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树脂的脱附性能等工艺参数,采用此工艺条件制备

的提取物中, 人参皂苷 R e的含量 > 20%。该工艺安

全、简便、成本低,便于推广。
[ DO I] � 10. 3870 /yydb. 2011. 01. 025

[参考文献 ]

[ 1]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华本草�编委会. 中华本草 (第三

册 ) [M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546.

[ 2] � 霍霞, 李大岩, 刘春峰. 人参叶现代研究概况 [ J]. 中国

医药卫生, 2005, 23 ( 6) : 36- 37.

[ 3] � 张晶, 陈全成, 弓晓杰, 等. 不同提取方法对人参皂苷提

取率的影响 [ 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03, 25( 1) : 71 -

73.

煮制对白芍中芍药苷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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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 目的 � 初步考察煮制温度和时间对白芍中芍药苷含量的影响; 测定煮制与未煮制、地下部分不同部位

芍药苷的含量变化。方法 �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色谱条件: L ichroCART RP�C18 ( 4 mm � 250 mm, 5 �m ) ;流动相: 乙腈�

0. 1%磷酸溶液 ( 14� 86);流速: 1 mL� m in�1; 检测波长: 230 nm; 柱温: 30 � ; 进样量: 10 �L。结果 � 煮制温度和时间对

芍药苷含量变化的影响较大; 不同品种的白芍 85 � 煮制 15 m in后芍药苷的含量均高于煮制前芍药苷含量;白芍地下各

部分芍药苷变化趋势为根茎 (芍头 ) >须根 >主根。结论 � 白芍的煮制程度应有明确指标; 应系统全面研究白芍和赤芍

的化学成分和药效学, 不应仅凭一个指标来考证; 白芍是否去皮应明确化。

[关键词 ] � 白芍; 芍药苷;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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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fects of Cooking on Paeoniflorin Content in Peony root
ZHOU Xue�gang1, 2, ZHANG Li�p ing1, WANG Y an�fang1, WANG Zong�x i3, WANG Q i�feng3, L IAO Z i�rong4

( 1. Institu te of M edicinal P lant D evelopm ent, Ch inese Academ y of M edical S ciences, P eking Union M ed ical

College, B eijing 100193, China; 2. Daq ing Brance of H arbin M ed ical Un iversity, H eilongjiang 163319, China;

3. Anhui H uq iao TCM P rocess Factory , Bozhou 236800, China; 4. B ozhou D rug Board, Anhui 23680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effects o f tem pe ra ture and time of the peony roo t cooking on content of paeon iflo rin;

and determ ine it from cooked, uncooked, underg round sections o f peony. � Methods� The H PLC m ethod w as used w ith a

L ichroCART RP�C18 ( 4 mm � 250 mm, 5�m ) co lum n at 30 � . Them ob ile phase composed o fH CN�0. 1% phospho ric ac id( V�

V= 14� 86), w ith a flow rate at 1. 0 mL� m in�1. The detec tion w avelength was 230 nm. � R esults� Cook ing temperature and

tim e largely a ffected the changes of paeoniflorin; the contents o f paeoniflorin after being cooked ( 85 � , 15 m in ) in d ifferent

spec ies of peony were higher than pre�cooked ones. The content of peon iflo rin in different parts o f peony root w as revealed as:

rh izom a> fibrous roo t> ax ia l root. � Conc lu sion� There should be a clear indicator for cooked Peony roo t. and a systema tic and

comprehens ive study on it. The one alone ind icato r is no t enough for research. W hether or no t peeled off for the root of peony

should be exp lic ited.

