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挥其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提供一个较为可行的

方法。

3� 2 � 藁本内酯的水溶性较低,本实验采用乙醇注入

法,适用于水溶性低的药物,且所用设备简单, 易于

操作,重现性好,制备的脂质体小而均匀,包封率高。

由于藁本内酯不稳定,所有操作均在暗室中进行, 试

验中使用棕色容器, 且避免高温。

3� 3 � 包封率测定方法有凝胶过滤法、透析法、超速

离心法及超滤法。凝胶过滤法消耗时间长, 且不易

控制流速;采用透析法时, 药物几乎透析不出来, 耗

时长。超速离心法相对简单、快速、易行,因此本实

验选择超速离心法测定包封率。在测定中, 离心速

度要尽可能高, 且要控制温度在室温范围内, 转速太

低难将小颗粒的脂质体分离开, 温度高易使脂质体

破碎而影响包封率的测定。

3� 4 � 对于脂溶性药物,采用乙醇注入法制备脂质体

通常能有较高的包封率, 但由表 2可知实验所得脂

质体并为达到预期结果(包封率 80%以上) ,藁本内

酯脂质体的包封率偏低, 可能是由于藁本内酯药物

性质所决定的。一般脂溶性特别好或水溶性特别

好,即 lgP < - 0� 3或 lgP > 4� 5 的药物可被包封成

具有较高包封率的脂质体[ 14]。本课题组将进一步

进行研究进行处方及工艺的改进,以期能进一步提

高其包封率。

3� 5 � 对于藁本内酯脂质体的稳定性、干燥方法等考
察,正在进一步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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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法优选新疆紫草总萘醌的匀浆提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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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目的 � 研究适合以新疆紫草为原料提取萘醌类化合物的方法, 并对其提取方法工艺条件进行了优化。方

法� 考察了匀浆提取时间、乙醇体积分数、料液比和提取次数等因素对提取工艺的影响,并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

根据中心组合试验设计原理采用 3 因素、3 水平的响应面分析法进行工艺优化。结果 � 得到提取过程优化的工艺
条件:提取时间为 3� 99 min, 料液比 1� 9� 99, 乙醇体积分数 80� 2% , 紫草总萘醌的实际得率可达 0� 75% ,质量分数

为 30� 33% , 提取次数为 2 次,回收率可达 81%。结论 � 采用匀浆法从新疆紫草中提取萘醌类化合物, 有效地避免

了紫草素损失,并具有提取速度快、温度低、能耗低的特点 ,适合紫草素萘醌类化合物的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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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n homogenat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naphthoquinones

from Arnebia euchroma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YANG Lei, LIU T ing- t ing, WEI Wei, WANG H ua, ZU Yuan-gang

( Key Labor ator y of For est Plant Ecolog y, M inistr y of Education, Nor theast For est ry Univ ersity , H 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 T o ext ract the naphthoquinones f rom A rnebia euchroma by the method o f ho-

m ogenate ex tr act ion and opt im ize the ex t ract ion techno logy� Methods � The ef fects o f homogenate ex trac-

t ion t ime, the volume of ethanol, the ratio of solid to liquid, and the t imes on ext raction technolog y were

studied� Base on the sing lefactor test , an o rthogonal test design w as developed by Central Composite test

design method� Results � T he opt imized condit ions w ere as follow s: ex t ract ing t ime w as 3� 99 min, the

ratio of solid to liquid w as 1 �9� 99, and the volume of ethanol w as 80� 2%� The actual yield and purity of

naphthoquinones fr om A. euchr oma w ere 0� 75% and 30� 33% , respect ively� And recovery rate of naph-

thoquinones w as 81% w hen ex t ract ing tw ice� Conclusion � T he proposed hom ogenate ext raction method

needs less ext racting t im e, less ex tr act ion so lvent , and less energy consumpt ion, so it is a m ethod for ex-

tracting naphthoquinones f rom A . euchr om a in high ef ficiency�
Key words: A r nebia euchr oma ( Royle ) Johnst ; naphthoquinones; homogenate ext ractio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 gy

� � 新疆紫草 A rnebia euchroma ( Royle) Johnst�
是我国传统中药之一,其根入药, 具有凉血活血, 解

毒透疹之功用[ 1, 2] 。紫草素作为是紫草的主要有效

成分,具有抗炎、抗氧、抗肿瘤、抗病毒等多种生理活

性
[ 3~ 6]

