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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内滞留漂浮型缓释片的研究概况

李莉华
‘ ,

李水 林
’ ,

王艳 萍
, ,

王卫 东
2 ,

谢华通
, ,

严 晓鹏
2(l

.
延 大医 学院

,

吉林 延吉 133000 ; 2 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 208

医 院
,

吉林 长 春 130062)

摘 要 目的 :阐述 胃内滞 留漂 浮缓释片 的研 究概况
。

方法 : 结合 文献和 资料
,

简述 胃 内滞 留片 的释 药原理
,

影 响 漂浮性 能的 因素 以及漂 浮性能控制
。

结果 与结 论 : 胃 内漂 浮 制剂 可 以 显著延长 胃 内滞留 时 间
,

并能提

高生 物 利 用度
。

已 经 引起 了 国 内外学者越来越 多的 关 注
,

成 为 药剂 学研究 的 热 点之一
。

关 键词 胃内滞 留漂浮 型 ;缓释 片;释 药原 理 ;漂浮性能

中图分 类号 :R 944
.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一 0 1 1 1 ( 2 0 0 5 ) 0 3 一 0 一4 2 一 0 4

胃内滞 留漂浮 型 缓释 片是一类能滞 留 于 胃液

中
,

延长 药物的释放时 间
,

改善药物 吸 收
,

利于提高

生 物利用度的片剂
。

口 服给药药物主要在小肠上部

被吸收
。

因此
,

药物应设计成 可 以于 小肠上部大量

吸收的处方
。

药 物从溶液状态到达 小肠上部 量越

大
,

吸收就越多
,

停留时间越长
,

则吸 收时间也越长
。

目前多数 口 服控释或缓释片剂在其吸收部位 的滞留

时间仅 2 一 3 h
,

而制成 胃内漂浮片后可 在 胃内滞留

时
·

间长达 5 一 6 h
,

使药物 以最 大量溶液状态到达吸

收部位
,

可延缓释放并增加吸 收〔‘〕。

1 释药原理 及特性

Tossoun ian 和 Sheth 最早 对 胃内漂浮型 制剂进

行了详细 的描述
,

并称之为
“

生 物有效制剂
, ,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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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a t i
o n 」是 由药物

、

一种或

多种亲水凝胶滞留材料辅以其他材料制成 的
,

不 管

是以胶囊
、

片剂或其他形式存在
,

该制剂 口 服后 遇 胃

液外层凝胶膨胀
,

在制剂表面形成一层凝胶屏 障
,

维

持骨架的 比重小于 胃内容物 (1
.
004

一 1
.

01 )

,

而 漂

浮 于 胃液上
,

使其不受胃排空 的影响
,

并成为长时间

驻留于 胃的药物贮库
,

药物 以凝胶骨架 中缓慢向胃

液中迁移 (扩散或溶蚀释放 )
,

直到所负载的药物释

放完全
。

该剂型能使尽可 能多的药物以溶解状态到

达吸收部位
,

因而提高 了生物利 用度并延缓了作用

时间
。

制剂长时间驻 留于 胃中
,

对直接于 胃中发挥

作用的药物延缓了作用时间
。

理想的 胃内滞留片需具有如下 特性川
:
¹ 在体

温状态下
,

片剂接触 胃液后
,

表面能水化形成凝胶屏

障
,

并膨胀保持原有片剂形状 ;
º 片剂的组成利于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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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在胃内滞 留
,

保持 漂浮 状态
,

即 片剂 的密度 小 于

1 ;» 药物的性质
、

用量
、

辅料 的选择都能符合 胃内滞

留片要求的体内外释药特性
,

能缓慢溶解
、

扩散
,

能

维 持胃内较长释药时间
,

一般能达 5 一 6 h
。

适于制成 胃内漂浮片的药物有
:
¹ 在 胃中发挥

作用 的抗 胃酸药 ;º 主要从 胃中吸收的药物
,

如弱 有

机酸类药物 ;
» 在胃 中溶解度大于 在肠 中溶解度的

药物 ;
¼ 临床上特定要求的药物

,

如裹有无水拘椽酸

和碳酸氢钠泡腾剂 的胃内漂浮片
,

用 于 胃酸分泌 少

的 胃癌患者
。

2 影 响漂浮性能的因素

胃漂浮制剂成败的关键在于其在 胃内能否达到

预期的漂浮效果
,

能否延长 胃内滞留时间
,

如果不能

成漂浮状态
,

只相 当于一个普通的缓释骨架片
。

2

.