KEY WORDS� Peony root; P eon iflor in; Cook

� � 白芍为毛茛科植物芍药 (Paeonia. lactif lora Pa l.l )

的干燥根, 具平肝镇痛、养血调经、敛阴止汗等功

效
[ 1]
。白芍主产安徽亳州 (亳白芍 )、浙江杭州 (杭白

芍 )、四川中江 (川白芍 )等地。芍药苷是其主要成分,

因此芍药苷的含量高低成为评价白芍质量的法定标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 2005年版 )规定白芍中

芍药苷 ( C22H28O11 )不得少于 1. 6%
[ 1]
。白芍的加工方

法需要对其进行煮制,而目前对其煮制温度和煮制时

间没有具体规定。笔者对亳白芍的煮制温度、时间进

行考察并对亳白芍的不同部位以及煮制前后的化学成

分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1� 材料与仪器 �
1. 1� 植物材料 � 安徽亳州白芍,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陈震研究员鉴定均为芍药 ( P. lactif lora

Pal.l )。收集白芍见表 1。

1. 2� 仪器 � 高效液相色谱仪 (W aters, 996�486),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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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器;电子分析天平 [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 (上海 )有

限公司,型号: AL204] ; 干燥烘箱 (北京西城区医疗器

械二厂,型号: DF205) ; 超声仪 (上海科导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型号: SK250HP); 真空泵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

厂,型号: SHZ�� )。

表 1� 白芍不同种质资源 �

Tab. 1� The germ p lasm resources of rad ix paeon iae alba

种质 来源
生长

年限 / a
采样方法

亳州 1号 安徽亳州 5 随机采样 40株;平均每 667 m
2
采样 5~

� 10株

亳州 2号 安徽亳州 5 随机采样 50株;平均每 667 m
2
采样 5~

� 10株

亳州 3号 安徽亳州 5 随机采样 25株;平均每 667 m
2
采样

� 10~ 15株

1. 3� 试药 � 芍药苷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批号: 110736�200732,供含量测定用 ); 乙腈 (色谱

纯, F isher Scientific, 批号: 2606L�9864); 95%乙醇 (分

析纯, 北京化工厂,批号: 20080320) ; 磷酸 (分析纯, 北

京化工厂,批号: 20080516); 甲醇 (分析纯, 北京化工

厂,批号: 20080919) , 重蒸馏水。样品: 白芍全根, 洗

净, 50 � 干燥箱干燥,样品粉碎, 过筛孔内径0. 250mm

( 60目 )筛,备用。

2� 方法与结果 �

2. 1� 色谱条件 �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高效

液相色谱 (HPLC)法测定芍药苷的含量方法
[ 1]
并作部

分修改。色谱条件: L ichroCART RP�C18 ( 4 mm �

250mm, 5 �m); 流动相: 乙腈 �0. 1%磷酸溶液 ( 14�

86) ; 流速: 1 mL � m in
�1
; 检测波长: 230 nm; 柱温:

30 � ;进样量: 10 �L。

2. 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 精密称取芍药苷对照品

6. 05mg,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50mL,取 5mL稀释定

容至 10 mL,制成每毫升含芍药苷 60. 5 �g的溶液, 即

得对照品溶液。

2. 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 取供试药材样品粉碎, 过

0. 250mm( 60目 )筛, 50 � 干燥至恒重,精密称定细粉

� [收稿日期 ] � 2010- 03- 07� [修回日期 ] � 2010- 04- 20

� [基金项目 ] �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基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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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g,置 50mL容量瓶中, 加稀乙醇 (取乙醇 529 mL,

加水稀释至 1 000 mL, 即得 ) 35 mL, 超声处理 (功率

240W,频率 45 kH z) 30 m in, 放冷, 加稀乙醇至刻度,

摇匀,过内径 0. 45 �m有机滤膜, 取续滤液, 即得供试

品溶液。

2. 4� 方法学考察 �
2. 4. 1� 系统适应性考察 �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白芍中

