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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试验法优选心舒颗粒的提取工艺

罗新 五 宋平 平、 袁 林
，
陈亚 宁 当阳 市中 医 院 湖北 当 阳 宜 昌市中 心医院 湖北 宜昌 湖北

民族学院 民大 医 院 ，湖北 恩施 深圳市佳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 广东 深圳

摘要 目 的 优选心舒颗粒 中 的醇溶性 成分 的 提取工艺 。 方法 以 干育得 率 、丹参 酮 含 量为评价 指标 ， 选用

正交 表进行实验 。 考察提取时间 、提取次数 、乙 醇浓度 、 乙醇用 量对干青得率 和丹参 酮 含量 的 影响 ，
以 多指标综 合评

分法确定最佳工 艺 。 结果 确 定加 生药材 倍量的 乙 醇 ， 回流 提取 次为最佳方 案 。 结论 最佳工艺基本 稳定

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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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舒颗粒由 丹参 、川 萼等十味 中药组成 具有行

气活血 解郁化瘀 ，养血通脉之功效 。 临床主要用于
胃

冠心病 、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 。 处方 中丹参为 正 交 实验设计 根据处方 中药味的理化性质 ，

君药 ， 而丹参中丹参嗣 为其主要成分 。 为 了 优 丹参 、川 芎等四 味药材采用 乙醇 回流提取 。 有参考

选其提取工艺 ，保证临床疗效 本实验以干膏得率和 文献
—

对影响提取效果的提取时间 、
提取次数 、

乙

丹参酮 作为考察指标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对其 醇浓度及乙醇用量进行优选 ， 以 干裔得率 、丹参酮

醇提工艺进行研究。 含暈为评价指标 ，选用 正交 表进行实验 ，

仪器与试药
因素水平详见表 。

实验中药材均购于亳州 市汇仁堂药业有限责任 表 ！ 醉提工艺 因素水平表

公司 ， 经鉴定为 中 国药典 （ 版 ） 收载的 正品 ；
岛

津 高效液相色谱仪 ；丹参酮 对照品 水平 提取 时间 提取次数 乙 醉浓 度 乙 醇用量

购 于 中 药 品 生 物 制 品 检 定 所 （ 批 号
：

供含测用 ）
；
甲 醇为色谱纯 水为重蒸水 。 其

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

： 丹参酮 的 测 定

作者简 介 罗 新玉
（

女 ， 大专 ， 主管药师 丨
： （

、

並 夂讲色谱条件 色谱柱 （

通讯作者 陈亚宁
， 甲 醇 水 （

： 为流动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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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 ： 检测 波长 为 理论塔 板 数 称定 重量 ，
回 流提取 放冷

，
补重 ， 摇 匀 ， 滤

按丹参酮 峰计算不低于 。 过 ， 即 得 。

对照 品 溶 液 的 制备 精 密 称取丹 参 酮 测 定 分别精 密吸 取对照 品 溶液 和 供试 品

对照 品 适 量加 甲 醇 溶 解
，
制 成 的 溶 溶液 ⋯ ， 注人高效液相色谱仪 ，

测定 即 得 。

液 。 阴性对照 试验 按处方 比 例称取药材 ， 同供

供试品溶液 的 制 备 按正 交试验表 中 确定 试 品溶液 的制 备方法 制 成不含丹参 的 阴 性对 照 溶

的试验条件 回 流提取 ， 将各试验组 制得 的 醇提 液 滤 液 分别 吸取对照 品 溶 液 供 试 品溶液和 阴性 对 照

过
，
合并 滤液

，

回 收 乙醇至无醇味 ， 记录浸膏量 。 精 溶 液各 ⋯ 进样 ，
按

“
”

项 色谱条件测 定 ，
结

密称取浸膏约 置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人 甲 醇 果阴性无干扰 。 结果 见 图 。

§

—

图 高 效液 相 色谱 图

对照品 ； 供试品 ； 阴 性对照品 ； 丹参酮 丨 丨

线性关系 考察 精 密 称取丹参 酮 对照 重 复 性考察 取 正交 试验 中 的 号样 品

品 置 棕色量瓶 中 ， 用 甲 醇溶解 并稀 份 ， 按供试品 溶液 制 备方法操作 ， 并 进行 测定 ， 丹参

释至刻 度
，
摇匀

，
分别 精 密 吸取对 照 品 溶 液 、 酮 的平均含量为 ，

为
，
表

、 、 、
置 容量 瓶 中 ， 加 甲醇 稀 明本方法 的重复性 良好 。

释至 刻 度 ， 摇匀 ， 按
“ ”

