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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 L C 法比较不同工艺制备的黄连解毒汤及

日本汉方黄连解毒汤中黄等昔含量

沈 阳药科大学 中药系 (l 1 0 0 15 ) 沈 嘉
,

吴秋媚 ”

摘 要 用 H PL C 方法 测定 4 种 不同工艺制备 的黄连解毒汤提取物粉末及 2 种 日本 汉方制剂黄

连解毒汤 中的黄琴昔含量
。

结果表明方法 简便
、

快速
、

精密度及 回收率好
,

适合 于制剂生产中多批

量产 品的质 量控制
。

采用 此法 比较了不 同工艺 制备 的黄连解毒汤及 日本汉 方制剂 东洋黄连 解毒

汤
、

津村黄连解毒汤的黄琴昔的含量
。

关键词 黄荃昔 黄连解毒汤 汉方制剂 HP L C 测定

黄连解毒汤原载于唐
·

《外 台秘要 》
,

由

黄连
、

黄荃
、

黄柏和桅子组成
,

为清热解毒的

代表方
。

经现代实验药理学研究发现该方具

有抗菌
、

解热
、

抗炎
、

降压和调节免疫功能等

作 用
。

近 年 报 道
,

黄 连 解 毒 汤 (以 下 简 称

H L JD T ) 尚有改善脑血流 作用
,

用于 治疗脑

卒中后遗症
,

改善脑血管性痴呆症状等
,

该方

亦有 明显的益智
、

抗衰老作 用
〔‘

,
2 , 。

在 日本 H L JD T 的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

范围同样较广
,

并有不 同汉方药公 司生产的

几种 H L JD T 颗粒剂
,

如东洋黄连解毒汤
、

津

村黄连解毒汤
,

是临床上治疗高血压的两大

代 表方 (H L JD T 和钩藤散 ) 中应用率较高的

一个
,

还较多的应用于治疗脑血管病如
:

脑梗

死
、

脑 出血后 陈旧 性半 身不遂
,

阿耳 茨海默

病
,

帕金森氏症 ;还用于湿疹
、

带状疙疹等症
,

可见其临床应用范围之广 〔3
,
4〕。

黄连味苦
,

传统水煎剂及 日本汉方颗粒

剂都不便 口 服
,

故 以 新工艺制备 H LJD T 提

取物
,

减少服用剂量以利制成固体制剂
。

现将

不 同工艺制备的 H LJD T 提取物与 日本汉方

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含量进行 比较研究
。

本

文报道黄荃昔测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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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药用植物 及复方 中药 有效 成分富集提取及活性 测定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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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1 年一 1 9 9 3 年在瑞典 U p p sa la 大学 生物医学 中心进行药用植物 中血小板活化 因子 (PA F )拮抗剂
、

5
一

脂氧合酶
、

环氧
合酶抑 制剂的体外筛选工作

,

参 加银杏标准提取物研究工 作
。

1 99 6 年 8 月 ~ 1 9 9 7 年 3 月 应 日本岛根医科大学邀请
,

参 加文
部省课 题

,

进行复方 中药 中抗 炎及免疫调节成分研究等
。

在 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
。 “

无糖富集有效成分提取及其制
品

”

获 国家发明专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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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2
-



LC
一

10 A T 液 相 色 谱 仪 (日 本 岛 津 )
,

2 药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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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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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6A 数据 黄芬昔对照品 (中国药 品生物制 品检定

处 理 机 ; C x
一

25 型 超 声 清 洗 器 ; 分 离 柱
:

所 ) ;实验用水为重蒸馏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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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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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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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连解毒汤样品及制 荆

样 品及制剂 处方中黄
黄连 黄芋 黄柏 桅 子 芬含量 (% ) 来源

新工艺

四味

水煎

醇提

东洋

津村

新 工艺提取制成 (合提 )

单味生药提取后合并 (单提 )

传统水煎提取制成 (合提 )

6。% 乙 醇 回流 3 次制成(合提 )

日本市售汉方制剂

日本市售汉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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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性及精密度测定

精密称取黄 荃昔对 照品约 l m g
,

置 25

m L 量瓶 中
,

加少量 甲醇使溶解
,

然后加水稀

释至刻度
,

即得 0
.

04 m g / m L 黄荃 昔对照溶

液
,

分别精密量取 1
、

3
、

5
、

7
、

10 拜L 依次进样
,

测定峰面积
,

以进样量印 g )对峰面积进行线

性 回归
,

得 回 归方 程 (n ~ 3) 为
: Y 一 1

.

3 O X

1 0 6

X + 3
.

5 2 X 1 0
3 , r = 0

.

9 9 9 8
,

结 果表 明在

0
.

04 一 0
.

4 拜g 范围内线性关系 良好
。

另取对照溶液
,

分别进样 1
、

5
、

1 0 拌L ,

各

重复进样 6 次
,

测定相应峰面积
,

其 R S D 分

别为 1
.

3 %
、

1
.

3 %
、

1
.

