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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不同产地石膏中无机元素的含量差异。方法: 湿法盐酸 -硝酸对石膏样品进行消解,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

发射光谱法 ( ICP- AES)测定其无机元素的含量。结果: 检测到了铜、钾、镁、锰、钠、钙、硫、锌、铁、铝和铬等 15种无机元素,其

中铁、镁两种元素的含量差异最大。结论: 不同产地石膏中无机元素的含量差异较大,可能与其产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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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organic elements in Gypsum Fibrosum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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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 tive: To analyze the inorgan ic elements in Gypsum Fibrosum from d ifferen t area.M ethod: ICP-

AES w as used to ana lyze the inorganic e lemen ts in Gypsum Fibrosum togetherw ithHC l- HNO 3 digestion. Results:

15 k inds of inorgan ic e lements ( Cu, K, M g, M n, Na, C a, S, Zn, Fe, A,l C r et al ) w ere detected and the content

difference of Fe andM g in Gypsum Fibrosum was more grea.t Conclusion: The content difference of inorgan ic e le-

ments in Gypsum Fibrosum may be corre late to it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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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 ( Gypsum Fibrosum )别名白虎、冰石, 性大

寒,味甘、辛,归肺、胃经,为临床常用的清热泻火药,

有 /降火之神剂, 泻热之圣药 0之称。生用清热泻

火、除烦止渴,治疗外感热病、高热烦渴、肺热咳喘、

胃火亢盛以及头痛、牙痛等病症;煅用收敛、生肌、止

血,外治溃疡不敛、水火烫伤、湿疹瘙痒、外伤出血等

病
[ 1, 2]
。石膏组成主要为含水硫酸钙 ( CaSO 4 #

2H2O ), 此外还含有多种无机元素, 如铜、铁、铝

等
[ 2]
。有报道石膏的解热作用与硫酸钙无关, 可能

与所含的微量元素有关
[ 3]
。石膏在全国各地广泛

分布,但传统以产于湖北应城者最佳。为探讨石膏

质量与所含无机元素的关系,首次利用电感耦合等

离子发射光谱法测定了不同产地石膏中无机元素含

量。

1 材料与仪器
111 材料  6个不同产地的石膏分别为湖北应城、

山西平陆、山西运城、山东平邑、湖北十堰、河南三门

峡。经李晓波教授鉴定为硫酸盐类矿物石膏 Gyp-

sum Fibrosum。

112 仪器  Iris Advang tage 1000型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仪 (美国热电公司 ) ,其中雾化器为直

角型气动雾化器。

113 试剂与标准溶液  硝酸、盐酸为优级纯试剂,
水为去离子水。钙、钾、镁、铁等 19种元素的标准溶

液, 均为 1000 Lg# mL- 1 (均购自国家标准物质中

心 )。

2 实验方法
211 仪器工作条件  入射频率: 1115 kW, 冷却气:
氩气,冷却气流量: 015 L# m in- 1A r, 载气流量: 015
L# m in- 1A r, 辅助气流量: 015 L# m in- 1Ar, 样品提

升量: 5 mL# m in- 1雾化器蠕动进样,曝光时间:短波

20 s,长波 10 s。

212 样品溶液的制备  将不同产地的石膏粉碎, 过

100目筛,精密称定各 011 g,置于 100 mL烧杯中,

加入 15mL盐酸、5 mL硝酸, 加热消解 1 h, 冷却至

室温后定容到 500mL量瓶, 供测定用。同时,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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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全过程的空白试验溶液。

3 结果与讨论

311 石膏中无机元素的含量测定  按上述测试条

件进行 6个产地石膏无机元素含量测定, 结果检测

到了铜 ( Cu)、钾 (K )、镁 (M g)、锰 (M n)、钠 (N a)、钙

( Ca)、硫 ( S)、锌 ( Zn)、铁 ( Fe)、铝 ( A l)和铬 ( Cr)等

15种无机元素,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产地石膏无机元素的含量 (% )

Tab 1 The con tent of inorgan ic e lem en ts in Gypsum F ibrosum from d ifferent area

元素

( elem ent)

应城

( Y ingcheng)

平陆

( P ing lu)

运城

( Yuncheng)

山东

( Shandong)

十堰

( Sh iyan)

三门峡

( Sanmenx ia )

Ca 24171 23152 24162 241 38 24107 22112

S 18199 18173 19111 181 76 18108 17131

A l 010348 010057 010105 01 0256 010113 010059

B 01007 010037 010044 01 0067 010048 010027

Ba 010009 010003 010006 01 0009 010008 010002

Cr 010023 010009 010023 01 0022 010014 010005

Cu 010007 010007 010006 01 0008 010004 010002

K 010215 010058 010221 01 0180 010038 010035

M g 010357 010014 010047 01 0164 010017 010014

M n 010008 010001 010003 01 0004 010002 010001

N a 010484 010167 010237 01 0382 010186 010082

Sr 010314 010144 010174 01 0288 010175 010167

T i 010005 010002 010001 01 0003 010001 )