, 具有很好的开发应用前景。提取紫草萘醌

类化合物的常用方法有回流提取法、超临界 CO2 萃

取法、超声法和微波法等。超临界 CO2 萃取虽然具

有选择性高、操作时间短、有效成分得率高, 但受处

理量的限制,产量低,目前工业开发难度较大。冷浸

和渗漉法用时长、溶剂用量大、溶剂回收率低; 回流

和微波法由于萘醌化合物结构欠稳定, 在60 � 以上
时降解很快 [ 7] ,虽然许多研究采用了这 2种方法, 然

而由于采用分光光度比色法测定掩盖了这种缺

陷
[ 7, 8]

; 超声法虽然是一种新型的提取技术, 提取速

度快,得率高,但就目前而言工业化设备能耗高, 噪

声大。因此,寻找更加有效的提取紫草素的方法具

有现实意义。匀浆提取是指生物组织通过加入溶剂

进行组织匀浆或磨浆, 以提取组织中有效成分的一

种提取方法,具有提取速度快,温度低, 能耗低,目的

成分得率高的特点。近年来, 本课题组应用匀浆提

取法对植物组织中生物碱[ 9, 10] 、黄酮类[ 11]、印楝素

A [ 12]、鼠尾草酸[ 13]、白藜芦醇[ 14] 和茄尼醇 [ 15]等多种

活性物质进行提取,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本实验采

用匀浆法对新疆紫草干品中的萘醌类化合物进行了

提取,在单因素的试验基础上,对匀浆提取过程中的

各因素采用响应面法( response surface m ethodo lo-

gy, RSM)进行了优化, 取得满意结果, 为规模生产

提供了有价值的工艺参数。

1 � 仪器与试剂

匀浆萃取装置[ 16] (本实验室专利产品, 专利号

ZL02275225� 0, 转数 10 000 r/ m in, 容积 500 mL) ;

KQ � 250DB型台式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

声仪器有限公司, 功率 250 W ) ; 微波萃取装置用

WP700T L 23 � K5型微波炉(格兰仕微波电器有限

公司) 改造
[ 17]

, 功率 700 W; DK � 98 � 1 型水浴锅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功率 1500 W) ;超临

界萃取装置(江苏南通华安超临界萃取有限公司,萃

取釜容积 1 L)。717型自动进样高效液相色谱仪,

包括 1525 二元泵和 2487 型紫外光检测器 (美国

Water s公司) ; U V � 255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

本岛津公司) ; BS � 124S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

器系统有限公司)。

新疆紫草药材购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三棵树药

材市场,经东北林业大学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聂绍荃教授鉴定为新疆紫草的干燥根茎,

采用文献方法[ 18] 测定, 其总萘醌质量分数为

1� 28%。紫草素对照品(批号 110769-200405)购自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测定用甲醇和乙醇为色

谱纯, 购自 J& K Chem ical L td� 公司; 其他试剂均

为国产分析纯。色谱和光谱分析用去离子水采用

M il-l Q 去离子水制备系统自制。

2 � 方法与结果

2� 1 � 分析方法
2� 1� 1 � 紫草总萘醌的测定: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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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中总萘醌。以乙醇作溶剂, 516 nm 处测定吸光

度。准确称取紫草素对照品适量, 加入乙醇制成

0� 418 2 mg / mL 的对照品贮备液。分别精密吸取

对照品贮备液 0� 2、0� 4、0� 8、1� 6 mL 置 10 mL 容量

瓶中,加入乙醇定容,得对照品溶液。以吸光度为纵

坐标, 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得标准曲线方程: A =

25� 73 C- 0� 004, R
2
= 0� 999 7,在 10~ 70 mg / L 线

性良好。

提取液计量体积后取 1 mL 稀释至适宜的检测

质量浓度,离心(温度 25 � ; 转速 12 000 r/ m in; 时

间 5 min) , 取上清液检测, 吸光度代入标准曲线方

程并依据稀释倍数得到提取液的总萘醌质量浓度,

计算总萘醌的得率( Y ) ;剩余的提取液 55 � 减压浓

缩至干,称定质量,计算浸膏中总萘醌的质量分数。
� � Y = C� V / M � 100%

� � P= ( C � V / m) � [ ( V - 1) / V ] � 100%

式中 Y 为得率, P 为浸膏中总萘醌的质量分数, V 为总萘醌

的质量浓度, C 为提取液体积, M 为原料质量, m 为浸膏质量

2� 1� 2 � 高效液相色谱定性测定条件: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 色谱柱为 Kromasil C18 ( 250 mm � 4�6 mm, 5

