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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菊感冒片是由桑叶
、

菊花
、

桔梗等 8味中草

药配伍而成
。

由于处方量较大
,

将 6 味中药提取制

得浸膏
。

因浸膏占该药总量的 83 %
, _

几大部分原料

含粘胶质过多
;

桔梗的细粉
,

不但粘度较大
,

而且

疏水性较强
,

它和浸膏搅拌在一起
,

更增加了该药

的粘度
,

由于主料含量太多
,

加人辅料的比重相应

太少
,

所以造成药粉粘度很强
,

难以制粒
。

由于该

药的片重较大
,

加大了片子的厚度
,

影响了崩解
。

压片时压力过大时片子致密
,

渗水能力差
。

室内湿

度大
,

药片储存不当
,

片子吸湿变软
,

而减弱了吸

水性
,

再加之润滑剂硬脂酸镁疏水作用
,

所以种种

因素影响了片子的崩解时限
,

使产品质量不稳定
。

针对桑菊感 冒片崩解迟缓的质量问题
,

笔者进

行了多方面的试验研究
。

1 正确选择崩解材料

为了使片子加速崩解
,

必须合理选择崩解性能

较好的崩解剂
,

采用了经丙基甲基纤维素
,

翔甲基

淀粉
,

高温干燥淀粉
,

业减少了硬脂酸镁的用量
,

不加任何粘合剂
,

减少制湿粒淀粉
,

增加整粒淀粉
。

2 控制出膏旦和烘千质量

针对桑菊感 冒片浸膏量大粘胶脂多的特点
,

必

须严格控制出膏量
,

保持在正常的限度内
。

浓缩裔

烘千采用真空加热干燥
, 、

从严掌握真空度和温度
,

干品呈蜂窝状褐黄色为正品
;
切不可真空度太小而

使浸膏结成硬块
,

温度较高时极易焦化
,

即影响产

品质量
,

又不利崩解
。

因此
,

保证浸膏的烘千质量
,

是促进崩解的重要因素
。

3 合理使用崩解剂
,

保证颗拉质量

该品种由于浸膏量大
,

粘性强
,

因此制粒难度

较大
。

首先要严格控制乙醇浓度
,

切不可太低或过

高
,

加入适量的崩解剂和淀粉
,

混合均匀
,

采用糖

衣罐旋转喷雾制软材
,

然后制成湿颗粒
。

烘干时严

禁熔化结块
,

以保持颗粒松软适宜
,

水分控制在洲

~ 7%
,

整粒时加入干燥淀粉 8% ~ 10 纬及少量硬脂

酸镁
。

颗粒需妥善保管
,

严防吸湿水分超限
。

4 从严控制药片硬度以利崩解

必须严格掌握压片机压力
,

控制好片子的硬度

对加速崩解起重要作用
。

切不可压力过大
,

使片子太

坚硬
,

渗水能力差
,

影响崩解
。

5 妥善储存成品和半成品
,

谨防吸湿变软

必须保持干燥
,

遇水后方能渗透膨涨迅速崩解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经过生产实践
,

选用崩

解性能好的材料
,

完善的生产工艺
,

提高操作水平
,

会使桑菊感冒片产品质量推向新的高度
。

( 19 9 4一 l。一 J I收稿 )

N下生长韭不好
,

可能由于钱的浓度较高
,

加之夏

季高温
,

引起按的毒害
;

再者黄连喜钱
、

喜硝的特

性也显示出并不是绝对的
,

在N O
一 3 一N 十 N H

+ ` 一N

混合氛源下黄连生长得最好
,

比其它处理多长新叶

3 ~ 5 片
,

这对黄连这种生长极慢的植物来说也是

很重要的
。

3
.

2 氮素营养对小粟碱形成的影响
:

氨基酸 中 的

酪氨酸是小策碱合成的前体〔 5 〕。

不同氮源影响小雌

碱的累积
,

可能与氮源的性质有关
。

当植株吸收的

氮以N H
+ 4为主时

, N H
+ ` 一般是在根部同化成较

简单的氨基酸和酞胺
,

根部氨基酸量增多
,

会有利

于生物碱的合成
。

研究发现小谁碱的合成也主要在

根部〔 6〕
、

而当植物吸收的氮以 N O
一 。

为 主 时
,

N O
一 :

主要在叶部还原
,

还原同化后的有机氮素在向下输

送时
,

首先满足植株本身生长的需要
,

根部氨基酸

的积累较少
,

生物碱的合成也少
。

有待于进一步的

证实
。

总之
,

硝态氮加按态氮混合氮源
,

对黄连苗的生

长更有利
,

其产量和小粟碱含量都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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