项色谱条 件 测 定 峰 面 稳定性考察 精密吸取 同
一份供试品 溶液 ，

积 。 以对照 品进样浓 度为横坐标 （ 与其相 应的 峰 分 别于 、 、 、 、 、 、 进样 ⋯ ， 丹参 酮

面积 （ 为 纵坐标
，
绘制标 准 曲 线

，
求得 回 归方程 为 峰面积 的 为 结果 表 明 供试 品溶 液 在

， 结果表 明丹参 内稳定 。

酮 浓度在 范 围 内 与 峰 面 积 加样 回 收试验 取 已 知 含量 的 同
一 样 品

呈 良好 的线性关 系 。 （ 号样品 ，丹参酮 含量为 约

精密度试验 精 密吸 取对照 品 溶 液 共 份 ，精密称定 ， 分别 精密加 人丹参酮 对照 品

连续进样 次
， 测 定峰 面 积 。 结果丹 参 酮 峰 面 溶液 （ 浓度 为 按 溶 液 制 备方法

积的 为 表 明精密度 良好 。 制备溶液并测定 ，计算 回 收率 。 结果 列于表

表 丹参 酮 回 收率 测定 结果 （

序号 取样 样品 含 量 （ 加 人 测得量 （ 回 收率 （
％ 平均 问收 率 （

％

干 膏 得 率 的 测 定 取
“ ”

项 下浸 膏 约 干膏称重 ，并计算 干膏得率 。

， 水浴蒸干后
， 于 干燥 置干燥器 中 冷却 结 果 依次 测得每组 的干 膏得率及 每组浸膏

迅速精 密称定重量 ，再于 干燥 ， 冷 中 丹参酮 含 量 （ 以 药材量计 ） ，实验结 果及直

却 称重 ，
至两次称重 的差异不超过 为止 ， 记录 观分析详见表 。 （ 下 转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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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笔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证 明药学本科 的有 化工

机化学理论和实验教学需要结 合专业特点 ，选 择合
朱小康 ’ 李 琼 袁 吕 江 本科药物合 成实验教 学改革船寸

适的授课内容
，
多种教学方法灵活使用 ，

激发学生学
‘ 西賴 n 学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戰“⑷ ：

卢一齐
“

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课程改革擁 ⑴ 西南师范

习兴趣 ， 同时弓 丨 人开放式教学和鼓励学生课 外拓展 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 版
：

知 只面 。 赵大伟 ， 王佩华 孙红 梅 ，等 制 药工程 专业药物 化学实验与

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存 在问题与课程整 合探讨 ■
中 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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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燕 有机 化学教 学与药 学的联系 中 国科 技 信息 ，

收稿 日期 侧

藤 ，
丨

供回 日期 廳

王 希 ， 陈优 生 邱蔚 芬 有机 化学 教学 方 法探 讨 广东

上接第 页 ）

表 酵提工艺正交试验结果

因 素 干裔得 率 （ ％ 丹参酮 含量 （ 综 合评分

注 ： 综合评分

对上述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详见表 。
、 、 。 验证结 果表

明本工艺稳定可行 。

表 综合评分方 差分析 表
讨 论

方差 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 由 度 值 比 显著性

； ！ ！

‘

中药复方制剂 成分复杂 ，采用单
一指标考察工

艺有一
■定的 局限性 。 本试验以丹参嗣 含量和干

膏得率为指标进行考察 ，釆用综合评分分析 ，优选出

± 的提取工艺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对生产有着更

好的指导意义 。

由 表 可知 个 因素极差值 乙

醇浓度对提取工艺影响最大 。 由 表 可知 ， 因 素

乙醇浓度对实验结果有显著性影响 ， 、 、 因 素无 丨 李 红卫 荆晓红 路 勤 等 正交试 验法优 选乳病 消片醇提

显 著 性 影 响 。 因 而 综 合 分 析 得 最 佳 工 艺 为 工艺条件 中 成药 丨

即 倍量 的 乙 醇加 热 回流 提取 范 彬 石晓峰 ， 沈 薇 等 安乳颗 粒 中丹 参的 乙醇 提取试

次 ，每次
验研究 中国 药事 ’ ’而 ）

娘

收稿 曰 期
验证实验 采用优选 的醇提工艺

’
进行 次重

修 回 曰 期 丨 叫

复 试 验 ， 干 膏 得 率 分 别 为 、 、

， 丹参 酮 含量 分别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