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对他们的毒性则很小, 叶子的提取物则没有任何毒性。通

过对蝗虫成虫拒食红茄　不同部位的提取物的研究表明, 其

树枝和木髓的提取物中含有较高的拒食素, 树干木头部分中

含量很少, 而树叶部分则基本不含拒食素。研究结果表明, 红

茄　是一种潜在的生物杀虫剂资源。

214　抗 SFV (Sem lik i fo rest virus) 活性: 通过小鼠体内试验

发现红茄　的树枝提取物对 SFV 病毒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树枝提取物对 SFV 的半数有效抑制浓度 (EC50)为 6 ΛgömL ,

半数引起细胞病变浓度 (CC50) 为 110 ΛgömL , 树枝提取物

[ 31125 m gö(kg·d) ]可以使 40% 的小鼠生命延长 518 d。根

部提取物对 SFV 的EC 50为 15 ΛgömL , CC50为 111 ΛgömL , 而

在 31125 m gö(kg·d) 的质量浓度下, 可以使 10% 的小鼠生

命延长 117 d [15 ]。

215　其他药理作用: 红茄　的树枝提取物通过动物体内试

验证明, 还具有抗新城疫病毒、抗牛痘病毒和抗脑心肌炎病

毒的作用[16～ 18 ]。另外, 作为传统的民间用药, 红茄　可以用

来治疗出血、血尿症、心绞痛和糖尿病等。

3　结语

红树植物红茄　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药用植物, 其化学成

分主要是多糖、萜类化合物和甾类化合物, 其中含量较多的

为萜类化合物; 红茄　具有抗艾滋病、抗菌、杀虫、抗牛痘病

毒、抗脑心肌炎病毒等药理活性与其含有多糖、萜类和甾类

等化合物密切相关。红茄　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之间的构

效关系仍需进行深入的研究, 如日本学者报道的红茄　中的

多糖具有抗艾滋病的作用, 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而其他

的起药理作用的物质也不清楚。目前, 国际上大多把红茄　

作为建筑材料或燃料进行采伐, 忽略了其环境价值和药用价

值。红茄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药用资源, 应该加大对其的保

护和研究工作, 使之得到更合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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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萃取在中药提取和分析中的应用

马长雨1, 杨悦武2, 郭治昕2, 祝国光2, 元英进1Ξ

(11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制药工程系, 天津　300072; 21 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300402)

　　微波萃取是利用微波能强化萃取的一种很有潜力的新

型萃取技术。微波最早应用于植物成分提取。随后, 在提取方

面, 微波技术的应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通过十几年来的努

力和发展, 微波萃取技术已应用到香料、调料品、天然色素、

中药、化妆品和土壤分析等领域。微波具有穿透力强, 选择性

高, 加热能力强等特点, 从而可获得高的萃取速度和萃取效

率及较好的萃取质量。因此在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应用中具有

许多突出特点, 解决了传统提取技术的一些不足之处。

1　微波的萃取机制

微波最早应用于通讯和军事, 是频率在 300 M H z 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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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M H z 的电磁波 (波长 1m ～ 1 mm )。