Zn 010017 010014 010017 01 0021 010004 010018

F e 010486 010133 010121 01 0249 010085 010041

312 不同产地石膏的无机元素比较  石膏中无机

元素研究的相关报道很多, 含量测定主要采用原子

吸收光谱法
[ 4, 5]
。本文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

谱进行检测,从结果可以看出, 钙和硫为主要元素,

含量分别最高可达 24171%和 19111%; 其余含量比
较高的元素依次为铁、钠、镁、铝、锶和钾。不同产地

的主要元素钙和硫含量差异较小, 而其它元素的含

量差异较大。如除 Ca、S外, 道地产区湖北应城石

膏的无机元素含量最高 ( 012343% ), 其次是山东平

邑 ( 011653% )、山西运城 ( 011005% )、湖北十堰

( 010695% )、山西平陆 ( 010646% )、河南三门峡

( 010453% ),这与传统认为湖北应城产石膏质量最

佳观点一致。不同产地石膏中无机元素含量差异大

的有铝、钾、镁、锰、钠、铁, 其中镁、铁的含量差异最

大,湖北应城石膏中镁的含量为 010357% , 铁为
010486% ,而三门峡产区镁的含量仅为 010014% ,
铁仅为 010041%。微量元素的含量差异可能与其
产地有关,也进一步提示微量元素可能与石膏质量

相关。

313 石膏的有害元素含量  5中国药典 62005年版

规定, 石膏中含重金属不超过百万分之十,含砷量不

得超过百万分之二
[ 1]
。本研究中 6产地石膏的铜的

含量为 010002% ~ 010008%, 均未超过百万分之
十, 同时均未检测到汞、镉、铅和砷。

314 解热作用与无机元素的关系  石膏在临床上

是一种常用的清热泻火药, 常与知母等配伍应

用
[ 6]
。石膏在临床上退热功效显著, 但解热物质基

础尚不清楚。虽有文献报道其解热的作用物质基础

为硫酸钙,但也有文献报道石膏的主成分并无退热

作用
[ 3]
,同时我们在研究其解热效果时也发现纯

CaSO4并无解热作用, 说明石膏的解热作用可能与

其所含的微量元素有关。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有着

重要的关系,微量元素广泛存在于中药中,它们与中

药的功效、内在质量等关系密切, 其含量的差异可能

会引起药效的差异
[ 7]
。因此有必要对不同产地石

膏的药效作进一步研究, 由此来确定微量元素与药

效的关系。

本研究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测定石膏

无机元素的含量, 方法简单灵敏,精确度高, 可同时

测定多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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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09年药物溶出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随着药学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新型药物固体制剂不断涌现,药物溶出度已成为评价药物固体制剂
的重要指标之一。为引导从事药物固体制剂研究、生产及药物分析的相关工作者进一步了解国内外药

物溶出度发展的最新动态,准确掌握相关信息和相关方法, 经研究决定,拟定于 2009年 9月在北京和上

海两地召开药物溶出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邀请固体制剂溶出度研究领域的中外专家, 就会议主题进行

专题讲座。现将会议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专题讲座: 药物溶出度及生物利用度;中国药典 2010年版简介;药物缓释、控释制剂研究发展等。

二、会议征文与要求

1.征文内容

药物溶出度法在药品检验中的应用;药物溶出度法对缓释、控释制剂质量的评价; 药物溶出度法在

中药制剂及生化药物制剂中的应用;药用辅料、药用胶囊对药物溶出度的影响;药物溶出度与生物利用

度之间的关系;药物溶出度仪器的研究进展。

2. 征文要求

( 1)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均可作为本次征文稿件,研究论文一般不超过 3000字, 综述不超过 5000字;

( 2)论文格式请按本刊稿约要求;

( 3)每篇稿件需附单位介绍信及 50元审稿费;

( 4)征文截止日期 2009年 7月 30日;

( 5)投稿方式:请登录本刊在线投稿系统: www. yw fxzz. cn进行在线投稿, /期刊栏目 0请选择 / 2009
溶出度会议征文0;

( 6)论文经专家审阅后,将在本刊发表, 并酌收版面费。

3.联系方式

( 1)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 2号,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药物分析杂志编辑部;邮政编码:

100050

( 2)电话: 010- 67058427;传真: 010- 67012819

( 3)联系人:刘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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