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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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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中提取药用咖啡因方法的研究进展

安徽农业大学茶 叶系生 化室 (合肥 2 3 0 0 2 6) 黄继抄
宋

摘 要 阐述 了近年来从茶 中提取药用咖啡 因方法 的研究 进展
,

包括升华法
、

溶剂法
、

吸附法和超

临界 C O :
气提法

。

关键词 茶 咖啡 因 提取方法

咖啡因亦称咖啡碱
,

属生物碱类物质
,

化 华罐 内的真空度 为 50
.

“ k P a ,

处理 Z h
,

挥

学名为 1
,

3
,

3
一

三 甲基
一

2
,

6
一

氧 嚷吟
,

分 子式 发物经导管进人冷凝罐冷水冷却
,

保持 30 ℃

为
:
C

8
H 10 0

2
N

4 ,

溶点 2 35 ℃一 2 3 8
`

C 时大量升 一 60
`

C
,

从冷凝罐的底部取出固体冷凝物 (粗

华
。

咖啡因味苦
、

无臭
,

易溶于乙 醚
、

氯仿
、

二 咖啡因 )
,

加少量水溶解
,

漂去焦油
,

经结晶纯

氯甲烷
,

能溶于乙醇
、

丙酮
、

醋酸 乙酷
,

难溶于 化后可得纯咖啡 碱
,

10 k g 茶叶下脚料 可制

乙醚和苯
,

是重要的 医 药原料
。

茶叶 中约含 得 1 8 0 9 咖啡因
,

得率 1
.

8 %
。

陈友仁等设计

2% ~ 4% 的咖啡因
,

是医用咖啡 因的重要来 了新的咖啡因提取装置
,

升华罐与冷凝罐直

源
,

因此
,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技术的研究一 接连接
,

升华罐底部用远红外加热炉加热
,

冷

直倍受重视
,

咖啡因提取方法的研究 已取得 却分离罐由分离罐体
、

收集网
、

环形集水槽
、

显著进展
。

水冷却夹套进出水管
、

烟道和搅拌驱轴组成
。

1 升华法 该装置不仅可 以完成从茶中提取咖啡因的加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升华法制取天然咖啡 热升华
,

而且能直接将升华物冷却
,

分离出咖

因的方法做了大量研究和改进
,

并 申请 了专 啡 因结晶
,

提取时间短
,

产量高
,

纯度好
。

该装

利 〔1一 7〕 。

叶春园等把茶叶末投人 备有搅拌器 置提高 了咖啡因的提取率
,

避免了污染
。

R a -

的升华罐中
,

用 U 形加热管 中的电热丝把机 m as w a m y 采用静电沉淀法 回收粗咖啡 因
,

经

油加热到 ( 1 3 0士 1 0) ℃
,

用油泵把热油打人升 浓缩
、

结晶纯化得纯咖啡因
。

毛小源对结晶箱

华罐的夹层中
,

搅拌
,

用真 空泵抽气
,

保 持升 进行了改进
。

`
_

dA d r e s s
_

:

Hus
n g J i z h en

,

eD p a r t m e n t o f T e a S e i e n e e s ,
A n h u i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U n i v e r ` i t y

,

H e fe i

黄继珍 安徽农业大学茶叶生化教研室 主任
,

副教授
。

从事 茶叶至物化学
、

食品化 学
、

茶的 综合刹 用 及汉加 丁等 专
、
l卜古

向研究多年
,

发表论文多篇
,

其中《脆咖啡碱速溶茶的研究 》论文被安徽省评定为 1 9 9 1~ 1 9 9 3 年度优秀学术论文
。

对以茶
、

银
杏

、

葛根等植物为原料
,

从 中分离提 取茶多酚
、

咖啡碱
、

茶色素
、

茶籽皂 素
、

茶多 搪
、

银杏黄酮
、

葛根黄酮等 天然生物活性物质
有独特见解及方法

,

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天然 药品的开发与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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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溶剂法

中外学者对溶剂法提取咖啡因进行了大

量研究
,

并提出改进方法
。

B o e h o r is h v i l i 在茶

液中先加醋酸铅和 N a Z
H P 0

4 ,

对茶叶汁进行

去杂质纯化
,

纯化后的茶汁中再加人 1%量
、

浓 度 为 2%的 K M n o
;

及 浓 度 为 3 0% 的

N a O H 进一步纯化
,

这样可提高咖啡因的提

取率 〔8〕 。

M i t e h e l l 在茶浸提液中加人 N a ZC O
3

除茶多酚等杂质
,

然后用二氯 甲烷萃取咖啡

碱 〔” 。

仓公敖等研究了从茶叶中提取咖啡碱

的方法
,

并 申请 了专利
,

提 取率为 1
.