通常, 一些介质材料由极性分子和非极性分子组成。在

微波电磁场作用下, 极性分子从原来的热运动状态转向依照

电磁场的方向交变而排列取向, 产生类似摩擦热。在这一微

观加热过程中交变电磁场的能量转化为介质内的热能, 使介

质温度出现宏观上的升高, 这就是对微波加热最通俗的解

释。由此可见微波加热是介质材料自身损耗电磁场能量而发

热。水是吸收微波最好的介质, 凡含水的物质必定吸收微波。

有一部分介质虽然是非极性分子组成, 但也能在不同程度上

吸收微波。微波萃取是高频电磁波穿透萃取媒质, 到达被萃

取物料的内部, 微波能迅速转化为热能使细胞内部温度快速

上升, 当细胞内部的压力超过细胞壁承受能力, 细胞破裂, 细

胞内有效成分自由流出, 在较低的温度下溶解于萃取媒质,

再通过进一步过滤和分离, 便获得萃取物料。在微波辐射作

用下被萃取物料成分加速向萃取溶剂界面扩散, 从而使萃取

速率提高数倍, 同时还降低了萃取温度, 最大限度保证萃取

的质量。

2　微波萃取和其他萃取方法的比较及其优势

微波萃取技术与现有的其他萃取方法相比有明显的优

势。化学溶剂萃取法耗能大、耗材多、耗时长、提取效率低、工

业污染大。超临界流体提取在提取效率上得到大大提高, 但

其方法要求的装备复杂, 溶剂选择范围窄, 需高压容器和高

压泵, 故投资成本较高, 建立大规模提取生产线有工程难度。

微波萃取的主要优点是: 借介质从物料内部加热萃取, 可有

效地保护食品、药品以及其他化工物料中的功能成分, 纯度

高、萃取率高; 对萃取物具有高选择性; 速度快、省时, 可节省

50%～ 90% 的时间; 溶剂用量少; 安全、节能、无污染、生产设

备简单、节省投资。

3　微波萃取工艺流程

原料清洗—切片或粉碎—溶剂与物料混合物—微波提

取—滤过—浓缩—分离—得到提取组份。

4　微波在提取中药中的应用

411　植物皂苷: 微波萃取在植物皂苷提取过程的报道比较

多, 但微波对某些化合物有一定降解作用。由于微波技术加

热快、时间短, 可能比一般传统提取方法破坏作用还小。微波

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使降解酶失活, 因此微波在中药皂苷

提取过程更为突显其优势。目前已有应用微波帮助提取重楼

中重楼皂苷和高山红景天中的高山红景天苷的报道。结果表

明, 微波提取所得产品具有杂质含量低、有效成分含量高, 且

提取时间短的优点。黎海彬等[1 ]以干罗汉果为原料, 在微波

辐射条件下, 以水为溶剂提取罗汉果皂苷。通过实验发现微

波辅助水提取法提取罗汉果皂苷平均提取率为 7015% , 比

常规水提取法高出 45% , 而时间缩短了一半。

412　植物果胶: 国外科技工作者利用果胶酶及其伴生物, 在

印染前处理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除了普通果胶酶以外, 原

果胶酶和碱性果胶酶成为最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萃取是依

据原果胶在稀酸及加热下水解成可溶性果胶理论而进行的,

提胶时溶液 pH 值、温度、时间及酸的种类对果胶质量及数

量影响极大。刘峥等[2 ]在以柚皮为原料在微波条件下用盐酸

溶液萃取, 硫酸溶液提取果胶。微波用于天然成分的提取, 选

择性强、操作时间短、溶剂耗量少, 并且能极大程度的保留分

离组份的天然活性。果胶是复杂的高分子植物糖, 传统的加

热提取方法提取果胶需高温和较长的时间, 原料中的果胶不

可避免地产生变性和分解破坏。结果发现随着微波辐射时间

