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参为豆科植物苦参（Sophora flavescens Ait.）的干燥根，

有清热燥湿、杀虫、利尿功能，主要用于治疗热痢、便血、黄疸、
尿闭、赤白带下、阴肿阴痒、湿疹、湿疮、皮肤瘙痒、疥癣、麻风及

滴虫性阴道炎[1]。苦参所含有效成分主要为苦参碱、氧化苦参碱

等易溶于水的生物碱类成分[2]。本实验以苦参碱、氧化苦参碱、
苦参总碱含量为指标综合评判，对萃取法与索氏提取法苦参提

取液进行对比研究。
1 仪器与材料

MA110 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KQ-100B
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LXI-Ⅲ离心沉淀

器（上海医疗器械三厂）、Agilent 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苦参碱对照品（批号：110805-200306，供含量测定用）、氧

化苦参碱对照品（批号：0780-200004，供含量测定用）均购自中

国药品生物制药检定所，乙腈为色谱纯，水为娃哈哈纯净水，其

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样品液的制备

将苦参粉碎，称取 10~20 目的苦参粗粉 25 g，浸泡 0.5 h，用

中性水加热回流提取 3 次（加水量依次为药材重量的 10、8、8
倍，提取时间依次为 3.0、3.0、3.0 h），提取液用 8 层纱布分别滤

过，滤液离心（3 000 r/min，15 min），合并上清液，在水浴锅上浓

缩并定容。
2.2 供试液的制备

2.2.1 索氏提取法制备供试液 取样品液于蒸发皿中水浴蒸至

近干，加硅藻土 3 g，搅匀、烘干、研细，以氯仿索氏提取 2 h，回

收溶剂，残渣加适量无水乙醇溶解，转移至 25 ml 量瓶中，加无

水乙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得到供试液 A。
2.2.2 萃取法制备供试液 取样品液用氯仿萃取（20×6），合并

萃取液，回收溶剂至干，残渣加适量无水乙醇溶解，转移至 25 ml
量瓶中，加无水乙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得到供试液 B。
2.3 对照液的制备

2.3.1 苦参碱对照液 精密称取苦参碱对照品 3.470 mg，用乙

腈-无水乙醇（80∶20）溶解并定容至 5 ml，制成对照液 A（每 1 ml

含苦参碱 0.694 mg），取对照液 A，用乙腈-无水乙醇（80∶20）稀

释成 0.011 6、0.023 1、0.046 3、0.092 5、0.138 8 mg/ml 对照液

A1~5。
2.3.2 氧化苦参碱对照液 精密称取氧化苦参碱对照品 8.840 mg，
用乙腈-无水乙醇（80∶20）溶解并定容至 5 ml，制成对照液B（每

1 ml 含氧化苦参碱 1.768 mg）。取对照液 B，用乙腈-无水乙醇（80∶
20） 稀释成 0.011 8、0.029 5、0.058 9、0.117 9、0.235 7 mg/ml对照

液 B1~5。
2.4 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含量测定

2.4.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Lanbo NH2 柱（5 um，250 mm×4.6 mm）；

流动相乙腈-无水乙醇-3%磷酸溶液（80∶10∶10）；检测波长 220 nm，

进样量 60 ul；柱温 30°C。
2.4.2 线性关系考察 （1）苦参碱：精密吸取苦参碱对照液 A1~
5，按以上色谱条件依法测定。以进样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

纵坐标，计算回归方程为：Y=3 583.3X-3.594，r=0.999 9，表明在

0.011 6~0.138 8 mg/ml 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2）氧化苦参

碱：精密吸取氧化苦参碱对照液 B1~5，按以上色谱条件依法测

定。以进样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计算回归方程为：

Y=599.3X＋10.177，r=0.999 9，表明在 0.011 8~0.235 7 mg/ml 浓

度线性范围内关系良好。
2.4.3 含量测定[3] 吸取供试液 A 和 B，按以上色谱条件依法测

定，结果见表 1、图 1~4。

图 1 萃取法苦参碱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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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种供试液中各指标含量比较

