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9
.

2松塔多糖木脂索含量计算按 卜式
,

结

果 见表 4
。

木脂素含量% 一
W

,

X C
_ _ 。

一长二一 X 1 0( 〕%
W

l

式中 W
Z 一

木脂素 (粗品 )重 W
, 一

松塔

多糖重 C
一

木脂素 (粗品 )百分含量

2 讨论

2
.

1 一次展开后
,

分离对 象未 完全分开
,

故

挥去溶剂后
,

再用同样溶剂作二次展开可得

较好分离效果
。

2
.

2 制备性薄层
,

采用横线状点样可加大薄

层板载样量
。

2
.

3 绘制两条标准 曲线以适用于 含量不同

的样品
。

2
.

4 本法简便易行
,

样 品溶液稳定
,

室温放

置 12 h 无变化
。

2
.

5 该法对含有木脂素的药物及其制剂的

质量控制提供了可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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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杏石甘滴丸成型工艺的研究

湖南中医学院 (长沙 4 1 0 0 0 7) 何 群
带

邓清平
` ’

摘 要 采用正交试验法研究了麻杏石甘滴丸成型的较优工艺条件
:

提取物与基质配 比为 l
:

1
.

2
,

滴制温度 95 士 1亡
,

滴速 9 滴 / m in
,

冷却剂温度 6士 I C
。

关键词 麻杏石甘滴丸 正交试验 工艺研究

麻杏石
一

甘滴丸系 由汤剂改成的新剂型
,

大量资料表明原方剂对治疗小儿肺炎
、

支气

管炎
、

百 日咳等咳喘气急症疗效显著
,

制成滴

丸剂 目的是方便小儿吞服
,

便于携带
、

贮运
。

为探讨滴丸成型的最佳工艺条件
,

我们在初

步试验的基础上采用正交试验法进行了实验

研究
。

1 仪器与材料

麻杏石甘提取物 ( 自制 ) ; P E G 6 0 o 0( 佛山

市化工实验厂 ) ; 液体石蜡 (天津化学试剂二

厂 ) ;
滴丸机 ( 自制 )

。

2 滴丸成型工艺 .l[
2〕

2
.

1 提取物与基质的配比
:

将麻杏石甘提取

物与基质按不同比例混合制备滴丸
,

其它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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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固定 (P E G 6 0o 0为基质
,

液体石蜡 为冷却

剂
,

滴定温度 90 土 l ℃
,

滴速 9 滴 / m in
,

冷却

剂温度 6士 I C )
,

观察指标
:

硬度由软至硬分

为 1一 5 级 (手按 )
,

外形 由不圆至圆分为 1一

5 级
,

拖尾情况 由差至好分 为 1一 5 级
,

结果

见表 1
。

表 l 提取物与基质配比

提取物 与基质的配 比

1 毛 2 1 : 1 8 〕 t l 6 1 : 1
.

4 1 : 1 2 1 . 1
.

0 1 : 0 8 1 : 0 5

硬度 5 5 5 5 5 4 2 1

圆整度 1 1 艺 4 5 5 3 1

拖尾 1 2 3 4 5 5 1 1

总分 7 8 10 1 3 15 1 4 6 3

经反复试验 可知
:

合适的配 比范 围在 1

, L 4一 1 , .1 0 之间
,

基 质 比例高
,

圆整度

差
,

稠度大
,

滴制困难
;基质 比例小

,

不宜固化

不易成型
,

硬度差
,

且拖尾
。

2
.

2 滴制温度对成型的影响
:

按 1 : 1
.

4 混

合麻杏石甘提取物与基质 (其它条件同
_

L
,

观

察指标同上 )
,

仅改变料温
,

结果见表 2
。

试验

中发现料温愈低
,

愈易拖尾
,

滴制 困难
,

料温

愈高
,

硬度下降
,

滴丸呈扁球形
,

而且表面皱

折加重
,

圆整度差
。

较好的温度范围在 90 一

1 0 0
`

〔
’ 。

表 2 滴制温度对成型的影响

滴 制 温 度

温 ,变 ( 〔 ) 70 7 5 8 0 8 5 9 0 9 5 1 0 0 ]0 5

硬度 5 5 5 5 5 5 4 3

卜密整度 2 3 3 4 4 5 4 3

拖蜷 1 1 2 3 4 5 5 5

总分 8 9 1 ( ) 1 2 1 3 飞5 1 3 1 1

2
.

3 滴速与成型的关系
:

提取物 与 基质配

比同上
,

滴制温度 9 5℃
,

冷却剂温度 6
`

C
,

仅

变化滴速
,

观察指标 同上
,

实验结果 见表 3
。

结果表明
,

滴速快
,

滴丸不能充分冷却粘连在

一起
,

硬度与圆整度均下 降
,

而与拖尾无关
。

虽滴速慢成型好
,

但从生产效率考虑应 以硬

度
、

圆整度达最佳状态为宜
,

故滴速选择范围

在 ] 2一 1 6滴 / m i n

《中草药 》 1 9 9 6 年第 2 7卷第 3 期

表 3 滴速与成型的关系

滴 速 (滴 /m i n )

2 4 2 1 1 8 15 1 2 9 6 3

硬度 ] 2 3 4 5 5 5 5

圆整度 1 2 3 4 5 5 5 5

拖尾 5 5 5 5 5 5 5 5

总分 7 9 1 1 1 3 15 1 5 1 5 1 5

2
.