的延长有利于柚皮中的果胶质充分转移到液相中, 果胶的产

率不断提高, 但增长的趋势趋于缓和。辐射时间过长, 溶液中

的果胶质可能在较高温下的酸性环境下发生了降解, 导致产

量下降。与传统的方法相比微波辐射能大大加快组织的水

解, 使果胶提取的时间由传统方法的 90 m in 缩短到 5 m in,

样品的质量好, 除灰分稍高外, 其平均相对分子质量, 果胶的

性能、色泽、感观等指标都有所提高。

413　挥发油: 微波萃取挥发油[3 ]的研究很多, 也取得了很大

进展。但在挥发油提取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1) 不同植物

的挥发油不同, 其对应的最佳的微波功率是不同的。因此对

挥发油的提取要在实验中不断的总结各个植物的最佳工艺。

2)微波辐射的时间不能过长, 长时间的微波辐射可能使挥发

油中不稳定的成分降解。3)微波功率不能太高, 这样可能挥

发油来不及冷凝就跑掉了, 导致挥发油产量的降低。

挥发油提取加热有 2 种加热方式即直接和间接加热。但

间接法加热时间明显低于直接法, 其原因为水介电常数很高

的物质, 处在 2 450M H z 的电磁波的照射下会发生剧烈的运

动, 可以使周围的物质快速升温而挥散出去, 因而在挥发油

测定中如果中药材存在一定水分, 那么油类物质会在较低的

功率下、较短的时间迅速挥散掉; 但是水分如果被除去, 单有

油类物质会因吸收微波能量相对较差, 只能在高功率, 长时

间才能挥散掉。陈宏伟等[4 ]运用微波技术从荆芥叶中提取挥

发油并对其含量进行测定。微波法操作方便, 装置简单, 反应

时间由传统方法的 5 h 减为 20 m in, 缩短了 152 倍, 荆芥叶

中挥发油的含量由 0189% 提高到 1110%。刘伟等[5 ]采用微

波常压蒸馏方法提取小茴香、乳香、荆芥穗中的挥发油。传统

的方法消耗时间长, 浪费能源, 同时由于长时间的加热, 挥发

油中的一些结构不稳定的组份易发生变质。微波技术运用于

挥发油的提取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实验表明, 对同量

小茴香、乳香、荆芥穗在产率相同的情况下, 微波提取的速度

是水蒸气蒸馏提取的 15、10、20 倍。

414　传统技术提取时间长, 溶剂消耗大、提取率低、环境污

染严重。而利用微波提取技术生产茶多酚, 大大改善和提高

了提取效率与质量, 提取率高达 12%～ 15% , 提取时间由原

来的每千克 240 m in 提高到 20 m in, 提取纯度达 9918% , 并

且溶剂消耗量小, 提取过程不会被氧化, 无污染, 属低耗、高

效、环保型工程。

415　目前, 微波在黄酮类物质的提取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在提取过程中具有反应高效性和强选择性等特点。而且

操作简单、副产物少、产率高、产物易提纯。孙萍等[6 ]首次采

用微波技术提取覆盆子果总黄酮, 大大缩短了提取时间, 提

高了提取效率, 为该药材的进一步研究和合理利用提供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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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资料。在桑叶黄酮[7 ]微波提取过程中, 由实验数据发现微