芍药苷与其他组分均能达到基线分离, 理论塔板数按

芍药苷计算�2 000。

2. 4. 2 � 线性关系考察 � 精密称定芍药苷对照品
6. 05mg,用甲醇溶解, 并定容至 50 mL。分别精密量

取 1. 0, 3. 0, 5. 0, 7. 0, 9. 0, 10. 0 mL, 用甲醇定容至

10 mL, 制成浓度分别为 12. 1, 36. 3, 60. 5, 84. 7,

108. 9, 121. 0 �g� mL
�1
的溶液,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10 �L,测定芍药苷峰面积。以芍药苷溶液浓度为横坐

标,色谱峰面积为纵坐标, 得回归方程: Y = 13 512X -

34 591, R
2
= 0. 999 8 ( n = 6), 结果表明芍药苷浓度在

12. 1~ 121. 0 �g� mL
�1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 4. 3� 精密度实验 � 精密量取 60. 5 �g� mL
�1
芍药苷

对照品溶液 10 �L,按上述色谱条件重复进样 5次, 计

算峰面积的积分值,结果 RSD = 1. 52% ( n = 5)。

2. 4. 4� 重复性实验 � 精密称取同一样品 5份, 每份

0. 1 g,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进行提取处理后, 各精

密量取 10 �L注入液相色谱仪,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行

芍药苷分析测定, 计算芍药苷的含量, RSD = 1. 53%

( n = 5) ,表明重复性较好。

2. 4. 5� 稳定性实验 � 取供试品溶液分别在 1, 2, 4, 8,

12, 24 h进样 10 �L,重复 3次,测定峰面积的积分值,结

果样品在 24 h内稳定性良好, RSD= 0. 73% ( n= 6)。

2. 4. 6� 加样回收率实验 � 精密称取同一样品 5份, 每

份 0. 1 g, 分别 精密加 入芍 药苷 对照 品溶 液

( 0. 518 mg� mL
�1
) 5 mL。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提

取处理,各量取 10 �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上述色谱条

件进行芍药苷分析测定,计算芍药苷的含量,结果平均

回收率为 98. 92%, RSD= 1. 01% ( n= 5)。

2. 4. 7� 芍芍药苷含量测定 �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

液及供试品溶液各 10 �L进样, 分别按芍药苷测定方

法测定,记录色谱图。

2. 5� 煮制、级别及不同部位对芍药苷含量的变化 �

2. 5. 1� 煮制对芍药苷含量的影响 � 依据 �中药材规

范化种植 (养殖 )技术指南 �[ 2]记载, 对亳白芍的亳州

2号和亳州 3号进行煮制 ( 85 � , 15 m in)和不煮制处

理,每个处理分皮、去皮的根和不去皮的根 3部位进行

含量测定,煮制后的皮和去皮的根是全根煮制后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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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部分,测定结果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煮制后