索氏提取法 萃取法

萃取法与索氏提取法苦参提取效果比较
董晓旭，韩春超

（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5）

摘 要：目的 选择苦参最优提取工艺。方法 以苦参碱、氧化苦参碱、苦参总碱含量为指标，对索氏提取法与萃取法提取效

果进行比较。结果 索氏提取法得到的苦参碱、氧化苦参碱、苦参总碱含量均高于萃取法。结论 苦参用索氏提取法提取优于

萃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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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苦参总碱含量测定

取供试液 A 、B 各 10 ml，分别至于三角瓶中，水浴蒸干，残

渣加乙醇 5 ml 溶解，蒸干，再加乙醚 5 ml 溶解。精密加硫酸液

（0.01 mol/ml）20 ml 摇匀，水浴加热使残渣完全溶解，并除尽乙

醚后放冷。加新沸过的冷蒸馏水 20 ml 与甲基红指示液 2 滴，用

氢氧化钠液（0.018 447 mol/ml）滴定至黄色即得。以乙醇 5 ml
和硫酸液（0.01 mol/ml）20 ml 做空白对照，并计算苦参总碱含量

（mg/g）。
苦参总碱含量（mg/g）=c（Vo-V）248/5。c：氢氧化钠滴定液

摩尔浓度，Vo：空白液氢氧化钠滴定液毫升数，V：供试液消耗氢

氧化钠滴定液毫升数，248：苦参碱（C15H24N2O）分子量。
3 小结与讨论

以苦参碱、氧化苦参碱、苦参总碱含量对萃取法与索氏提

取法进行综合评判比较，结果表明苦参药效物质的提取中索氏

提取法优于萃取法。
目前苦参的提取研究，多以苦参碱或氧化苦参碱等单一指

标选择提取工艺，本研究以苦参碱、氧化苦参碱、苦参总碱含量

为指标，综合评判提取工艺，能体现中药多成分、多途径、多靶

点的作用特点。
参考文献：

[1]高学敏. 中药学[M]. 第 2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2]匡海学. 中药化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3]张兆旺，王英姿，孙秀梅. 当归苦参丸 2 种方法提取液的成分比较[J].

中国中药杂志，1999，24（12）：734.蒉
图 4 索氏提取法氧化苦参碱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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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萃取法氧化苦参碱图谱

谷丙转氨酶活性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评价肝功能受损

的主要指标，但谷丙转氨酶活性的非疾病相关因素却少见报

道。为此，笔者以 2007 年常德市 802 例乙肝表面抗原阴性者的

临床体检资料为研究资料，采用通径分析方法[1]对谷丙转氨酶

活性与非疾病相关因素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7 年常德市 802 名乙肝表面抗原阴性者临床体检资料。
1.2 资料整理

首先，对 802 例临床体检项目中的性别进行[0，1]变换，用

SPSS16.0 软件对体检结果中所有用数字表示的项目与谷丙转

氨酶活性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其次，以相关有统计学意义的

性别、年龄、舒张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HDL、空腹血糖、总胆

红素 8 个指标为原因变量，以谷丙转氨酶活性为结果变量，设

定入选水准 α=0.05、排除水准 α=0.10，做逐步回归分析，以筛选

自变量；最后，利用进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与专业知识构筑递

回归模型框架。
1.3 通径分析

谷丙转氨酶活性与非疾病相关因素间的通径分析

张艳平，谢 敏，丁 矢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目的 探讨影响谷丙转氨酶活性的因素。方法 以 2007 年常德市 802 名乙肝表面抗原阴性者为研究对象，用

SPSS16.0 软件对其临床体检指标与谷丙转氨酶活性进行相关分析，对有统计学意义的 8 个相关指标进行逐步回归筛选，并

用进入回归模型的变量构筑递回归模型框架，进行通径分析。结果 以谷丙转氨酶活性为结果变量的递回归模型，其原因变

量依次为甘油三酯、性别、空腹血糖；模型的复相关系数 r=0.289、确定系数 r2=0.083、F=24.192、P=0.000。结论 影响乙肝表面

抗原阴性者谷丙转氨酶活性的因素为甘油三酯、性别、空腹血糖，并以男性谷丙转氨酶活性为高。
关键词：谷丙转氨酶活性；通径分析；递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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