波水提取法的浸出率高于水提取法, 微波乙醇法的浸出率高

于乙醇法, 说明微波处理影响浸出率, 并大幅度提高黄酮的

浸出率。因为超高频率的微波快速加热, 使细胞部分破裂, 使

黄酮等胞内成分易扩散到细胞外溶剂中, 从而明显提高浸出

率。同时, 微波处理后, 浸提时间为未经微波处理浸提时间的

一半; 微波处理提高黄酮有效成分的传质速度, 提高提取效

率, 并节约能源, 但微波处理使浸出液中杂质增加。杜志坚

等[8 ]采用微波提取荆芥根总黄酮, 平均回收率为 98167% ,

提取时间由常规法的 2 h 缩短为 20 m in。荆芥根中总黄酮含

量由常规方法的 0171 m gömL (平行试验结果) 提高到 0175

m gömL。李芙蓉等[9 ]运用微波技术提取葛根总黄酮, 用比色

法测定总黄酮含量。结果: 测得葛根中总黄酮含量为

0134% , 平均回收率为 9716%。运用微波技术从葛根中提取

出总黄酮, 反应速度加快, 大大缩短了干燥时间, 提高了提取

效率。

416　微波技术应用于植物细胞破壁, 大大地加快了反应速

度, 有效地提高了收率。王莉等[10 ]首次运用微波技术从马齿

苋中提取出多糖和黄酮, 并对其含量进行了测定, 反应时间

缩短为 1ö12, 多糖含量由传统方法的 6128% 提高到 8193% ,

黄酮含量为 5179%。李芙蓉等[11 ]先用石油醚、乙醚除去刺五

加中脂溶性杂质, 用 80% 乙醇提取除去单糖、低聚糖及苷类

等干扰成分后, 再用微波技术及水提醇沉法制得刺五加多

糖, 并用苯酚2硫酸比色法对其多糖含量进行测定, 多糖的含

量为 5101%。孙萍等[12 ]首次运用微波技术从红景天中提取

出多糖, 并对其含量进行了测定, 反应时间缩短为 1ö12, 此

提取方法具有高效节能, 杂质含量少等优点, 可望在有效成

分提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5　微波技术对中药选择萃取的作用分析。

沈岚等[13 ]对微波萃取对中药选择性做了大量的研究后

发现: 对不同形态结构中药的提取有选择性, 对含有不同极

性成分中药的提取选择性不显著。微波萃取对大黄中不同极

性蒽醌成分提取选择性并不明显, 而同一温度条件下, 根茎

类中药大黄中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的提取率明显高

于种子类中药决明子中相同成分的提取率。微波是通过分子

极化和离子导电 2 个效应对物质进行加热的。即被加热的极

性分子或离子在微波电磁场中快速转向及定向排列, 从而产

生撕裂和相互作用是有差别的, 其被加热的程度及速度也不

相同, 且不同形态结构中药对微波的吸收难易程度可能也不

相同。

由研究结果可知: 不同中药中各组份微波萃取优选结果

大多为 40 m in, 100 ℃, 1 次。表明微波条件对不同极性成分

(蒽醌、有机酸、苷)提取率的影响大致相同。大黄中 5 种蒽醌

类成分之间存在极性差异。在同一温度条件下, 除个别成分

外, 各组份的最高提取率都比较接近 (P > 0105) , 提取率随

温度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因此微波萃取对被提取成分极

性的选择性并不明显, 提取率与被提取成分本身的极性并不

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这可能是由于中药的浸提以水为主要溶

剂, 而水的极性决定了其对微波能的强吸收性。在微波萃取

对中药浸提过程中, 溶剂对微波能的吸收成为决定因素, 而

溶质本身的极性是次要的, 以水为溶剂使微波萃取法可适用

于含各种成分的中药浸提。在同一温度条件下, 根茎类中药

大黄中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提取率明显高于种子类

中药决明子中相同成分的提取率 (P < 0105) ; 4 种中药中有

效成分的提取率为花类> 根茎类> 种子类, 这可能是由于中

药材表面的质地结构各不相同, 如决明子外种皮坚硬, 含木

栓化细胞, 需用水浸泡多时, 表面才可软化, 而金银花表皮较

薄且柔软, 多为薄壁细胞组织, 极易吸水膨胀。这些结构上的

差异导致各种中药吸收微波的能力各不相同, 造成微波萃取

明显的选择性。因此, 在用微波萃取对不同形态结构中药的

浸提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6　展望

微波萃取技术作为一种在中药有效成分提取中的优势

技术将获得更大发展。采用微波萃取技术实现对物料的萃

取, 由于萃取条件具有短时、快速等特性, 从而在活性物质成

分的萃取中可有效的保护功能成分和风味物质, 符合热敏性

物料的萃取工艺, 并能保护有效物质的充分溶出。该技术的

使用可以改善产品品质、缩短生产周期、节约能源、降低成

本。微波萃取效率高、纯度高、能耗小、产生废物少、操作费用

少、符合环境保护要求。但微波萃取技术应用也受到微波萃

取设备不能有效地防止微波泄露的限制, 故如果能解决上述

的技术问题, 将推动微波技术在工业上应用的极大发展, 创

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微波萃取技术是一种新兴技术, 故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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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不可随意超剂量使用

覃　洁Ξ

(广西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柳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 柳州　545001)

　　中药因不良反应小, 治疗广泛, 一直被很多医生认可, 并

且在临床上长期被大量使用。但在中药调剂过程中常会遇见

一些具有毒性的中药被超剂量使用, 有时超出常用量的几

倍, 甚至几十倍。这样会对中药的用药安全产生极大的影响。

毒药原是指攻病愈疾的药物, 现在则指具有剧烈毒性或药性

猛烈, 不良反应大, 用得不当就可能严重影响机体健康或导

致中毒而死亡的一类药物。虽然有毒中药的用量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上有规定, 但笔者就实际工作中有毒中药使