4 冷却剂温度的确定
:

采用水浴
、

空气浴
、

冰浴等方法控制 冷却剂温度进行如上实验
,

方法与观察指标基本同上
,

结果 见表 4
。

农 4 冷却液退度的确定 (士 1
`

C )

温度 ( C ) 2 2 18 1 4 1 0 6 2

硬度 1 2 3 4 5 /

圆整度 2 3 4 5 5 /

拖尾 3 4 5 5 5 /

总分 6 9 12 1 4 1 5 /

多次试验证明
:

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冷却

液的温度
,

有利于滴丸收缩
、

凝 固
、

迅速散热

冷却
,

同时在较低温度下
,

冷却液 比重增大
,

粘滞度提高
,

滴丸下降速度减缓
,

更易成型
,

但应高于冷却液的凝固点
。

本实验表明冷却

液温度在 2℃以下
,

冷却液凝固无法制备滴

丸
。

3 滴丸成型工艺的正交试验法研究
〔 3 ,

3
.

1 因素水平及正交试验
:

见表 5
、

6
。

表 5 因素水平表

因素
水平 一

—
提取物与基质配 比 料温 滴速 冷却液温度

A B C D

1 1
:

1
.

4 9 0 1 2 14

2 1 . 1
.

2 9 5 9 1 0

3 1
: 1

.

0 10 0 6 6

3
.

2 结果及分析
:

由正交试验结果可得较好

的方 案 是 A
:
B

I
C

Z
D

3 ,

较 优 组 合 A
Z
B

:

或

B
3
C

Z
D

3 ,

对滴丸成型影响较大的因素是 A
,

次

之是 C 和 D
,

考虑到经济成本及操作等因素
,

该滴丸成型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提取物与基质

配比为 l : 1
.

2
,

滴制温度 95 士 1℃
,

滴速 9滴

/ m in
,

冷却剂温度 6士 I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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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正交试验 〔 1 9 ( 3`
)〕

试验指标
列号

A B D硬度 圆整度 拖尾 合计

1 1 1 1 1 4 3 4 1 1

2 1 2 2 2 5 4 4 1 3

3 1 3 3 3 4 4 5 1 3

4 2 1 2 3 5 5 5 1 5

5 2 2 3 1 4 5 5 1 4

6 2 3 1 2 5 4 5 1 4

7 3 1 3 2 3 4 5 12

8 3 2 1 3 4 4 4 1 2

9 3 3 2 1 3 4 5 1 2

K 1 3 7 3 8 3 7 3 7

K Z 4 3 3 9 4 0 3 9综合分总和

K 3 3 6 3 9 3 9 4 0 T一 1 1 7

R 7 1 3 3

4小结与讨论

4. 1按上述工艺条件制成的滴丸呈棕黄色
,

表面光滑
,

重量差异限度符合《药典 》规定
,

平

均丸重 34 m g /粒
。

4
.

2 麻杏石甘汤剂改成滴丸每付生药总量

38
·

g0
,

制成滴丸 I n 粒
,

按小儿剂量折算后
,

每次服约 14 一 18 粒
,

适用于 1
.

5 ~ 4 岁的幼

儿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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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的增溶与混悬△

1
.

茵桅黄注射剂澄明度研究

西北大学化学系 (西安 7 2 0 0 6 9 ) 石进超

摘 要 添加剂二元醇
一

酞胺系列或二元醇
一

氨基酸系列对茵桅黄注射剂的稳定性有明显的作用
,

尤其是前一系列效果更佳
。

经加热老化实验
,

U V
一

可见光谱
、

显微镜观测
、

超离心实验
、

室温放置实

验
,

其稳定性远超出按传统配方制作的注射剂
,

能确保实现在室温下放置两年不产生浑浊的要求
。

关健词 茵陈 黄荃 山桅 稳定性 增溶 紫外分光光度法

茵桅黄注射剂是茵 陈提取物
、

山桅提取

物
、

黄琴贰的灭菌水溶液
,

具有清热
、

利湿
、

解

毒
、

退黄
、

健肝等作用
。

对重型 I 型肝炎
、

急性

黄胆肝炎
、

迁慢性肝炎的退黄效果方面具有

很好的疗效
,

临床上应用很广泛
。

黄答贰还可

广泛应用于化妆
、

烟草等行业
〔`〕 。

传统配方是

添加葡萄糖作增溶剂
,

但稳定性不佳
。

经过数

年反复实验
,

我们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效果
。

1 仪器与药品

美国 P E L
一

17 紫外
一

可 见分光光度计
; 日

本 K S
一

2 0 型高速冷冻离心机 ( 2 0 万
r /m i n ) ;

日本 O l y m p u t B H 显微镜 (放大 1 0 0 0 倍 、检

出下限 1川
。

所用氨基酸为生化纯
,

其它化学

试剂均为分析纯
。

2 注射液配制

茵陈提取物
、

山桅提取物的制备按 文

献
〔 2〕
进行

,

黄答贰制备参考 文献
〔 3〕
的氢氧化

钠法进行
,

3 种提取物的含量均按文献
` 2〕
进

行测定
。

按厂方提供的工艺方法及添加剂配

成的溶液称为标准溶液
。

在新的添加剂试液

中
,

3 种生药提取物含量与标准溶液相同
,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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