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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有关中药莪术的研究得出 , 莪术中主要含有莪术油 ~ 姜黄素及多糖类成分 O 莪术油常采用水蒸气

蒸馏法和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提取 , 姜黄素采用乙醇回流法 ~ 多糖类采用热水浸提法提取 O 莪术油含量测定方

法有可见分光光度法和气相色谱法等 , 姜黄素的含量测定方法有高效液相色谱法 ~ 薄层扫描法等 , 微量元素可

应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进行测定 O 莪术具有抗肿瘤 ~ 抗血小板聚集 ~ 抗菌 ~ 抗病毒 ~ 抗化疗 ~ 抗白血病 ~ 抗癫

痫 ~ 抗前列腺增生 , 促进机体免疫力 , 改善胃动力等作用 O 莪术的临床应用为莪术油相关制剂 , 一般包括注射

液 ~ 滴眼液 ~ 软膏剂 ~ 乳剂 ~ 栓剂 ~ 霜剂 ~ B-环糊精包合物和微球等 O 莪术在抗肿瘤和抗血栓方面具有广阔的开拓

空间 , 发展前景十分诱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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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of Chinese native medicine Ezhu reveals the main
constituents in Ezhu are Ezhu oil, ginger f lavine and multi-carbohydrate ingredients. Method of
steam distillation and supercritical f luid extraction had been adopted to extract Ezhu oil. Method
of Ethyl-alcohol backf lowing had been adopted to extract ginger f lavine and hot-water-lixiviating
method had been adopted to extract multi-carbohydrate ingredients. UV-vis and GC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Ezhu oil. The g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of ginger f lavine include
HPLC, TLC and so on. The trace elements in Ezhu are determined by ICE-AES. The research
reveals Ezhu has many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anti-tumor, anti-platelet aggregation,
against virus and bacteria, anti-chemical therapy, anti-leukemic, anti-epileptic, anti-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improving immune function, improving gastric dynamic and so on. Ezhu oil
preparations are used in clinic including injection, eye drop, ointment, emulsion, suppository,
cream, B-cyclodextrin inclusion, microsphere and so on. Ezhu has great potential in antitumor
and antithrombotic ef fect.
Key words: Ezhu, Ezhu oil, ef fective composition, contents determination, pharmacological study,
clinic application

中 药 莪 术 是 姜 科 植 物 蓬 莪 术 (       
   e     zs Valeton ) ~ 广 西 莪 术 (       
kw ngszenszs S. G. Lee et C. F. Liang ) 和 温 郁 金

(       weny jzn Y. H. Chen et C. Ling)的干燥根

茎, 主要产于四川 ~ 福建 ~ 浙江 ~ 广西等地, 首载于<药
性论> O 中医理论认为其辛 ~ 苦 ~ 温, 归肝 ~ 脾经, 具有

行气破血 ~ 消积止痛之功效 1 O 其中含有多种有效化

学成分, 主要起抗肿瘤 ~ 抗血栓 ~ 抗病毒等作用, 临床

应用广泛, 是一种有很大开发潜力和广阔市场前景

的中药 O 现对近年来有关莪术的研究进行综述, 并展

望莪术的开发潜力和市场开发前景 O

1 化学成分

莪术中主要含有挥发油 ~ 姜黄素以及多糖类成

分 O 当前, 对莪术化学成分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挥发

油 O 莪术根茎中含挥发油约 1 ~2. 5 , 为多种倍

半萜类, 其中莪术醇和榄香烯以及莪术酮和莪术二



酮具有抗肿瘤 抗病毒的疗效[Z]O 另外9莪术油中还

含有对甲氧基桂皮酸乙酯9该成分具有抗菌作用 O随
着对莪术油研究的不断进展9发现其中还含有莪术

烯 焦莪术酮 异莪术醇 原莪术醇 去氧莪术酮 呋

喃 二 莪 术 酮 蒎 烯 樟 烯 樟 脑 异 龙 脑 龙 脑 桉 油

精 吉马酮 异呋吉马酮等多种成分[3]O 周欣等[4]利

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对蓬莪术的化学成分作了研

究9结果发现9蓬莪术的 SFE 提 取 物 有 87 个9已 鉴

定 出 4O 种 化 合 物9占 挥 发 油 总 量 的 68. 6Z% 9挥 发

性成分主要为单萜烯类 倍半萜烯类及其含氧衍生

物等 O蓬莪术挥发油中的主要萜类化合物为蒎烯 19
8-桉 叶 油 素 萜 品 醇 樟 脑 龙 脑 等 活 性 有 效 成 分 O
SFE 提取物中莪术酮含量是 Z Z . 9% 9莪术烯醇体积