�m) ;流动相:甲醇-水( 85� 15) ;体积流量: 1 mL/ min;

进样量: 10 �L;柱温25 � ;检测波长: 516 nm。

2� 2 � 单因素试验: 准确称取10� 0 g (绝干计)新疆紫

草原料,置于匀浆机中, 在多种条件下提取, 以确定

提取因素变化范围以及各因素的适宜值。将每次提

取液滤过,滤液取 1 mL 用于紫草总萘醌测定, 其余

溶液减压回收溶剂并于 55 � 减压干燥,计量浸膏质

量,计算得率和质量分数。

2� 2� 1 � 提取溶剂体积分数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
的影响:紫草中萘醌类色素多数成分结合成酯,脂溶

性强,易溶于石油醚、氯仿, 可溶于植物油、乙醇, 微

溶于水。考虑到溶剂的安全性、有效性、生产成本及

便于操作等因素,实验选用乙醇水体系作为提取溶

剂。固定提取时间为 3 min, 料液比 1� 10, 提取次

数 1次,不同乙醇体积分数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

的影响见图 1。乙醇体积分数在 50%~ 100%时, 紫

草总萘醌得率随着乙醇体积分数的升高而增加, 而

总萘醌质量分数在 80%后有下降的趋势, 因此, 乙

醇体积分数应保持在 80%左右为宜。

2� 2� 2 � 提取时间对总萘醌提取效果的影响: 固定乙

醇体积分数为 80%,料液比 1 �10,提取时间分别控

制在 1、2、3、4、5 min,提取 1次,时间对紫草总萘醌

提取效果的影响见图 2。紫草总萘醌在匀浆 3 m in

时提取效果较好, 时间过长,热效应增大, 萘醌化合

图 1 � 乙醇体积分数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的影响

Fig� 1 � Effect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yield

and purity of naphthoquinones

图 2 � 提取时间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extracting time on yield and purity

of naphthoquinones

物部分降解或异构化, 并且物料粒度过细,固液分离

难度增加。因此, 提取时间应为 3 min为宜。

2� 2� 3 � 料液比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的影响: 料液

比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的影响见图 3, 在 80%乙

醇,提取时间 3 m in, 提取 1次的条件下, 料液比越

大,得率越高。当料液比达到 1�10时得率较高,大

于 1� 10时得率增加不显著。料液比过小不利于紫

草总萘醌的提取, 得率低, 料液比过大溶剂用量大,

增加浓缩负荷和能耗。从经济成本和操作周期考

虑,料液比控制在 1 �10左右为宜。

图 3� 料液比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的影响

Fig� 3 � Effect of ratio of solid to liquid on yield

and purity of naphthoquinones

2� 2� 4 � 提取次数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的影响:由

图 4可知随着提取次数的增加, 紫草总萘醌的质量

分数逐次降低,将 4 次提取的紫草总萘醌回收率设

定为 100% ,则第 1次的回收率在 53%以下;前 2次

的累积回收率在 80%左右;前 3次的累积回收率在

93%左右。同时考虑到增加提取次数, 会增加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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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提取次数对紫草总萘醌提取效果的影响

Fig� 4 �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s on yield and purity

