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测其 �� 值
,

观察随 � � 值的 变化
,

药液的 澄清

度和颜色的变化规律
,

结果如下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一二玄窗二一
,

一
二

落病⋯一
·

寮爵〔久置沉捉 ’
。

通 过上述实验
,

认为 �� 值在 �
�

� � �� � 之 间有

效成分稳定
,

含量高
。

同时我们又对活性炭 的用量 及使用方法进行 了

考查
,

选择 加 �
�

� �活性 炭
,

煮沸 �� � ��
,

即可提高

样品的澄清度
。

� 小结与讨论

综合 上述实 验结果
�

丹参 口服液的 制备工 艺如

下
�

取丹参饮片 � � �� �
,

加 � 倍量水
,

浸泡 � �
,

煎煮

�
�

� �
,

滤过
,

滤渣再分别 以 �
�

� 倍量水 煎煮两次
,

每

次 � �
,

滤过
,

合并 滤液
,

滤 液浓 缩至 � � � � � 左右
,

冷却后
,

加 � � 明胶 水溶液 至上清液不 产生沉淀止
,

静置 � � � ��
,

加乙醇至含醇量达 � � �
,

静置 � � �
,

滤

过
,

滤液减压浓缩至稠膏状
,

加水至 ��� � �
,

冷却 ��

�
,

滤过
,

加 �
�

� �活性炭 煮沸 � � � �� 冷却 � � �
,

滤

过
,

加 �
�

� �甜 叶菊昔
,

加蒸馏水 至 � � � � � �
,

调 节

�� 值至 �
�

。一 �
�

� 之间
,

滤过
、

灌装
、

灭 菌即得
。

同时
,

我们对不 同 �� 值条件 下 的样 品液 在 其

最 大的吸收 �� � � 士 �� � � 处测其吸收度
,

结果 表明
�

� � 值 在 �
�

� � �
�

� 范围 内吸收 度最大
,

故我 们 内控

其 口服液的 �� 值在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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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黄雌黄的电镜
一

能谱仪分析

南京中医药大学制药 厂 �� �。。� ��

江苏省刑事科学研究所

陈宪平

赵武生 陈 进

雄黄 主要成分为二硫化二砷
,

雌黄主要成分为

三硫化二砷
,

两者 经常同时存 在 �� �〕。

雄黄具有燥湿
、

杀虫
、

祛风和解毒之功效
。

对 于雄黄和 雌黄的检验
,

常用方法 为化学分析法
,

对两者难 以 区别
。

为了进一

步探讨雄黄和 雌黄的化 学组成 和形 态结构
,

进 而建

立一 种新 的检 验方法
,

作者采用 扫描 电子显微镜和

能谱仪对 两者的形 态结 构和元素组成进行 了测定
。

� 仪器与材料

�
�

� 仪器
�

� � � � �
一
� � � �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美 国

� � � � � 公 司产 �
,

� �  �� � � 型能谱仪 �美 国 � �
�

� � � 公 司产 �
,

国产 � � �
一
� 离子溅射仪

。

�
�

� 药 品
�

雄 黄 和雌黄均 为 江苏省药品 检验所提

供
,

经腾健昌主任药师鉴定
,

符合药 用要求
。

� 方 法与结果

�
�

� 雄黄
�

取雄黄的块状物 和粉末适 量
,

固定在样

品杯的双面纸上
,

供电镜作元素分析用 �再置离子溅

射仪中镀金后
,

供扫描电镜观察形态结构用
。

�
�

� 雌黄
�

同雄黄处理样 品
。

�
�

� 扫描电镜
�

加速电压 �� ��
,

工作距离 �� � �
,

放大倍数 � �一 � � � 倍
。

《中草药》� � � � 年第 � � 卷第 � 期

�
,

� 能谱仪
�

薄 窗探头
,

面 采样 � � � � ,

�� 计算程

序
。

�
�

� 离子 溅射仪
�

高压 �
�

�� �
,

离 子电 流 � � �
,

溅

射时 间 � � ��
。

�
�

� 扫描电镜观察
�

块状和粉末状的雄黄和雌黄在

� �一 � � � 倍 的视 场 中
,

均 呈大小 不一 的柱 状晶 体或

不 规则 晶体
,

有纵 向条纹
,

断 面可见有光 泽的颗粒
。

�
�

� 能谱仪测定
�

雄黄和雌黄 中的主要元素均为砷

和硫
,

但两者之 间元素的组成 比存在 着 明显的差 异

�表 ��
。

表 � 雄黄和雌黄的元素组成比 �呱
, � � ��

。

药品 砷 �� � � 硫 �� �

雄黄 � �
�

� �  �
�

� �

雌黄 � �
�

� � � �
�

� �

� 讨论与小结

�
�

� 雄黄和雌黄在 �� � ��� 倍下观察
,

均为柱状晶

体或 不规则 的晶体
,

有纵向条纹
,

其间见有光泽顺

粒
,

晶体与文献记载 相符
,

两者在形 态结构上未呈现

有特征性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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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值
,

以 � � 值表示腹腔 毛细 血管通透 性

的程度
,

结果见表 �
。

表 � 对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晌

�� � � �
, � 士 � �

组别

� �

赛葵根

赛葵全草

剂量 �� � � � � � � 值

��

� �

地塞米松 �
�

� ��

�
�

� � � 士 �
�

� � �

�
�

� � � 士 �
�

� � �
�

�
�

� � � 士 �
�

� ��

�
�

� �� 士 �
�

� � �
朴 “

�
�

� �� 士 �
�

� � �
,

结果表明
�

赛葵根和赛葵全草高剂量能

降低小 鼠腹腔对伊文思蓝的通透性 �分别 为

� � �
�

� � 和 � � �
�

� � �
。

� 讨论

赛葵根
、

赛葵全草 � 个 剂量 均能使 发热

家兔体温缓慢持续性降低
,

表明赛葵 有解 热

作用
。

赛葵全草 � 个剂量均能延长小 鼠热板

痛反应时间
,

并能减少扭体 鼠数及扭体次数
,

表明赛葵全草有镇痛作用 �赛葵根虽 能延长

痛反应 时间和 减少小鼠扭体次数
,

但没有统

计学意义
,

表明赛葵根镇痛作用较弱
。

赛葵根

和赛葵全草高剂量能抑制二甲苯所致的鼠耳

肿胀
,

降低小 鼠腹腔对伊文思蓝的通透性
,

表

明赛葵有抗炎作用
。

以上实验结果与文献记

载赛葵有
“

清热
”

功效相符合
。

鉴于赛葵全草

与赛葵根解热镇痛抗炎药理作用相近
,

临床

上
“

清热
”

用全草更为节约药源
。

赛葵的解热

镇痛抗炎机制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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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能谱仪的元素测定
,

雄 黄和 雌黄在 元素配 比上

存在着 明 显差 异
,

雄黄中 砷 与硫 的 重量 百分 比为

1
.
27 : 1 ,

雌黄中砷和硫重量百分为 1
: 1
.
25

,

雌黄中

硫 的 比例 明显 高于雄黄
,

与文 献中所记载的 两者 的

元 素组成相符
。

3

.

3 采用配有能谱仪的 扫描电子 显微镜测定雄黄

和雌黄
,

特别是对元素砷 和硫的测 定
,

可 以有效 的对

.
43 8

.

雄黄和雌黄进行 区别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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