分数是 Z1. 1Z% 9莪术二酮体积分数是 1. Z9% O 在高

沸 点 处9SFE 还 提 取 出 采 用 SD 几 乎 未 提 取 出 的 3
种 化合物 <体 积 分 数 为 ZO. 65% > 9在 质 谱 谱 库 中 未

能检索到这 3 种化合物的结构式和分子式 O 彭炳先

等[5]通过石油醚提取9对产于四川的姜黄属植物蓬

莪术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9从中分离纯化得到 5
个化合物9利用理化数据测试和波谱技术分析并与

文献对照9确定其结构分别为莪术酮 莪术烯醇 异

莪术烯醇 吉马酮 B-谷甾醇 O 黄可新等[6]采用溶剂

提取9D-1O1 大孔吸附树脂柱粗分9硅胶柱及薄层色

谱进行分离纯化9利用物理 化学和波谱学方法鉴定

化合物的结构9结果分离得 5 个化合物9分别为莪二

酮 新莪二酮 莪术醇 四甲基吡嗪 < R> -< + > -19Z -
十六烷二醇 O 其中新莪二酮和< R> -< + > -19Z -十六烷

二醇为首次从温莪术中分离获得9后者为姜黄属植

物中首次报道 O
莪术中的姜黄素类成分主要是姜黄素 脱甲氧

基姜黄素 双脱甲氧基姜黄素 O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姜

黄素具有抗炎 抗菌 抗肿瘤 降血脂 降压 保肝等

多种功效 O 王琰等[7]研究莪术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

作 用9结 果 从 中 提 取 分 离 出 姜 黄 素 去 甲 氧 基 姜 黄

素 双去甲氧基姜黄素等 7 个单体化合物9姜黄素显

出较强的药理活性 O
中药多糖具有抗肿瘤作用9它能够提高机体免

疫功能及抗氧化功能9起到抑制肿瘤的作用[8]O 王关

林等[9]从莪术饮片中分离出多糖9研究了其生物活

性9结果发现莪术多糖可以提高小鼠的脾指数 淋巴

细胞转化率9提高血液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力9具
有抑瘤作用 O

z 有效成分的提取

莪术中的莪术油易溶于有机溶剂9难溶于水9传

统提取方法为水蒸气蒸馏法 O 关怀等[1O]采用正交试

验法对莪术挥发油的提取工艺进行了优选9发现粉

碎 度 和 蒸 馏 时 间 是 影 响 挥 发 油 提 取 效 率 的 主 要 因

素9而浸泡时间是非主要因素9由实验结果得出最佳

因素组合为粉碎度 1O~ ZO 目9蒸馏时间 6hO 水蒸气

蒸馏会使莪术二酮转变为莪术内酯9降低部分药效 O
超临界流体萃取< SFC>法相对于水蒸气蒸馏< SD>法
来说9工艺简单9萃取时间短9无前后处理工艺9不存

在有机溶剂残留的问题9更符合国家对中药有效成

分提取的卫生及品质要求9非常适合中药现代化产

业的发 展 及 人 类 对 环 境 的 保 护 O 聂 小 华 等[11]采 用

SFC法和 SD法提取温莪术挥发油9通过 GC-MS分

析 比 较 提 取 物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其 相 对 含 量 的 结 果 表