芍药苷的含量较煮制前有所升高, 皮部的变化最为明

显,煮制后含量升高� 3倍。

表 2� 煮制对芍药苷含量的影响 �

Tab. 2� Effec ts of boiling on paeoniflor in con ten t�

%

种质及部位 煮制 不煮制

亳州 2号

� 皮 1. 96 0. 49

� 去皮的根 2. 96 2. 68

� 不去皮的根 3. 17 2. 78

亳州 3号

� 皮 2. 11 0. 45

� 去皮的根 3. 02 2. 70

� 不去皮的根 3. 24 2. 98

2. 5. 2� 煮制温度和时间对芍药苷含量的影响 � 对亳
白芍的亳州 1号进行煮制温度和时间的考察, 煮制后

去皮、切片、室外晒干,初步考察煮制温度和时间对白

芍中芍药苷含量的影响, 结果见表 3。从表 3可以看

出,不同煮制温度和时间对白芍中芍药苷含量有较大

影响, 在 75和 85 � 时,不同煮制时间芍药苷含量均�

3. 00%; 在 95 � 时,不同煮制时间芍药苷的含量均 �
3. 00%。

� � 表 3� 不同煮制温度和时间亳州 1号芍药苷含量的测定

结果 �

Tab. 3 � Effec ts of boiling temperature and tim e on

paeon iflor in con ten t� %

温度 /� 5 m in 10 m in 15 m in

75 3. 17 3. 00 3. 12

85 3. 20 3. 05 3. 10

95 2. 92 2. 77 2. 84

2. 5. 3� 不同等级亳白芍芍药苷含量测定 � 白芍的商

品规格分为 4个级别
[ 3]
。一级:长 > 8 cm,中部直径 >

1. 7 cm;二级: 长 6 cm~ , 中部直径 1. 3 cm ~, 间有花

麻点; 三级: 长 4 cm ~ ,中部直径 0. 8 cm ~ , 间有花麻

点;四级:长短粗细不分, 兼有夹生,间有花麻点、头尾

碎节。目前市场上白芍饮片分级标准取决于切片的外

观性状,如大小、有无空心等。当地药农主要根据白芍

根的粗细进行分级,多分为 2个级别,一般以中部直径

1. 3 cm为标准 (一级:中部直径 > 1. 3 cm; 二级: 中部

直径 < 1. 3 cm,长度上却无过多限制 )进行粗细分晒。

2008年于产地购得亳州 2号 2个级别的样品,生长年

限均为 5 a,分别测定芍药苷的含量, 1级品为 2. 79%,

2级品为 2. 86%。从测定结果可知,依照药农的分类

级别, 药材芍药苷上有一定差异,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1级含量稍高, 2级含量稍低。

2. 5. 4� 白芍不同部位芍药苷含量比较研究 � 白芍的

地下部主要包括根茎 (当地称为芍头 )、主根和须根 3

部分。白芍的药用部位主要为主根; 根茎主要作为分

根繁殖用,但现实中也将根茎不煮制去皮直接晒干作

为赤芍入药,这样的药材能否充当赤芍药用还有待研

究;须根部分多废弃不用。笔者在本实验对地下部的

不同部分进行芍药苷含量的测定, 结果亳州 1号和亳

州 2号的根茎 (芍头 )芍药苷含量最大, 分别为

3. 91%, 4. 23%; 须根的芍药苷含量次之, 分别为

3. 38%, 3. 01%; 而主根的芍药苷含量最低, 分别为

3. 14%, 2. 78%。白芍地下各部分芍药苷的含量差异

明显,均呈现根茎 (芍头 ) >须根 >主根。

3� 讨论 �
对白芍煮制时间和温度的考察发现,温度对芍药

苷的影响较大,而时间影响较小,但其合适的温度、时

间还很难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芍药苷含

量不低于 1. 60%,不同温度和时间对芍药苷的含量均

有较大的影响, 但药材质量均高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标准。其生品的芍药苷含量也高于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标准。并且白芍煮制 ( 85 � , 15 m in)后

芍药苷的含量有所提高, 可能存在成分的转化过程。

实验室内煮制和同产区购买样品测定芍药苷含量, 发

现室内 95 � 煮制 5~ 15m in, 芍药苷含量与产区购买

相一致。且白芍煮制后芍药苷含量降低不到 0. 5%,

这与施大文等
[ 4]
报道不一致,可能由提取方法及检测

手段不同所致。白芍煮制的程度应该有明确指标。今

后需要开展系统的研究, 以便指导药材的产地加工。

为了更好地控制白芍质量, 应确定准确的煮制温度及

时间。

白芍是将芍药的根经煮制、去皮、晒干等加工制作

而成。而将根部细瘦者及根茎 (芍头 )直接晒干作赤

芍,这种来源的赤、白芍的差异应该很小。目前中药白

芍和赤芍的主要来源均为芍药 (P. lactif lora Pal.l )
[ 1]
。

白芍和赤芍的划分主要以家种或野生及是否经过煮

制、去皮等加工过程为依据。一般将家种、根肥大、干

直者,经煮制后去皮或去皮后煮制晒干者称白芍;凡野

生的芍药属种类,根多瘦小而多筋, 则统称为赤芍
[ 5]
。

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系统探讨研究。目前亳白芍栽培

区的药农将根茎及细根, 直接晒干,多作为赤芍入药,

其芍药苷的含量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

版的要求,但这样加工的赤芍需对其化学成分及药效

学等方面作系统全面的研究, 不能仅凭一个指标来考

证,应该引入明确的指纹图谱等手段加以说明。而能

否充当赤芍入药也待考察研究,以确保中药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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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产区 2个级别样品的芍药苷测定, 芍药苷

