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的增溶与混悬△

1
.

板蓝根注射剂澄明度研究

西北大学化学系 (西安7 1 0 09 6) 石 进超

第二类添加剂注射液
,

经 6 o0 C 恒 温80 d
,

除

个别个样品发现少许细小微粒外
,

余皆澄明清亮
。

碱侧娜目

板蓝根是一种国内最常用的抗病毒中药制剂
,

不仅对流感
、

腮腺炎
、

肝炎有相当疗效
,

而且在某

些情况下
,

对血液系统癌症— 红白血病也有疗效

〔 1
, 2 〕。

但传统制作的药液注射剂稳定性 不 理 想
。

这是中草药注射剂中普遍存在的向题
,

科技工作者

提出了许多改进措施〔3 〕
。

我们在板蓝根注射剂澄明

度研究中
,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1 实脸及结果

1
.

1 板蓝根水溶液制备及含量测定
:

板蓝根水溶液

的制备按文献〔们进行
。

含量测定以药液中含还原糖

作相对标准
。

方法是 2 m l药液
,

加 20 m l 0
.

l m ol / L

H
:

5 0 一 ,

煮 佛 i s m i n
,

冷 却
,

加 Zo m l o
.

l m o / L

N a O H 中和
,

再准确 加人 20 m l 0
.

7m ol / L碘液和

4 o m l o
.

i m o l / L N a 0 H
,

放 置 i om i n
,

加 稀

H : 5 0 一3 m l
,

用 0
.

l m o l / L N a : S : 0 :

回滴至近 终

点
,

加淀粉指示剂 2 m l
,

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
。

另

取 2 m l样品
,

加 40 m l蒸馏水
,

从
“
淮确 加入 20 m l

0
.

l m ol / L 碘液 ” 开始
,

同法作做空白实验
,

两者

消耗 o
.

l m o l / L N a :

S
:

0 .

的毫 升 数之差不少 于

m l
。

1
.

2 注射液配制
:

注射液配制仿文献〔幻进行
。

试制的第 1类添加 剂用量 ( w t % )
:

吐温
一

80 0
.

8 ~

1
.

2
,

多元醇 2
.

0一 4
.

0
,

N a :

S
:

0 3 0
.

0 5 一 0
.

1 ;

第 2

类添加剂用量 ( w t % )
:

多元醇 l ~ 2
,

氨基酸 1
.

2

一 2
.

。 。

经超滤膜过滤
,

分析含量
,

灌封
,

消毒
。

1
.

3 澄明性实验
:

从大量试验得出
,

第 1类添 加

剂的注射液
,

在 6 0o C 下恒温加热9 0 d 而 不 浑浊
。

对其加热老化液作紫外
一
可 见 光谱分析

,

发现老化

液与室温储备液无差别
,

二曲线重迭性 极 好 ( 见

图 )
。

显微镜观测
,

每。 m
’

视野平均观测到粒子直

径 D 大于 5卜为。个
,

~ 5卜的2个
,

i ~ 2件的 s个
`。

对

原液进行超离心实验 50 m i n
,

未观测到有明显的微

粒沉淀
。

注射液在室温放 置2 年不会产生浑浊
。

2

年来的室温放置实验完全证实了上述估算
。

4 0 0
一万而 6 0 0 7 0 0

波长 几( n m )

圈 U V / V ls 吸收曲线

△ : 国家 “ 七五 ” 攻关课题

显微镜观测粒子直径一 5卜的 3个
,

1~ 2卜的 10 个
,

5 协以上的未检测出
。

紫外一可 见光 谱及超离心实验

结果与第 1类添加剂注射液相同
。

室温放置 2 年
,

除个别试样有轻微附壁现象外
,

均澄明清亮
,

均优于

厂方提供的标准 ( 约 19 个月出现聚沉 )
。

2 小结

2
.

1 第 1 类添加剂注射液 以多元醇作溶剂
,

以 吐

温
一
80 作增溶剂

,

以 N a :

5 0
:

作抗氧剂
,

从增 溶 和

抗氧两方面作了改进
,

取得了明显效果
。

提高了药

液的稳定性
。

2
.

2 第 2 类添加剂注射液除加多元醇作溶剂 外
,

还加添了各种氨基酸
,

氨基酸的功能大致有a ) 氨

基酸含有亲水僧水 2 种部分
,

可与药物中有效组分

的微粒形成胶团
,

b ) 与重金属离子形成可溶 性配

合物
, c ) 稳定注射液 p H值作用

。

2
.

3 第 1 类添加剂注射液较经济
,

第 2 类成 本稍

高
,

但免去了国产吐温一
80 质 量 不稳定之虑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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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柳茶对大徽离体脂肪组组 F FA释放的影响 (夕士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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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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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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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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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血浆中脂质转运 于各组织间往往可以反映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
。

现采用多种模型研究了

柳茶对脂类代谢的凋节作用
。

结果表明柳茶能显著降低大鼠血清 T G
,

虽对 T C 的降低 作 用

较弱
,

但能降低卜 L P和升高 H D L 一 C
,

降脂特点与安妥明相似
。

血中游离脂肪酸 ( F F A ) 主要来自脂肪组织中脂肪的分解
,

其浓度增加常反映脂 肪 动

员增加
。

本实验观察到柳茶可使大鼠 F F A含量显著升高
,

离体实验表明有类似肾上腺 素能

样作用
,

虽确切机理不清
,

但表明柳茶确有促进脂肪动员的作用
。

形态学研究也提示长期使

用脂肪细胞出现枯液变性
,

脂肪细胞缩小
,

如果用药时间再适当延长
,

可能会出现较明显的脂

肪组织萎缩
。

以上结果是否与民间所称健身
,

牧畜
“
掉漂

”
有关

,

尚需进一步证实
。

脂肪动员加速时
,

较多酮体或自由脂肪酸进入肌肉等组织
,

业在其中加速氧化利用
。

机

体能十分有效地利用脂肪酸氧化所提供的能量
,

减少对葡萄糖的需要
,

在糖供应不足时
,

脂

肪可代替糖供应能量 以防止血糖浓度过度下降
。

柳茶不但可 以促进贮存脂肪中脂肪的动员
,

为组织摄取利用
,

也可加速血浆乳糜微粒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中甘油三醋的分解
,

降低血中甘

油三醋浓度
,

防止脂肪在肝内堆积
。

柳茶对脂类代谢的调节可能是多环节的
,

是否有应用价

值尚需进一步探讨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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