明9SFC法温莪术挥发油中主要抗肿瘤活性物质莪

术二酮 异莪术醇明显高于 SD法 O 陈淑莲等[1Z]用超

临界萃取分析蓬莪术的挥发性成分9结果发现最优

化的萃取条件为 ZO. OMpa955C 9O. 5ml 乙醇作改性

剂9COZ1Zml9动态萃取 4Om  9与索氏提取 水蒸气

蒸馏法相比萃取能力更强9效率更高9产品回收率和

资源利用率高9提取时间短9能耗低9可避免大量使

用溶剂9减少污染 O
莪术中的姜黄素在乙醇中有较好的溶解能力 O

谢辉等[13]采用乙醇回流提取9通过正交试验法对提

取工艺进行优选的结果表明9提取次数 提取时间 
乙醇浓度及用量是提取的关键因素9考虑实际生产

操 作 最 终 确 定 为 15 倍 量 的 8O%乙 醇 回 流 提 取 Z
次9每次 1. 5hO

莪术中的多糖类成分具有免疫调节 抗氧化 抗
肿瘤的生物学功效9而且对肌体的毒副作用小9近年

已成为研究热点 O 王关林等[9]将莪术饮片的热水浸

提液经浓缩 醇析 活性炭吸附色素 Savage 法除蛋

白 后 得 其 粗 多 糖9再 经 DEAE-5Z 柱 层 析 分 离 了 多

糖的结果发现9莪术饮片中总糖的含量为 33. 1Z% 9
多糖提取率为 1. 938% O

3 含量测定

3. 1 莪术油的含量测定

据国内文献报道9现阶段主要以莪术油中的莪

术醇和榄香烯的含量为依据9制定质量标准 O 游剑

等[14]将莪术油固体化微球用溶剂超声提取后9用香

草醛浓硫酸液显色9采用可见分光光度法对制剂中

莪 术 油 进 行 了 含 量 测 定9同 时 采 用 HLPC 法9运 用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测定提取液莪术油中 3 种有效成

分含量9得出可见分光光度法简便9适用于微球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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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含量测定, HPLC 法则适用于本制剂化学成分

的定性定量分析 G 巩克民等[15]采用毛细管气相色谱

法对复方莪术油软胶囊中的莪术醇进行了测定, 结

果组分与内标分离良好, 莪术醇在 O. 1O~ O. 8Omg/
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 1 = O. 9999) , 平均加样回

收率为 99. 69% , RSD 为 O. 8Z% G 该法定量准确 ~ 可

靠 ~ 重现性好, 可以用于复方莪术油软胶囊中莪术醇

的质量评价 G 李国栋等[16]将莪术油软胶囊中内容物

用 无 水 乙 醇 稀 释 后, 采 用 香 草 醛 硫 酸 溶 液 显 色, 于

< 5ZO Z) nm 测定其吸光度, 结果莪术醇浓度在 4O
~3ZOpg/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 1 = O. 9979) , 回

收率 96. 59% , RSD 为 1. O3% G 魏福祥等[17]利用气

相色谱法对莪术挥发油中的榄香烯的含量进行了测

定, 发现在榄香烯质量浓度为 O. 5O~ 3. OOmg/ml 范

围 内 呈 线 性 关 系, 线 性 方 程 为 Y = O. 8996C  
O. OOO7< 1 = O. 9988) , 加 样 回 收 率 为 1O4. 3% , 日 内

及日间精密度 RSD  5. OO% < n = 5) , 该方法简便 ~
快速 ~ 准确 G

文献[7]研究表明, 吉马酮在莪术药材中的含量

比较高, 而且具有一定的活性, 因此可以选择吉马酮

作为特征成分来评价药材质量 G 国家药典委员会在

<中国药 典> < Z OO5 年 版)有 关 中 药 莪 术 药 材 质 量 标

准的部分, 将吉马酮作为莪术质量评价的指标纳入

其中 G 谢永忠等[18]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别对温莪

术 ~ 广西莪术 ~ 蓬莪术中的吉马酮进行了含量测定,
结果吉马酮检测浓度在 O. 95~ Z85pg/mL 范围内线

性 关 系 良 好 < 1 = O. 9999 ) , 平 均 回 收 率 为

97. 89% < RSD = Z. 5Z% , n = 5) , 方法简便 ~ 可靠,
可 用 于 莪 术 药 材 的 含 量 测 定 和 质 量 控 制 G 黄 赵 刚

等[19]采用反相高效液 相 色 谱 法 同 时 测 定 了 莪 术 油

葡 萄 糖 注 射 液 中 莪 术 醇 和 吉 马 酮, 结 果 莪 术 醇 在

O. Z6 ~ 6. 5pg/ml 范 围 内 线 性 关 系 良 好 < 1 =
O. 9999 ) , 吉 马 酮 在 O. 11Z5~ Z. 81Z5pg/ml 范 围 内

线 性关系良好 < 1 = 1. OOOO) , 两者的加样回收率分

别为 1OZ . 1% ~ 98. 8% < n = 5) , 方 法 简 便, 结 果 准

确, 可用于其质量控制 G
3. 2 姜黄素的含量测定

姜黄素已经被证实为莪术降血脂 ~ 抗氧化和抗

炎的主要有效成分, 且无毒副作用[Z O]G 因此, 也可以

从姜黄素类成分入手来考察莪术的质量 G 王琰等[Z 1]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中药莪术中 3 种姜黄素