of naphthoquinones

的使用量,溶剂回收成本高,且随着次数增加, 杂质

成分提取较多, 导致紫草总萘醌的质量分数有所降

低,因此综合考虑,提取次数选择 2次较合理。规模

生产时亦可考虑提取 2次, 后 1 次的提取液作为下

一批次的提取溶剂使用, 以降低成本。

2� 3工艺优化试验

2� 3� 1 � 响应面优化试验设计:根据中心组合试验设

计原理,综合单因素影响试验结果,选取乙醇体积分

数、提取时间、料液比作为考察对象, 采用 Design

Exper t 7� 0统计分析软件的响应面分析法安排试

验,以获取最适工艺参数。试验采用 3因素 3 水平

的响应面分析法进行试验设计, 试验水平因素安排

见表 1。

表 1� 试验因素水平编码

Table 1 � Factors and level coding of test

水平
因 � 素

X 1(提取时间) / min X 2 (液料比) X 3 (乙醇体积分数) / %

- 1 3 9 70

0 4 10 80

1 5 11 90

2� 3� 2 � 紫草总萘醌提取优化结果: 20 个试验中,

1~ 14是析因试验, 15~ 20 是中心试验, 用来分析

试验误差。以紫草总萘醌得率( Y)为响应值, 经回

归拟合后, 各因子与响应值的回归方程为: Y =

- 12� 82+ 0� 48 X 1 + 1� 72 X 2+ 0� 1 X 3- 6� 8 � 10- 3

X 1X 2 + 2� 34 � 10
- 3

X 1X 3 - 1� 11 � 10
- 4

X 2 X 3 -

7� 54 � 10- 2
X 1

2 - 8� 45 � 10- 2
X 2

2 - 6� 83 � 10- 4

X 3
2
。以紫草总萘醌质量分数( P )为响应值的回归

方程为: P = - 611� 95 + 34� 24 X 1 + 60� 13 X 2 +

6� 76 X 3 - 0� 26 X 1X 2 - 1� 36 � 10
- 2

X 1X 3 - 7� 31 �

10- 3
X 2X 3 - 3� 81 X 1 - 2� 92 X 2

2 - 4� 12 � 10- 2

X 3
2
。结果见表 2。方差分析见表 3。

表 2 � 紫草总萘醌提取工艺条件中心组合设计方案

及数据结果

Table 2 � Test design and extraction yield of naphthoquinones

from A� euchroma with Central Composite sof tware

试验

序号
X 1/ min X 2 X 3/ %

总萘醌得

率/ %

总萘醌质量

分数/ %

1 3�4 9� 4 74� 1 0� 69 24� 08

2 4�6 9� 4 74� 1 0� 68 24� 76

3 3�4 10� 6 74� 1 0� 68 24� 69

4 4�6 10� 6 74� 1 0� 65 24� 18

5 3�4 9� 4 85� 9 0� 67 25� 33

6 4�6 9� 4 85� 9 0� 69 25� 00

7 3�4 10� 6 85� 9 0� 66 25� 02

8 4�6 10� 6 85� 9 0� 67 25� 14

9 3 10 80 0� 69 26� 60

10 5 10 80 0� 68 26� 35

11 4 9 80 0� 66 27� 37

12 4 11 80 0� 69 27� 36

13 4 10 70 0� 69 26� 00

14 4 10 90 0� 69 26� 34

15 4 10 80 0� 76 29� 62

16 4 10 80 0� 75 28� 22

17 4 10 80 0� 76 30� 26

18 4 10 80 0� 75 29� 04

19 4 10 80 0� 76 29� 46

20 4 10 80 0� 76 28� 93

表 3 � 紫草总萘醌提取工艺条件响应面拟合回归方程的

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3 � Analysis of variance with regression model on extrac-

tion conditions of naphthoquinones with RSM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Model 2� 71 � 10- 2 9 3� 01� 10- 3 24� 209 2 < 0� 000 1

