照前后胡椒中的胡椒碱的峰形相同。说

明胡椒可在 10 KGy以下的吸收剂量辐射灭菌。

图 3　辐照前胡椒中胡椒碱光谱图

4　讨论

4. 1　目前未见有关
60
钴-γ射线辐照对胡椒成分影

图 4　辐照后胡椒中胡椒碱光谱图

响的研究报告 ,本实验为胡椒及其制剂 60钴 -γ射线

辐照灭菌的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4. 2　本文考查 60钴 -γ射线辐照对胡椒中胡椒碱含

量的影响 ,对色谱图的保留时间和光谱图的峰形进

行了比较 ,从而使结论更为可靠。

( 1999-09-20收稿 )

3种不同加工川贝母有效成分的比较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广州 510080)　　邝翠仪
 
　钟诗龙　黎曙霞　任　斌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 3种不同加工川贝母有效成分分析比较 ,为优化川贝母加工工艺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提取

不同加工方法处理的川贝母总皂苷和总生物碱并测定其含量。 结果:测得传统加工法、水洗法、打硫法处理后川贝
母的总苷含量分别为 0. 887% 、 0. 949% 、 0. 486% ,总生物碱含量分别为 0. 082% 、 0. 098% 、 0. 095%。 结论: 单因素

方差分析的两两比较显示水洗加工方法为优。
关键词　川贝母　加工　有效成分　含量测定

　　川贝母 Tendril lea f f riti llary Bulb是临床常

用中药 ,目前加工工艺主要有 3种方法。本实验通

过对 3种不同加工工艺处理后的川贝母有效成分

生物碱、甾体皂苷等进行比较 ,为优化川贝母加工工

艺提供理论依据。

1　实验部分

1. 1　①传统加工法:夏季挖取鳞茎 ,去净泥土 ,晒至

半干后撞去外表粗皮 ,再复晒至足干 ;②水洗法:夏

季挖取鳞茎 ,水洗去泥土 ,晒至足干 ;③打硫法: 夏季

挖取鳞茎 ,去净泥土 ,装入网袋置于熏炉中 ,用硫磺

熏后晒干。

1. 2　仪器及材料:岛津 UV-1601PC紫外分光光度

计 ,定量滤纸 ; 3种方法加工贝母。贝母样品均采自

四川阿坝 ,实验时除去杂质 ,粉碎 ,置 60℃ 真空干

燥箱内烘烤 5 h,置干燥器中备用。 贝母素甲

( peimine)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其

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 3　总生物碱的提取: 精密称取各贝母样品粉末

2. 0 g ,以 40 mL 0. 5% 盐酸乙醇为溶剂 , 95℃回流

1. 5 h。冷却后过滤 ,滤渣用 0. 5% 盐酸乙醇洗涤 ,过

滤 ,滤液合并 ,水浴挥干溶剂 ,分次用氯仿溶解 ,过

滤 ,滤液置于 50 mL容量瓶中 ,用氯仿定容。

提取终点的确定: 滤渣用 0. 5%盐酸乙醇洗涤

过滤后 ,以 0. 5% 盐酸乙醇回流 0. 5 h,取提取液约

0. 5 mL,置小试管中 ,加 0. 1 mol /L盐酸 1 mL,放

水浴上将有机溶剂蒸 去 ,放冷 ,滴加改 良的

Drangendo rff试剂 1滴 ,没有发生混浊 ,说明提取完

全。

1. 4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贝母素甲对照品

2. 89 mg于 50 mL量瓶中 ,氯仿溶解 ,定容至刻度。

准确吸取 1. 0, 2. 0, 3. 0, 4. 0, 5. 0 mL于 25 mL量

瓶中 ,加入 2. 0 mL pH 5. 0缓冲溶液及 2. 0 mL

0. 001 mol /L溴麝香草酚蓝溶液 ,摇匀 ,再加氯仿至

刻度 ,震摇 15 min ,移至分液漏斗中 ,分离下层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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