成 分 即 姜 黄 素 ~ 脱 甲 氧 基 姜 黄 素 ~ 双 脱 甲 氧 基 姜 黄

素, 结果 3 种姜黄素在 O. 1~ 1. 9pg/ml 范围内线性

关系良好, 方法回收率为 98. Z%~ 1O1. 1% , 本方法

准确 ~ 快速 ~ 重现性好 ~ 可用于考察中药莪术的不同

品种以及同属其它中药的质量 G 戚爱棣等[Z Z ]利用薄

层扫描法对莪术中姜黄素的含量进行测定, 结果薄

层 分 离 后, 6h 内 姜 黄 素 色 斑 稳 定, 平 均 回 收 率 为

98. 1Z% , 本法准确 ~ 快速 ~ 简便 G
3. 3 微量元素的测定

各 种 微 量 元 素 对 人 体 健 康 有 着 重 要 的 生 理 意

义, 中药微量元素的含量与中医的整体治疗作用密

切相关 G 孙树英等[Z 3]应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对莪

术中 MO~ Zn~ Mn~ Mg~ Fe~ CO~ Cr~ Cu~  ~ P~ Ca~ Ge~
Ni 共 13 种微量元素进行了测定, 结果 发 现 莪 术 中

Zn~ Mn~ Mg~ Fe~ P~ Ca 含量较高, Cr~ Ni~ Cu~ Ge 含量

次之, MO~ CO~  含量最低 G 这表明微量元素的存在

是莪术的特性, 也与莪术临床治疗作用有一定的相

关性 G

4 药理研究

中药莪术具有多种药理作用, 目前这方面的研

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G
4. 1 抗肿瘤作用

抗肿瘤是莪术油最主要的药理作用, 其主要活

性成分为莪术醇和 B 榄香烯[3]G 石灵春等[Z 4]通过建

立小鼠 HepA 肝癌模型, 进行了莪术油抑癌试验, 并

用 免疫组化法检测细胞增殖核抗原 < PCNA) ~ 细 胞

周 期 素 D1 < cyclinD1)的 表 达, 探 讨 了 莪 术 油 抑 制 小

鼠肝癌的分子机理, 结果发现莪术油可能是通过下

调 cyclinD1 的表达, 抑制 PCNA 的阳性表达率, 进而

抑制肿瘤的生长 G 汪伟民等[Z 5]采用 Lewis 肺癌瘤小

鼠腹水于小鼠右腋皮下接种造模, 以 5 Fu 做阳性对

照, 观察小鼠瘤重, 并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细胞增殖核

抗 原 < PCNA)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 < RB)的表达, 结

果表明莪术油能有效抑制 Lewis 肺癌细胞, 抑制细

胞增殖, 上调 RB 蛋白表达是其可能的作用机理之

一 G
4. 2 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3]表明, 莪术具有抑制血小板聚

集和抗血栓形成的药理作用 G 李林等[Z 6]通过体外血

小板聚集 ~ 大鼠血瘀模型血液流变性及凝血试验, 对

莪术不同提取物的活血化瘀作用进行了观察, 结果

显示莪术不同提取物均具一定的抗血小板聚集 ~ 抗

凝血及调节血液流变性作用, 其中以乙酸乙酯 ~ 氯仿

提取物活性最强 G 莪术中姜黄素类成分为其活血化

瘀主要活性成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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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抗菌作用

莪术油中的主要成分莪术醇在试管内能抑制金

黄色葡萄球菌 ~ B-溶血性链球菌 ~ 大肠杆 菌 ~ 伤 寒 杆

菌等的生长 O 另外 莪术挥发油还有一定的抗念珠菌

的作用 O 魏玉平等[27]采用微量稀释法以莪术挥发油

对 62 株念珠菌进行体外药敏实验 测定其最小抑菌

浓 度(MICD 及最小杀菌浓度(MFCD  同时以氟康唑

及两性霉素 B 作为质控药物 结果发现莪术挥发油

在体外对临床常见 6 种念珠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作 用 并 且 对 各 菌 种 的 抑 制 作 用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P
> 0. 05D O
4. 4 抗病毒作用