1 骨架材料和 辅料 胃 内滞 留片的 骨架材料为

亲水性骨架材料中的一部分
。

这种特殊 的亲水性胶

体或其混合物组成 的片剂
,

遇 胃液 时能形成胶体屏

障膜并滞留于 胃内
,

以能控制片内药物的溶解
、

扩散

的速率
。

G
e r o

g i
an

n
ni

。

等研究了 各种材料 的膨胀与

漂浮性能
,

认为水凝胶材料分子量越大
,

水化速度越

慢
,

漂浮性能越好
,

并建议选择分子量大及疏水性能

好的材料以提高漂浮性 能
。

但是
,

一般高粘度 的亲

水胶体密度小
,

膨胀体积大
,

利于 片剂滞 留于 胃内
。

目前 研 究 常 用 的 亲 水 胶 体 有 经 丙 甲 纤 维 素

(H P M c )
、

轻 丙 纤 维 素 ( H P C )
、

轻 乙 基 纤 维 素

(H E C )
、

甲基纤维素 (M C )
、

乙 基纤维素 (E C )和 梭

甲基纤维素钠 (S C M C )等
。

其中国 内外制备 胃内滞

留片剂的研究报道
,

大都采用 H PM C 。

为了改善释

放速率和滞 留能力
,

除采用其他辅料进行调节外
,

在

亲水胶体的选用上 也有不少研究报道
,

如选用 乙 基

纤 维素和 梭甲基纤维 素钠等
,

还有 选用 非纤 维素衍

生 物的其他高分子材料
,

如 聚 乙烯 毗咯烷酮 (PV P )

与聚 乙烯醇 (P V A )的联合应用
。

为提高滞留能力
,

添加疏水性而相对密度小的醋

类
、

脂肪醇类
、

脂肪酸类或蜡类
,

如单硬脂酸甘油 酷
、

鲸蜡醇
、

硬脂醇
、

硬脂酸
、

蜂蜡等 ;为调节释药速率
,

如

添加可压性好的乳糖
、

甘露醇等
;如添加聚丙烯酸树

脂n
、

111 等
,

可减缓释出
,

使药物在肠道 pH 下才释出
。

为了增强亲水性
,

还可 以加人十二烷基硫酸钠等表面

活性剂
。

还有因制剂的需要加人的润 滑剂
、

稳定剂等

都应以不影响制剂的漂浮性能为原则 〔’〕
。

2

.

2 制备工 艺 胃内滞 留片的制备工艺基本上同

一般压制片
,

但必须考虑到片剂成型 后 有滞 留作用

的特点
,

在工艺上应注意相应 的措施
。

首先在选择

亲水性胶体辅料时
,

在粘合性和流动性方面能尽量

适应于直接粉末压片或干法制粒为宜
。

如尼莫地平

胃内滞留漂浮片以 H PM C ,

P E G
60 00 和碳酸镁

,

普朗

尼克以及十六醇粉末直接压片制得
。

体外漂浮 时间

达 10 h ,

0

.