1 %
。

4 加样回收实验

精密称取上述供试 品粉末适量 (相 当于

含黄荃生药约 20 m g )
,

加人精密称定 的黄琴

昔对照品约 l m g
,

置三角烧瓶 中
,

加 45 % 甲

醇 30 m L
,

超声提取 l h 〔5〕 ,

滤人 1 0 0 m L 量

瓶
,

以水洗 涤三角烧瓶及滤渣一并 滤人量瓶

中
,

以水定容至刻度
。

适当稀释
,

用 。
,

45 拌m

滤膜过滤得 供试液
,

精密进样 5 拜L 测定 含

量
。

另平行制备同量供试 品
,

不加黄荃昔对照

品
,

同法操作
,

测定含量
。

二者含量之差
,

换算

成测得量
,

与实验 加入量 相 比较
,

即得 回收

率
,

结果见表 2
。

5 样品测定

黄 琴 生药
:

取样 品粉末 (过 4 0 目筛 ) 约

《中草药 》19 9 9 年第 3 0 卷第 2 期

O
·

0 5 9
,

置三角烧瓶 中
,

同 4 项 自
“

加 4 5 %甲

醇 3 0 m L
,

⋯⋯
”

起测定
。

含黄荃昔各样品
:

分别称取相当黄荃生

药约 0
.

0 5 9 的样 品
,

操作 同生药测定
。

测得

图谱见图 1
。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2
。

表 2 黄岑及 ‘种黄连解毒汤中黄琴昔

含 , 及加样回收率 (n ~ 3)

样品 含量 ( m g / g ) R SD ( % ) 加样回收率( % ) RS D (% )

黄等生药 9 6
.

47 1
.

88 10 0
.

5 0
·

7 3

新工艺 3 7
.

03 0
.

72 9 7
.

6 1
.

0 4

水煎 3 7
.

83 1
.

54 92
.

4 0
.

9 3

四味 2 2
.

42 2
.

83 10 6
.

8 1
.

8 3

醉提 3 6
.

0 3 2
.

07 10 1
.

8 2
.

3 9

东洋 3 1
.

18 0
.

88 10 0
.

8 2
.

4 7

津村 2 2
.

20 2
,

14 10 8
.

0 2
.

1 7

6 讨论

6
.

1 本实验证 明以九五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典一部 收载的测定黄琴生药 中黄荃昔 的

H P LC 方法测定复方黄连解毒汤制剂及提取

物之 中的黄琴昔具有 准确
、

快速
、

方便
、

回 收

率和精密度好的优点
。

6
.

2 实验样品中黄荃昔含量次序为
:

水煎>

新工艺> 醇提 > 东洋 > 四味> 津村
。

水煎提

取物 中黄荃昔含量最高
,

新工艺近于水煎
,

可

见传统水煎工艺确有独到之处
。

而新工艺制

备的 H L JD T 干粉收率低
,

但物理性状好
,

利

于减小剂量制成固体制剂
。

6
.

3 日本汉方制剂 H L JD T 处方中的黄琴

·

1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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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艺提黄连解毒 汤

5
一

水煎提取黄连解毒 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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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味药提取后合并黄连解毒汤 3
一

东洋黄连解毒汤 4 一

津村 黄连解毒汤

6
一
6 0% 乙 醇提黄连解毒汤 7一黄荃生药 8

一

缺黄等 阴性对 照

图 1 含黄岑昔提取物及 日本汉方制剂色谱图 ( ,
为黄岑普 )

所 占百分 比较高
,

但黄荃昔含量并不高
。

新工

艺 的黄荃昔含量高于东洋
,

可 以认为新工艺

提取物 的化学成分更接近于水煎
,

并可较大

量地富集其他有效成分
。

6
.

4 单味 中药分别提取后合并的样品中黄

琴昔含量最低
,

证 明复方 中药合提时各组分

之间互溶共溶有利于有效成分的浸 出
。

6
.

5 本实验各 固体样 品制备成供试液后应

在 1一 Z d 内进行测定
,

否则其黄琴昔将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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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考 文 献

1 郭 月英
,

等
.

中成药
,

1 9 9 3
,

1 5 ‘8 )
:
2 9

2 于庆海
,

等
.

中成药
,

1 9 9 6
, 1 8 (8 )

: 2 7

3 株式 会社 以 占 于
.

T s u m u r a K a m o p M e d ie in e fo r E ithi
-

e a l U s e ,

1 9 9 6
:
3

4 崔存利
,

等
.

国外 医学
一

中医中药分 册
,

19 92
,

14 (5 )
:
1

5 郭 平
,

等
.

药物分析 杂志
, 1 9 9 5 ,

1 5 (5 )
:
1 3

(1 9 9 8
一

0 8 一 1 0 收稿 )

红花干物质和化学成分含量动态变化规律研究△

第二军 医大学药学 院 (上海 2 0 0 4 33) 郭美丽
牵

张芝玉 张汉明 苏中武

摘 要 红花干物质和 黄色素 动态积 累规律符合 Y ~ a + b X + c X Z
的一 元二次 方程

,

而腺昔含量

的动态 变化规律在前 3 d 内符合 Y ~ ae bx 的指数方程
,
3 d 后则呈直线下 降

。

根据 干物质和化学成分

的动态 变化规律得 知
:

红 花在开 花后第 3 天的早晨 6 :

06 ~ 8 :

30 的时间 内采收 最佳
,

其 时间的两

个端点分别是黄色素和腺昔量最高的时间
。

关键词 红花 干 物质 黄色 素 腺昔 积累 动态

红花 Ca rt h a m u : tl’nc to ri u : L
.

是传统的

活血化癖 中药
,

在现代 医学 中是预防和治疗

冠心病
、

心肌梗死 和脑血栓等 中老年常见病

的重要中药
。

研究表明
,

红花 中起活血化痛作

用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红 花黄色素 (s af n o w 盯

y e llo w )和腺昔 (a d e n o s元n e )〔
‘一 ’〕

。

本研究在对

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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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从事药用植物栽培教学和科研 工作
。

1 9 9 6

学 系获博士学位后 留校 承担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教学 工作
。

主要从事红花栽培及其资源评 价研 究工作
,

△ 国家 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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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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