莪术醇对呼吸道合胞体病毒( RSVD 有直接抑制

作用 对流感病毒 A1~ A3 型有直接灭活作用 O 夏泉

等[2S]以 流 感 病 毒 和 小 鼠 感 染 RSV 肺 炎 模 型 观 察

了莪术油体外和胃肠给药的抗病毒作用 结果发现

莪术油有抗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作用 能

明显减轻感染病毒动物的肺部感染体征 对病毒感

染小鼠的肺指数有明显抑制作用 减轻小鼠病毒性

肺病变 口服给药能有效地抑制病毒性肺病变的发

展 O
4. s 抗化疗作用

中药莪术对目前的常用化疗药物环磷酰胺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 O 薄芯等[29]以小鼠为实验动物检测了

莪术对环磷酰胺所产生毒副反应的减轻作用 结果

表 明 莪 术 对 环 磷 酰 胺 引 起 的 骨 髓 嗜 多 染 红 细 胞

( PCED 微核率 (MNRD 的聚增以及外周血白细胞 值

红细胞值和血红蛋白值的降低均有显著的抑制或缓

解功效 O
4. 6 促进机体免疫力

随着近年来有关莪术药理方面的研究进展 发

现 其 对 机 体 免 疫 功 能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作 用 O 卜 长 武

等[30]进行了莪术煎剂 对 小 白 鼠 免 疫 功 能 影 响 的 实

验结果表明 其对机体免疫功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揭 示 其 抗 肿 瘤 作 用 与 增 强 机 体 免 疫 功 能 有 密 切 关

系 O
4. 7 抗白血病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讨莪术的抗白血病作用 王汉平

等[31] 选 取 CML 细 胞 株 K562 作 为 体 外 研 究 对 象 
观察莪术注射液对其增殖抑制和诱导凋亡的作用情

况 结果发现莪术注射液 对 K562 细 胞 不 仅 具 有 强

大的增殖抑制作用 功效明显强于对照 DNR~ Ara-C
和羟基脲 而它更主要的 作 用 是 诱 导 K562 细 胞 凋

亡 这就说明莪术注射液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 ~ 有效

的抗白血病药物 具有深入研究和开发的价值 O
4. 8 抗癫痫作用

王砚等[32]采用回苏灵和氨基脲所致癫痫 ~ 最大

电休克发作等惊厥指标以及小鼠自主活动对莪术油

的 抗 癫 痫 作 用 进 行 研 究 结 果 莪 术 油 500mg/kg~
300mg/kg 能 对 抗 小 鼠 电 休 克 和 回 苏 灵 ~ 氨 基 脲 的