1 5
~

6 h 释放符合零级动力 学
。

体 内相对

生物利用度为 391
.
46 %

,

较普通 片延长一 倍 多t‘〕。

因为将亲水性高分子制成溶液
,

作为粘合剂进行湿

法制粒
,

则不 利于 片剂在 胃液 中的 水化漂浮
。

其次

在压片时
,

压力大小对 片剂成型后 的滞留作用影 响

也很大
。

氯氮平 胃内漂浮片研制中
,

片剂压力 ( 3k g

漂浮 性能 良好
,

压力 ) 3kg 各处方 皆 不能 漂 浮〔6 〕。

应考虑到 既使片剂有合适的硬 度
,

又 需使压成 的片

剂内部保持有适当的空 隙
,

有 利于成型 的 片剂密度

小于 1 ,

使 片剂 表面 的亲 水性 高分子颗粒迅 速水化

不受阻碍
。

一般硬度控制在 4 一 6 k g
/c

m
Z 。

片剂的

大小
、

亲水性胶体等漂浮材料和选择 的工 艺过程以

及最后压力对成型 片剂 的漂浮作用 的影 响都很大
,

在研制时需 针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7 〕
。

2

.

3 生理 因素 胃 内食物对漂浮制剂 的胃内滞 留

时间有极显著的影 响
。

禁食状态下
,

漂浮 与非漂浮

制剂在胃内滞 留时间 均小于 1
.
s h ,

而饮食状态 下
,

漂浮 制剂 约 2
.
4 一 4

.

s h
,

有显 著差异
。

在立 位
,

漂浮片漂于 胃液上
,

而非漂 浮片则立 即

沉人 胃底 ;仰卧位
,

漂浮与非漂浮制剂的 胃滞留时间

无明显差异
。

3 胃 内滞 留漂浮片性能控制

3
.
1 漂浮片的体 外释放 一般采用经典 的固体制

剂释放研究方法如转篮法
、

浆法
。

漂浮片 的释药特

征与一 般控 释 制剂 相 一致
,

有零 级
、

一 级或 符合

Hi guc hi 方程规律释放的动力学过程
。

除此之外
,

应

重 点考虑滞留片的漂浮作用 测定法
。

为 了确切 测定漂浮力 的大小
,

有人研究制备了

浮力测试器及浮 力 测定 的方法
。

该装 置结构巧 妙
,

操作简便
,

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漂浮 制剂漂浮性能

的动态变化
。

现将 浮 力测 试 器介绍 如下
:
将 圈径

ZO m m 、

圈 数 85
、

灵敏度 100 m g/m m 、

最 大负荷 0
.
8 9

的 圆筒式石英弹簧置直径 50 m m 、

长 80 m m 的玻璃管

中
,

弹簧的上 端固定
,

下端安置一指针
,

并悬挂可容

纳片剂的不锈钢丝吊篮
,

在玻璃管外放置一刻度尺
,

以指示弹簧的应力变化
。

3

.

2 胃内漂浮测 定 现有多种技术应用 于漂浮 制

剂在 胃内的状态
、

位置
、

滞 留时间
。

如 X 一 射线法和

, 闪烁照相 法
、

胃镜检查法
、

磁标计检测
、

超声波检

查法等
。

3

.

2

.

I X
一 射线法 Sh eth 和 T ossounian 最 早用 X

射线法证实了漂浮剂在人体内的滞留过程
。

漂浮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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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掺人硫酸钡
,

并 与普通 片剂对 照
,

通 过体外 X 光

片而证实其在 胃中呈现的漂浮状态
。

3

.

2

.

2 丫 闪烁照 相 法 胃内滞 留片在胃 内 的漂浮

时间测 定 目前 多 用 闪 烁 法
,

示 踪 剂采 用 同位 素

蜘Te 、 “ ‘
I

、 ‘’‘
I 等加人滞 留片中和普通片对照

。

给动

物或人服用
,

然后用 闪烁照相技术监测其在 胃肠道

内运行情况
,

并进行对照结果
。

其具体方法介绍如

下
:
选 胃功能正 常的志愿受试者 5 名

,

实验前每人服

用等量早餐 (面包和 牛奶 )后
,

用水 20O m L 吞服同位

素标记的 胃内滞 留片
。

测 定时
,

受试者取坐位
,

将 ,

照相机对准受试者 的上腹部并加以 固定
,

使整 个 胃

内部处于探测 范围 之内
。

服药后 立 即摄片
,

以后 每

隔 0
.
sh 左右摄片一次

,

直至记录 胃内滞 留片排人肠

内为止
。

相同的受试者在实验 1 个月 后按上述方法进行

同位素标记的普通片测定
。

对照测得的胃内部放射

性曲线图
,

对照两者在胃部滞留时间
。

3

.