01 写一

1
.

6 8 % 〔 l0j
。

石天齐也 申请 了咖啡因制备方法

的专利
,

方法是
:

茶叶与水混合 (为 1 ,

6) 煎

煮 2 0一 6 0 m i n 后
,

用滤布过滤
,

滤液 中加人

1 0% ~ 3 0 %的金 属 盐 溶 液
,

如
:
A g C 1

2 、

H g
-

C 1
2 、

P b ( C H
3
C O O )

: 、

Z n ( C H
3
C O O )

:

等
,

1 0 ~

20 m in 后送入压滤机 中压滤
,

滤液中再加人

5% ~ 3 0 %的 碱 性 溶 液
,

可 以 是 K O H
、

N a O H
、

C a ( O H )
:

等
,

进一步除杂
,

除杂后 的

液体
,

经用结晶法或氯仿萃取法最后都可获

纯咖啡因 〔` ” 。

成锦遥等 申请了咖啡碱生产专利
〔川

,

方

法是
:

将茶叶放人浸提塔 中加水蒸煮 Z h
,

通

过沉淀池沉淀过滤
、

离心分离出提取液
,

进人

清液池
,

蒸 发浓 缩至 4 0 %一 60 %
,

并按 3 : 1

~ 6 : 1 的比例加人氯仿或二氯 甲烷
,

混合均

匀后送人萃取塔 中萃取
,

萃取液在 o一 4℃下

静置 30 一 60 m in
,

然后蒸馏
、

回收溶剂
,

罐中

粗 咖啡 因取 出后 置镇 10 0℃下恒 温 60 一 70

m in
,

最 后放 人 升华 罐 中升华
,

即得纯 咖 啡

因
。

T et s u o 用水
一

氯仿混合物直接浸泡绿茶

末
,

有机相 中的咖啡因直接用结晶法获取咖

啡因
,

2 9 茶的产量为 4 0
.

7 m g 〔` 3 〕 。

李沿 飞等 采用 6 m ol 盐 酸调节 茶 汁至

p H 值为 2
,

煮沸 3 h
,

离 心过滤
,

浓缩 至 1/ 2

体积
,

再加入 1 0% N a O H
,

调节 p H 至 1 2
,

用

抓仿分 2 次提取
,

合并有机相
,

用 l m ol / L 盐

酸 洗涤
,

弃去水相
,

蒸 干有机相 ( 回收抓仿 )
,

固形物置 1 0 0℃ 一 1 0 5℃烘箱 中烘干 即得粗

咖啡碱
。

粗咖啡碱 用 10 倍 水溶液
,

过滤
、

蒸

.

4 7 4
.

发
、

重结晶
、

烘干
。

烘干后的咖啡因中通人 1/

5 重量 的氧化镁
、

咖啡因
,

氧化镁混合物置真

空 箱 中升 华
,

温度 控 制 在 16 0℃ ~ 2 0 0℃之

间
,

收集升华物即可得纯度为 99 %的天然咖

啡因 〔`们
。

葛宜掌等 ` , 5 ,将茶末放人浸提罐中
,

加入 4一 6 倍茶 叶重量 的含水酒精 ( 乙醇
一

水

= 4 : 6 )
,

加热浸提 3 0一 4 5 m i n
,

过滤
,

滤渣

再用 2~ 4 倍含水酒精浸提 30 m in
,

合并滤

液
,

浓缩滤液至原体积的 1 5/ ~ 1 7/
,

冷却
,

待

植物胶
、

叶绿素
、

多酚
、

植物蛋白及其他脂溶

性杂质沉淀完全
,

上清液中再加入茶叶重量

2 5% ~ 3 0%的生
、

熟石灰混合物 ( 生石灰
一

熟

石灰一 2 :

3) 作为剩余杂质的掩蔽体
,

搅拌均

匀后干燥脱水成粉状
。

将粉状物投人升华罐

内
,

在常压或减压下 升华
,

即可得 天然咖啡

因
,

该法可提取 出茶叶中 75 % ~ 8 5%的咖啡

因
,

其纯度可达 9 9
.

9%
〔4 〕 。

3 吸附法

硅藻土
、

活性炭等均可吸附咖啡碱
,

日本

学者用 2 0 m L 乌龙茶汁通过填充有 3 0 9 硅

藻土 的吸附柱
,

然后用 15 0 m L 二氯 甲烷洗

脱
,

可将柱中 9 9
.