X1 (提取时间) 6� 54 � 10- 5 1 6� 54� 10- 5 0� 524 8 0� 485 4

X2 (料液比) 6� 16 � 10- 5 1 6� 16� 10- 5 0� 494 9 0� 497 8

X3 (乙醇体积分数) 2� 05 � 10- 5 1 2� 05� 10- 5 0� 164 5 0� 693 6

X1 X2 4� 64 � 10- 5 1 4� 64� 10- 5 0� 372 4 0� 555 3

X1 X3 5� 50 � 10- 4 1 5� 50� 10- 4 4� 414 9 0� 062 0

X2 X3 1� 23 � 10- 6 1 1� 23� 10- 6 0� 009 9 0� 922 7

X1
2 1� 03 � 10- 2 1 1� 03� 10- 2 82� 388 2 < 0� 000 1

X2
2 1� 29 � 10- 2 1 1� 29� 10- 2 103� 473 6 < 0� 000 1

X3
2 8� 40 � 10- 3 1 8� 40� 10- 3 67� 483 7 < 0� 000 1

残差 Residua l 1� 25 � 10- 3 10 1� 25� 10- 4

失拟项 Lack o f F it 1� 03 � 10- 3 5 2� 06� 10- 4 4� 838 9 0� 054 3

Pure Error 2� 13 � 10- 4 5 4� 27� 10- 5

总差 Co r T ota l 2� 84 � 10- 2 19

� � 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上述回归方程中各变量

对指标(响应值)影响的显著性,由 F 检验来判定。

概率 P( F > F�)值越小, 则相应变量的显著程度越

高, P( F> F�) < 0� 01 时影响为高度显著, P ( F >

F�) < 0� 05时影响为显著。各因素中 X 1
2
、X 2

2
、X 3

2

是高度显著的,因此各具体试验因子对响应值的影响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也是高度显著的,相

关系数 r = 2� 71 � 10
- 2

/ 2� 84 � 10
- 2 � 100% =

95� 4%,说明响应值的变化有 95� 4%来自于可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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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此回归方程可以较好地描述各因素与响应值

之间的真实关系,可以利用此模型对紫草萘醌提取

效果进行分析。失拟项 F 值为 4� 838 9,表明失拟

项相对于绝对误差不显著, 而不显著的失拟项是可

取的, 说明该回归方程对试验拟合较好。交互作用

项 X 1X 2、X 1X 3 和 X 2X 3 并不显著 P ( F > F�) >

0� 05,表明各因素间交互作用不明显。为了得到紫

草萘醌最佳的提取条件, 对回归方程求一阶偏导数

等于零整理得:

0� 48- 6� 8 � 10- 3 X 2 + 2� 34 � 10- 3 X 3 - 15� 08 � 10- 2

X1 = 0

1� 72- 6� 8� 10- 3 X1- 1� 11� 10- 4X3 - 16� 9� 10- 2 X2= 0

0� 1 X 3 + 2� 34 � 10- 3 X13 - 1� 11 � 10- 4 X2 - 13� 66 � 10- 4

X3 = 0

求解方程组得 X 1 = 3� 99, X 2 = 9� 99, X 3 =

80� 2,即紫草萘醌提取的最佳条件为提取时间 3� 99

min, 液料比 9� 99,乙醇体积分数 80� 2%, 在此条件

下的紫草萘醌得率为 0� 76% ,质量分数为 29� 32%。

2� 4 � 最佳条件的验证: 为了检验试验结果可靠性,

根据以上结果进行了验证试验, 但考虑实际操作的

方便性, 选用乙醇体积分数 80%、料液比 1 � 10、匀

浆时间为 4 min 的条件下进行 5次重复验证试验,

紫草素平均得率为 0� 75% , 与理论值的相对误差

0� 71%,质量分数为 30� 33% ,相对误差为 3� 44% ,

说明验证值与回归方程预测值吻合较好。

2� 5 � 匀浆提取与其他常规提取方法的比较: 准确称

取 10� 0 g (绝干计)新疆紫草原料, 采用文献中的优

化工艺条件 [ 8, 18~ 20] , 分别对其进行超临界 CO 2 萃

取、回流、冷浸、微波和超声提取,并与 2� 4项下结果

比较,结果见图 5。其中匀浆、超声、CO 2 超临界提

取效果较好,微波和回流的方法次之,冷浸方法的效

果欠佳。

a-匀浆 � b-超声 � c-超临界 CO 2 � d-冷浸 � e-微波 � f-回流

a-h om og enate� b-ult rasound � c-su percritcal CO 2

d-cool ing s oak � e-m icrow ave � f-reflu x

图 5 � 紫草总萘醌不同提取方法的比较

Fig� 5�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for naphthoquinones from A� euchroma