2

.

3 胃镜检查法 通过 胃镜 可 以很直观的看到

制剂在 胃内的具体形状
。

如 Kl au sn er[
8〕通过 胃镜检

查发现
,

所测 伸展型制剂在 5 一
10 m in 内已 经完全展

开
,

并且在 24 h 内保持形状完整
。

3

.

2

.

4 磁标计监测 W
eitsehieS 等在 1994 年首先

将此方法应用 于制剂在 胃肠道转运时间的测 定
,

实

验前将制剂进行磁标记
,

再用 一个很灵敏的生物磁

性测定仪进行监测
。

由于不需 要进行射线照 射
,

此

法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

可应用于人体实验
。

3

.

2

.

5 超声波检查法 该法曾用于评价水凝胶膨胀

型制剂在胃内的滞留情况
,

包括制剂所处具体位置
、

进人凝胶的水量以及制剂与胃壁的相互作用情况
。

留时间长 达 6h 以上
,

体外释放规律 l 一
12 h 内符合

一级动力学模型
。

4

.

4 法 莫替丁 胃 内滞留型 漂 浮缓释 片〔” 〕 H P M c

2 2 4 m g
、

果胶 56m g 、 一

卜八醇 4Om g 、

乳糖 4o m g 、

F
a

m
( 法

莫替丁 ) 4O m g 、

乙 醇 0
.
s m L ,

蒸馏水适量
。

选择乳糖

为稀释剂
,

果胶
、

H P M C 为骨架材料
,

十八 醇为阻滞

剂
,

片重 4oo m g ,

含 主 药 40m g ,

硬 度压力 4kg 。

F
a

m

一 H B S 的累积释放百分率符合 Hi guc hi 方程
,

其释

药速度符合零级模型
。

4

.

5 盐 酸二 甲双孤 胃漂 浮型缓释制 剂{‘3 〕 将盐酸

二 甲双肌与辅料混匀
,

加人豁合剂制软材
,

过 20 目

筛制粒
,

50
℃ 干燥 sh ,

整 粒
,

加人润 滑 剂并混匀
,

压

片
。

片剂具有 良好的漂浮性
,

药物 释放可 延长至 8h

以上
。

药物通过扩散和 凝胶 骨架溶蚀协 同作用 释

放
,

释放动力学较好 的符合 I4i guchi 关系
。

目前根据 H B S 原理制备的药物已扩大到维生 素

类
、

中枢神经系统药物
、

心 血管药物等
,

如
:
维生素类

药物 (核黄素
、

维生素 Bl 等 );中枢神经系统药物 (氯

氮草
、

地西伴
、

氯氮平
、

盐酸曲马多等) ;心血管系统药

物 (硝 酸甘油
、

尼 莫 地平等 );抗肿 瘤药 物 (小 金丹

等 ) ;抗菌消炎药物 (复方硫酸庆大霉素
、

胃幽静
、

吠喃

哇酮等) ;降糖类药物 (盐酸二 甲双肌
、

马来酸罗格列

酮 等) ;放化疗诱发症药物 (盐酸昂丹司琼 等 );支气

管哮喘药物 (氨茶碱 ) ;解热镇痛药 (阿 司匹林)
。

5 展望

4 胃漂 浮片处方实例

4
.
1 盐酸 昂 丹 司 琼 胃漂 浮 型 缓释 片川 处方

:
盐

酸昂丹司琼 9
.
69

、

轻丙 甲纤维素 (H P M C )43 9 、

十八

醇 70 9 、

丙烯酸树脂 11 40 9 、

十二烷基硫酸钠 2 9 、

硬

脂酸镁 2 9 。

实验结果表明 体外释放 曲线符合一级

动力学方程和 Hi guchi 方程
。

4

.