用情况, 提出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医生处方中超剂量使用有毒中药

医生在开处方时有时会因病人病情需要, 对有毒中药大

剂量使用。同时配伍佐制药或改变煎法以便降低药物的毒性

或副作用, 防止中毒。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用药有一定的依据

和把握, 使用起来也相对安全。但有的医生在用药时片面地

追求单独一味药的某种功效, 大剂量长期使用, 从而使患者

出现中毒现象, 这令人深思。

2　中药调剂人员把关不严

在中药调剂过程中遇到有超过常用量的药物, 调剂人员

往往会做出以下反应: 一是不予调配, 将处方退回其开方医

生, 请医生对处方上超常规用量的有毒中药重新认定并签

字, 对不签字者拒绝调配; 二是因调剂人员不知道药物的限

量, 照方调配; 三是调剂人员不熟悉所用药物的性质, 或者省

事, 不经过医生的更改私自随意减少处方用量进行调配。例

如医生在处方上开五加皮, 但由于目前大多数中药房 (店) 缺

货, 只备有香加皮。五加皮和香加皮的功能相似, 都可以祛风

湿、强筋骨, 但两药所含的成分不相同, 香加皮含有强心苷、

杠柳毒苷, 有明显的强心作用, 超剂量使用可导致中毒死亡,

所以香加皮不应当五加皮使用。如果医生因不知道详情将含

有超剂量香加皮的处方开出, 调配人员不知道或知而不管照

方调配, 或医生开五加皮, 又因缺货, 调配人员随意用香加皮

代用, 这都会引发事故, 出现严重后果, 给病人带来极大的

伤害。

3　用法不规范

对于毒性中药, 生品的毒性较大、用量较小, 内服宜慎,

一般炮制后使用。对于处方中未注明“生用”的毒性中药应当

用炮制品。有些毒性中药在使用上有特殊要求, 如生马钱子

经炮制后入药, 作丸散服, 一般不入汤剂。生川乌、生草乌经

炮制后使用时, 宜生煎、久煎, 这样能减少它们毒性, 保证用

药的安全性, 而医生在使用制川乌、制草乌时很少有要求先

煎、久煎。又如雄黄外用一般碾末敷, 调敷或烧烟熏, 切忌火

煅, 煅烧后即分解氧化为二氧化砷, 有剧毒。雄黄能从皮肤吸

收, 故局部外用亦不能大面积涂擦及长期持续使用, 以免产

生慢性中毒。我院妇科医生在治疗女性外阴病变时, 用雄黄

粉 10 g 冲入煎好的汤剂中浸泡外阴, 每日一剂, 连续使用

2～ 4个月, 这样长期持续使用, 容易引起慢性中毒, 应引起

注意。

4　结语

在平时的调配处方时, 不难发现医生处方中不时会出现

有毒中药用量过大而引起中毒或死亡的事件。随着临床药学

研究的迅速发展和中药毒理的深入研究, 中药的使用, 特别

是用量会更加明确。在临床上使用有毒中药时, 一定要遵守

有关法律依据, 医师在使用有毒中药时不是为所欲为, 要在

熟知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开处每一味药, 对超过剂量的能做

到签章负责。中药调剂人员应具有过硬的中药专业知识, 有

较强的责任心。同时应懂得一定医学知识, 了解医师处方用

药的意图, 对医师处方负有监督和帮助完善的责任, 如发现

毒性中药使用方法不正确, 剂量失度等问题能及时提醒医生

更正, 从而协助医师共同完成治疗任务。群众自配民间单、秘

验方需用毒性中药时, 最好在药师的正确指导下配用, 以免

不懂药性、用量和用法, 私自配制使用而引起中毒和死亡事

故。为了用药安全起见, 在使用有毒性中药时, 应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有关规定, 不可随意超剂量使用。如病情

需要超常规使用时, 应严密观察用药后的反应, 作好中毒解

救措施, 保护患者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有毒中药

用量过大问题, 尽可能的减少或避免有毒中药的使用不当而

引起中毒事故, 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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