8%的咖啡因洗脱
。

活性炭

常被用作咖啡碱的捕集剂使用
,

在使用 C O
Z

气提法脱除植物中的咖啡因时
,

常被用作吸

附 C O : 中咖啡因的吸附剂 〔`幻 。

从活性炭中回

收咖啡因的方法 已申请了专利
,

是用 70 %的

醋酸洗脱
,

洗脱温度不低于 1 0 0 C 〔̀ 7〕 。

4 超临界 CO :
气提法

超临界流体分离技术是 近 20 年发展起

来的分离方法
,

它具有对有机物溶解度大
、

传

质速率高
,

操作条件温和等优点
。

用 CO
:

作

为超临界溶剂安全
、

方便
。

国内外已有用超临

界 C O
:

流体分 离提取茶叶 中的咖啡 因的报

道 (18
一 22j

,

该 法 通 常 使 用 的 压 力 为 1 2 ~ 22

M P a ,

温度 4 0℃ ~ 8 0℃
,

C O
:

中可 以 加或不

加夹带剂
,

常用的夹带剂为乙醇
。

该法 目前生

产成本较高
,

尚难为生产厂家接受
,

不过
,

该

法可通过综合提取多种成分 降低成本
。

对于

茶叶来说
,

可 同时获得茶多酚和咖啡因二种

药用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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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防己碱制剂研究进展

华西 医科大学药学 院 (成都 6 10 0 4 1) 李凤前
’

陆 彬

摘 要 综述 了粉 防己碱的 口 服片剂
、

注 射剂
、

气雾剂
、

软胶 囊剂及其脂 质体
、

微球等新 型给药系

统的研究进 展和概 况
,

比较 了各种剂型 的优劣
,

为该药新 剂型 的开发和研究提供参考
。

关键词 粉防己碱 给药系统 制剂

粉防己碱 ( t et ar
n击 in e ,

T et ) 是从 粉 防 为治疗肺动脉高压的理想药物
。

己 s t eP 入a n i a t e t ar n己r a 5
.

M o o r e 的干燥块 2 注射剂

根中提取的一种双节基异喳琳生物碱
。

研究 T et 作 为生物碱
,

可与稀盐酸成盐而 具

表明 T et 具有消炎
、

镇痛
、

降血糖
、

抗肿瘤
、

抗 有 良好的水溶性
。

将 T et 溶入适量稀盐酸
,

以

矽肺
、

降血压
、

抗心率失 常等 广泛 的药理作 0
.

1%的焦亚硫酸钠为抗氧剂
,

。
.

03 %的乙二

用 〔 1〕 。

近年来出现了 T et 的 口 服片剂
、

注射 胺 四醋酸二钠为金属离子络合剂
,

加人适量

剂
、

气雾剂
、

软胶囊剂等普通 剂型
。

为 了使 氯化钠调节渗透压可制成 T et 的注射剂 〔 2〕 。

T et 更合理地应用于临床
,

采用药剂学 的手 T et 制成 注射 剂可快 速产生药理作 用
,

段将其 制成 脂质体
、

微球等 新 型 给药 系统 但必须考虑其安全性
。

小 鼠尾静脉注射 T et

( d r u g d e l i v e r y s y s t e m
,

D D S ) 的研究也不 断 的 L D
S。
为 ( 3 7

·

5士 3
.

6 )
n 、g / k g

,

若按人和动

出现
,

现综述如下
:

物体表面积折算等效剂量 比率来计算
,

临床

1 口服片剂 应 用 T et 静脉 注射 降压 的剂量为每 次 18 0

T et 已由浙江金华制药厂提取
、

纯化
,

并 m g (体重 50 k g )
,

对家兔 降压的有效剂量约

制成了糖衣片 〔幻 ,

作为抗风湿
、

抗矽肺及抗肺 为 10 m g k/ g
,

与 引起 中毒 的剂 量 ( 15 m g /

癌增效药而广泛应用于临床
。

近期 临床研 k g )之 间的范 围较 窄
,

有效剂量 约为 中毒剂

究 〔3〕表明
,

口服 T et 片剂 2 0 0 m g
,

每天 3 次
,

量的 “ %
〔们 。

这提示临床应用 T et 静脉注射

短期内可 降低肺动脉高压
,

改善肺动脉血气 给药
,

应注意控制其剂量范围
。

家兔对 T et 的

及右心室功能
,

同时对心率和正常体动脉压 耐受性可能较低
,

T et 静 脉给药的安全性值

无明显影响
,

且副作用极小
,

提示 T et 可望成 得再评价
,

应考虑将其进行剂型改造以 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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