2 马 来酸 罗格列 酮 胃漂 浮型缓释 片〔‘
0] 将主

药与 H PM C 等辅料分别粉碎
,

过筛
,

混合均匀后
,

再

过筛
,

然后在适宜压力下 全粉末直接压片
,

硬度控制

在 3 一 s k g
,

每片 片重 为 0
.
19 ,

含主 药 80 9 。

本品 在

释放介质中迅速起漂
,

持漂时间超过 12 h ,

1
2h 达最

大累积释放 ;处方的释放过程符合 Hi guc hi 方程
。

4

.

3 v B
I

胃内滞留漂 浮型缓释 片[川 将 v B 、 、

e H x

( 甲壳胺 )
、

H P M C
( 轻丙甲纤维素 )混合过筛

,

直接粉

末压片法压片
,

直径 12 m m ,

压力 Zkg 。

实验结果 表

明 V B , 一 H B S 在体外可持续漂浮 sh 以上
,

胃内的滞

胃内漂浮型给药系统 (fl o
ating drug deliVery sys-

te m ,

F D D
S) 根据漂浮 机制的不同可 分为泡腾型 和非

泡腾型两类 [’‘〕。

两类都借助 于 辅料在 胃液 中水化

膨胀
,

使得其密度小于 胃 内容物从而漂浮
,

但需要等

待一定时间才能 漂浮
。

为 克服这一点
,

近 来开发 出

一些可 以立刻漂浮 的给药系统
。

str
eu be l[

‘5 〕等研制的盐酸维拉 帕米 胃漂浮微粒

剂使用 了一种被称为泡沫粉末 (fbam Po w der) 的聚

合物聚丙烯
,

具有疏水
、

多孔和 低密度的特点
,

使制

剂漂浮 ;同时用 E udrag it R S 控释药物
。

体外漂浮实

验证实
,

至少 83 % 的微粒能够漂浮 8h 以上
。

La

n

mi

C c

ell
i 等 〔‘6 〕制备 了一 种包含有气 囊 的多

室 胃内漂浮给药系统
,

使得能够在胃液内迅速漂浮
,

并持续达 24 h 。

s 一P p im a th 等 [’7 了制备 了直径 为 503 一 4 8 9 协m 的

醋酸纤维素中空微球 胃漂浮 系统
,

该微球系统能在

胃液 中漂浮至少 12 h 。

胃滞 留制剂从 出现到现在 已经多年 了
,

这种制

剂的发展趋势不仅体现在新技术 和 新材料的 应用

上
,

也体现在多种制剂技术 的组合上
。

作为一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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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缓
、

控释制剂
,

胃内滞留制剂不仅可 以促进药物

的吸收而且也可以起到 胃部靶 向作用
。

因此
,

开发

胃内滞留制剂对于 提高我 国制剂水平
、

减少对发达

国家 的制剂依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仁10口

〔11了

仁12 ]

吴 伟
,

周 全
,

张恒弼
.
尼 莫 地平 胃内滞 留漂 浮型控 释片

的研究【J]
.
药学学报

,

1
9 9

7

,

3 2
(

1 0
)

:
7 8

6

-

S
h

e
t
l

l

P
R

,
T o s s u n

i a n
J L

.

T h

e
h y d

r o

d y
n a

m i
e a

l l y b
a

l

a n c e

d

s
y

s t e m

(
H B s T M

)

:
A n o v e

l (l

r u g d

e
l i v

e

尽
syste m fo

r o ra
l u se 「J]

.
D rug

D ev Ind p harn, ,

1
9

8 4
,

1 0
(

2
)

:
3 1 3

.