的含量均明显高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标准的

1. 60%, 而均低于 3. 00%。不同等级之间芍药苷的含

量具有一定差异,但差异无显著性。

通过不同部位的测定, 发现根茎 (芍头 )中的芍药

苷含量远高于主根,须根中芍药苷的含量也高于主根,

变化趋势为根茎 (芍头 ) >须根 >主根。这与文献 [ 6]

赤芍中各部分芍药苷含量测定一致。

[ DO I] � 10. 3870 /yydb. 2011. 01.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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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丁基醚 ���环糊精在巴洛沙星滴眼液制备中的应用*

张晓颖,石大伟,张春红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 325000)

[摘 � 要 ] � 目的 � 探讨磺丁基醚���环糊精 ( SBE���CD)在巴洛沙星滴眼液制备中应用的可行性与优势。方法 � 制

备处方中含或不含 SBE���CD的巴洛沙星滴眼液; 分别以紫外分光光度法与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滴眼液中的药物含量

与有关物质; 对比研究处方中含或不含 SBE���CD的滴眼液的强光照射稳定性、高热稳定性以及对家兔眼部的刺激性。

结果 � 处方加入 SBE���CD可显著降低药物的眼部刺激性, 并显著增加巴洛沙星滴眼液在强光照射下的稳定性。结论

� SBE���CD具有增加药物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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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ulfobutyl�ether���cyclodextrin in Eye Drops of Balofloxacin Preparation
ZHANG X iao�y in, SH IDa�we,i ZHANG Chun�hong(Departm ent of Pharm acy, the F irstH osp ital Aff ilia ted w ith

W enzhou M ed ical C ollege, W enzhou 325000, Ch 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 te the application of sulfobuty l�ether���cyc lodex tr in ( SBE���CD) in eye drops of

ba lo flox acin preparation. � M ethods� Prepared the eye drops o f ba lo floxacin w ith and w ithout SBE���CD. Comparative ly

investigated their drug conten tw ith UV spectrom etry, re lated substances w ithH PLC, stab ility under light and hea t, as we ll as the

eye irr itations. � R esu lts� SBE���CD sign ificantly reduced eye irr ista tions of the eye drops w ith drug. SBE���CD also

significant im proved the stab ility o f eye drops of balofloxac in under light. � Conc lu sion� The inc lusion by SBE���CD effective ly

prevents degradation o f ba lo floxac in under light.

KEY WORDS� Su lfobutyl�e ther���cyc lodex tr in; Baloflox acin; Eye drops; Irritation; S tab ility

� � 磺丁基醚 ���环糊精 ( sulfobuty l�ether���cyc lo�
dex trin, SBE���CD)为新一代的药用包合超分子材料,

主要以钠盐的形式存在。相较于羟丙基 ���环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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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D), SBE���CD具有更好的安全性,更强的增

溶与包合能力及更优的稳定性
[ 1�2 ]

,特别是作为注射用

辅料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研究表明, SBE���CD对
眼角膜刺激小,并且能降低药物对眼球的刺激作用,非

常适合作为具有生理 pH与渗透压要求的滴眼剂的制

备
[ 3�5]
。巴洛沙星 ( balofloxacin)可溶于水, 但在水中

的溶解度受 pH 的影响显著, 在酸性条件下更易溶

解
[ 6]
。滴眼剂的 pH与渗透压均有严格的要求, 因此

有必要在滴眼剂中加入增溶剂。鉴于 SBE���CD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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