� � 不同提取方法得到的紫草提取物的比较光谱和

液相色谱见图 6。可以看出, 微波和回流的提取物

尽管在 516 nm 总萘醌最大吸收处也有一定的吸

收,但最大吸收波长已移至 580 nm 左右处, 表明萘

醌类成分已被破坏, 从保留时间 5~ 16 m in的 6个

萘醌衍生物峰微波和回流提取物已消失, 代之以 2

m in 左右的未知色谱峰, 表明提取物成分变化很大。

匀浆和超声提取总萘醌的得率明显高于其他提取方

法,而匀浆提取的时间远远小于其他方法, 优势明

显。还可以看出, 超临界 CO2 和冷浸提取法温度低,

也可获得尚佳的效果, 尽管费时比匀浆和超声提取

长,得率次于匀浆和超声。实验结果表明温度对紫草

总萘醌影响显著,高温提取很难得到好的提取效果。

另外从图6可以看出匀浆、超声和冷浸的提取物成分

相近,在保留时间 6~ 16 min均有 6个主要吸收峰,

而超临界CO 2的提取物在保留时间6~ 16 min只有 5

个主要吸收峰,缺少 8 min左右的吸收峰,这一差别

是否会造成药理活性的差异尚需论证。

a-匀浆 � b-超声 � c-超临界 CO2 � d-冷浸 e-微波 f-回流

a- homogen ate  b-ul t ras ou nd  c- supercritcal CO2

d-cooling soak  e-microwave f- ref lux

图 6 不同方法紫草提取物的可见光谱(A)和HPLC谱(B)

Fig1 6  Visible spectrum (A) and HPLC spectrum (B)   

of A1 euchroma extracts by different methods

3  讨论

由于紫草萘醌类化合物不稳定, 尤其对温度、酸

碱度、氧及超声等因素敏感
[ 7]

,为其高效提取造成了

一定的困难。本研究采用匀浆法从新疆紫草中提取

萘醌类化合物,有效地避免了紫草素的受热降解或

异构化。通过单因素试验考察了提取时间、乙醇体

积分数和料液比对紫草萘醌类化合物提取的影响,

进一步采用响应面分析法对各参数取值进行优化,

得到了紫草萘醌匀浆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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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将修正后的最佳提取条件定为:提取时间

4 m in,乙醇体积分数 80%, 料液比 1 B 10。在此条

件下紫草总萘醌的得率为 01 75%, 质量分数

30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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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不同中医调剂品的 HPLC指纹图谱比较研究

任子瑜, 秦雪梅*
¹

, 薛黎明, 李震宇, 郭小青, 张丽增

(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目的 比较黄芩不同中医调剂品黄芩生饮片、3 种酒制黄芩、条芩与枯芩样品之间的 HPLC 图谱, 探讨各

组样品间的化学差异。方法  采用 H PLC 法。色谱条件: H ypersil ODS2 C18柱 ( 200 mm @ 41 6 mm, 5 Lm) , 流动

相:甲醇- 01 05%磷酸水溶液线性梯度洗脱; 体积流量 11 0 mL / min ; 检测波长 280 nm。运用相似度软件、SIM CA- P

与 SPSS 软件对指纹图谱进行分析。结果 不同黄芩指纹图谱组间分类明显,组内集中性好: 生品与酒制品之间分

类明显,差异很大; 不同酒制品相比,酒炒和酒炒炭样品比较相近, 酒烘与酒炒样品则差异明显; 枯芩与条芩相比,

差异明显。其中变化明显的成分是黄芩中黄酮类成分中极性较小的成分。结论 证明了古代中医区别用药的合

理性,为黄芩质量控制及综合评价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并为黄芩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黄芩; 酒制黄芩;条芩; 枯芩; H PLC 指纹图谱

中图分类号: R2821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3- 2670( 2010) 04- 0573- 04

  黄芩为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黄芩 Scutel lar-

ia baicalensi s Georg i的干燥根, 始载于5神农本草

经6。古文献记载黄芩用药有/病在头面及手指, 皮

肤者,须用酒炒之,借酒力以上腾。咽之下脐之上须

酒洗之,在下生用大凡生升熟降0; /枯而飘者泻上焦

之火,实而坚者, 退下部之热0; /清上用枯, 清下用

实,内行用醋,外行酒炒0。可见,自古以来, 为提高

临床疗效,满足不同病症需求,黄芩的应用有别。杨

云等
[ 1~ 4]
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黄芩最佳的酒炙与炭

制工艺,并比较了黄芩炮制前后 4种黄酮类成分量

的变化。而在不同的酒黄芩炮制品中, 酒烘样品色

泽鲜亮均匀, 工艺条件易于控制。对于黄芩酒炒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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