T
o s s o u n i

a n

JL

,

M

e

嗯
en s W J

.
B io efji

e ien t p rod
u ets:A n ov el d eli

v -

ery syste ,n

〔J」
.
U D rug D ev Ind pharm ,

1 9 8 5

,

1 1
(

5
)

:
1 0 1 9

谢秀琼
,

周 淑芳
,

韩 丽
.

现代 中药制剂新 技术f M 〕
.
北 京

:

化学工业 出版社
.
20 04

:
37 8

.

孔德亮
,

马 山
,

顾 清
.

胃内漂浮制剂 舀J」
.

山东 中医 杂志
,

2 0 0 0

,

1
9

(
1 1

)

:
6 9 0

-

张 娜
,

邓树海
,

黄桂华
,

等
.
氯氮平 胃内漂浮 片的研制 〔J了

.

中国医 药工业杂志
,

2
0 0 1

,

32 (
4

)

:

巧 5
.

庄 越
,

曹宝成
,

萧瑞祥
.

实用药物 制剂技术 t M 」
.
北京

:
人

民卫生出版社 一9 9 9
.
2 24 一 2 2 5

.

K l
a u s n e r

E A
,

E y
a

l S
,

L
a v

y E

,
e ‘ a l

.
N

o v e l l
e v o

d
o p

a
g
a s

一
t

r o
-

r o
t

e r l
r

l
v

e
d

o
; a

g
e

fo

r
m

:
i
n

、
i
v o e v a

l u a t i
o ri i

n
d

o
g s

[ J 〕
.
J Con , r o l

R
o
l
o a s e ,

2 0 0 3

,

8 8
(

1
)

:
1 1 7

.

王 芳芳
,

杜 蓉
,

刘祖雄
,

等
.

盐酸昂丹司琼 胃漂浮 型缓 释片

[ 13 1

的研制及质量控制 「J ]
.

中国药学杂志
,

2 0

02

,

37 (
9

)

:

6
78

.

冯 浩
,

王志民
,

陈大为
.

马来酸罗 格列酮 胃漂浮型 缓释片

的研究 「J〕
.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

2 0 0 2
,

3 3
(

3
)

:
1 9 6

张 朔
,

姜典卓
,

邹 宇清
,

等
.

V B I胃内滞留漂浮型 缓释 片释

放度及漂浮性能研究 「J]
.
沈 阳 药科大学学报

,

2 0

02

,

19 (
4

)

:

2 5 3

.

陈珊珊
,

徐榕青
,

曹剑虹
.

法莫替丁 胃内滞 留型漂浮缓释 片

的制备及体外释放度〔J〕
.

中国医 院药学杂志
,

2 0
02

,

2 2
(

4
)

:

1 9 7

.

黄东坡
,

王 远
,

蒋国强
,

等
.
盐酸二甲双肌 胃漂浮型 缓释制

剂的制备与释 药过 程研究 「J ]
.

精 细化 工
,

2 0 皿
,

1 9
(

1
0

)

:

6
0

9

.

s
i
n

g
h

N
,

K i m H

.

F l o
a t i n g d

r u
g d

e

l i
v e

巧
sy stem s : an ap p roaC h to

ora
l
eo n rro ll

一
e

d
d

:
u

g
d

e
l i

v e

巧
v ia g astrie reten tion 「J1

.
J Con

-

tr()11ed R elease ,

2 0
0

0

,

6 3
:
2 3 5

.

S
t
r e

u
b

e
1 A

,

S
i
e

p m
a

n n
J

,

B
o

d
m

e
i
e r

R

.

F
l

o a
t
i
n

g m i
e r o

p
a r

t
i
e

l
e s

b

a s e
d

o
n

l
o

w
d

e
n

s
i
t
y fo

a
m p

o w
d

e r

[
J

l

.

I
n t

J
P h

a r
m

,

2 0
0

2

,

2 4 1
:

2 7 9

.

I
a

n 刀 u c c e
lli V

,

C

o
P p i

G

,

B
e

m

a

b

e
i

M
T

,
e

t a
l

.

A i
r e o

m P
a

r t -

m
e n

t
m

u
l
t
i p

l

e
一

u
n

i
t

s
y

s t
e

m
fo

r
p

r o
l

o
n

g
e

d g
a s

t
r

i
e r e s

i
d

e n e e
.

P
a r

t
l

F
o

rm

u
l

a
t

i
o n

s 走u d y 万J」
.

IntJ pharm
,

1
9 9 8

.

1 7 4
:
4 7

-

S

o
p p i m

a
t
h

K
S

,

K
u

l k
a

r
n

i A R
,

A m i
n a

b h

a v
i T M

.

D e v e
l
o p 一 zn e n

t o
f h

o
ll

o
w m i

e r o s
p h

e r s a s
n

o a tin g
e o n t ro

ll
e
d

r e
l
e a s e s

y
s re m

s
fo

r

e a r
d i

o v a s c , :
l
a r

d
r u g

s :
p

r e
p

a r a t i
o n a n

d
r e

l
e a s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J]
.

Drug D ev Ind Pharm ,
2 0 0 1

,
2 7

(
6

)

:
5 0 7

-

收稿 日期 :2005 刃3
一

17

川川

洲刁
飞..内、�

4

r
esL

厂
L

仁15 ]

厂16 ]

川[0l

[17]
川[sj

[9〕

虎杖普的研究进展

高守红
,

杨 少麟
,

范 国荣(第二军医 大学药学 院
,

上海 2004 33 )

摘要 虎杖等 是虎杖的有效成 分之一
,

本文综述 了虎杖普 的研 究进展
,

包括植物 来源
、

化学结构
、

性质
、

提取

分 离
、

药理作用 和含量测 定等
,

为其进一 步开发利用 提供 了依据
。

关键词 虎杖普 ;化学结 构 ;提取分 离 ;药理作 用 ;含量测 定

中图分类号 :R 93 文献标识码 :A 文 章编 号 :10 06 一 0 1 1 1 ( 2 0 0 5 ) 0 3 一 0 1 4 5 一 0 3

虎杖昔 (Pol ydat in
,

P D
) 是从寥科寥属

—
虎杖

(尸
。

崛
onum eu胡ij a :u m S ieb

. et Z u ee
) 的干燥根茎 中

提取的第 4 种单体
,

故又名虎杖结晶 4 号 ;也可称为

白黎芦醇昔 [’飞 PD 在植物 中分布广
,

含量高
,

具有

较强 的生物活性
。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

P D 对心肌

细胞
、

血管平滑肌细胞
、

抗血小板聚集
、

改善微循环

等有显著作用
,

此外还 能减轻 多种 因素造成 的组织

器官损伤
,

具有保护肝细胞
,

降血脂及抗脂质过氧化

等作用
。

近十年来
,

国 内外学者对 PD 的化学结构
、

性质
、

提取分离
、

药理作用以及含量测定等做 了许多

研究
,

但在生物体 内药代动力学研究还 知之甚少
。

为促进 PD 新药 的开发和 利用
,

本文对其研究进展

作一综述
。

1 化学结构和植物 来源

作者简介:
高守红 ( 19 75

一

)

,

女
,

汉 族
,

硕士研究生
.
E

一

m

ail

:
s

h
ou

h
on

g g
ao

@
h

o t
m

a
i

l

.

(
:
o

m

虎杖昔是 白黎芦醇 (R esveratrol,

R
e S

) 与葡萄糖

结合的产物
,

它们均属于虎杖成分 中的蔑类化合物
,

即轻基二苯 乙烯类化合物
,

化学名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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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有顺反

式两种 (见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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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分子中含有 3 个酚轻

基
,

推测它可能是一种氧 自由基清除剂
,

通过抗氧化

效应而实现其保护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