化学致惊作用 说明莪术油能对抗多种实验性动物

惊厥 O

4. 9 抗前列腺增生作用

陈志强等[33]对莪术油经血 管 介 入 Beagle 犬 前

列腺增生症 ( BPHD 的有效性 ~ 安全性和可行性进行

的研究结果表明 莪术油经血管介入 Beagle 犬前列

腺增生症( BPHD 是有效的 ~ 安全的和可行的 O

4. 10 拮抗致突变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寻莪术的抗肿瘤作用和临床用药

的 安 全 性 李 应 东 等[34]采 用 鼠 伤 寒 沙 门 氏 菌/大 鼠

肝微粒体酶突变实验及突变抑制实验对莪术的致突

变 性以及其抑制 2-氨基芴 ( 2-AFD 致突变物作用进

行 观 察 结 果 发 现 莪 术 醇 提 取 物 剂 量 在 0. 15 ~
30. 0g( 原药重D /皿的范围内均未见有致突变性; 莪

术醇提取物具有明显抑制 2-AF 诱导鼠伤寒沙门氏

菌回复突变作用 并具有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O
4. 11 益智和抗衰老作用

李莲姬等[35]以 9 月龄小鼠 ( 均 产 仔 3 窝 D 为 受

试对象 用水迷宫试验及脂质过氧化产物测定法对

莪术水提取液增强学习记忆 ~ 延缓衰老的作用进行

的研究结果表明 莪术水提取液对老年母鼠水迷宫

到达安全台全程时间明显缩短 错误次数明显减少 
降低脂质过氧化的产物 提高 Hb 含量 莪术可清除

和对抗自由基的产生 提高学习记忆能力 O

4. 12 改善胃动力作用

魏兰福等[36]通过建立胃电节律失常模型 研究

中药莪术对此模型胃排空率及胃肠组织匀浆中胃动

素 ~ 血管活性 肠 肽 的 影 响 结 果 显 示 25% 莪 术 水 煎

剂具有促进胃运动 ~ 提高胃排空率的作用 其机制可

能与提高胃窦 ~ 空肠组织的中 MTL 及降低 VIP 的

含量有关 而 50% 莪术水煎剂则没有这种作用 O

s 临床应用

莪术用于临床多为莪术油的相关制剂 目前临

床使用的莪术油剂型一般包括注射液 ~ 滴眼液 ~ 软膏

剂 ~ 乳剂 ~ 栓剂 ~ 霜剂 ~ 胶丸 ~ B-环糊精包合物 ~ 微球及

栓塞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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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莪术油注射液

莪术油葡萄糖注射液是<中国药典> < 1995 年版

二部D收载的抗病毒药.临床上常与抗菌药合用 O 冉

萍等[37]对莪术油葡萄 糖 注 射 液 在 儿 科 方 面 的 应 用

做了综述.为其更好的应用于临床提供了参考 O
5. 2 莪术油滴眼液

张辉等[38]采用莪术油 ~ 吐温 80~ 羟苯乙酯等制

备了莪术油滴眼液.用于治疗病毒性角膜炎 < HSKD
及流行性角膜炎< EKCD .结果治疗 HSK 85 例.有效

率 为 95. 1% .治 疗 EKC 71 例.有 效 率 为 100% .与

阿昔洛韦无显著性差异;而用阿昔洛韦等抗病毒药

物治疗效果不佳的 32 例 HSK 患者.用莪术油滴眼

液治疗 2 周后.治愈 24 例.好转 5 例.无效 3 例.治

愈率 80% .有效率 90. 6% .治疗期间未见不良反应

及局部刺激性 O
5. 3 莪术油霜剂

宋智琦等[39]用莪术有霜剂< 5% D治疗银屑病 35
例.除 4 例进行期患者同时服银屑灵冲剂外.无其他

内服药物 O 结果有 10 例治愈. 21 例显效. 4 例有效.
总有效率 88. 6% .未见不良反应 O
5. 4 莪术油微球及栓塞

化疗栓塞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重要的非手术治

疗方法.微囊及微球作为动脉的栓塞剂.具有化疗和

栓塞的双重作用 O 邓嵘等[40. 41]自制了莪术油明胶微

球 < ZT-GMSD .利用大鼠移植性肝癌模型研究了 莪

术油明胶微球的抗癌活性.肝动脉灌注高浓度明胶

微球后.发现 10 只大鼠中. 3 只大鼠肿瘤增大. 4 只

无显著变化. 3 只大鼠肿瘤有不同程度的减小 O 肿瘤

生长率明显低于低浓度 ZT-GMS组 ~ 空白明胶微球

组 ~常规莪术油组 < P< 0. 01D . 并且高剂量 ~低剂量

的莪术油明胶微球组的平均生存时间显著长于其他

组 < P < 0. 01D O
5. 5 莪术油- -环糊精包合物

莪术油具有不溶于水 ~ 生物利用度低 ~ 味苦 ~ 不

易 口 服 等 缺 点. 这 就 使 其 在 临 床 应 用 上 受 到 限

制[42]O 为解决这类问题.王丽君等[43]制备了莪术油-
 -环糊精包合物.以达到增加水溶性 ~ 防止莪术油挥

发 ~增强其稳定性 ~矫正口味的目的 O

6 前景展望

中药莪术是活血化瘀的传统药.随着近年来对

中药莪术研究的兴起.逐渐证实其在抗肿瘤和抗血

栓方面具有广阔的开拓空间.预示着莪术将会在未

来的药品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发展前景十分诱人 O 但

是.目前中药莪术人工栽培主要以根茎进行营养繁

殖.耗种量大.病毒化严重.特别是广西莪术在栽培

上存在品种混杂 ~ 退化严重的现象.导致产量低 ~ 品

质差 ~变异类型多且杂 O 培育出有效成分含量高 ~高
产 ~ 适应性强 ~ 抗病虫害 ~ 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势在

必行;因此.选育品质好 ~ 有效成分含量高的莪术栽

培品种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工作 O 随着今后对它的

进一步开发研究.中药莪术将会在我国的新药研发

中大放异彩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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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品中黄芩苷含量测定结果

样品批号
含量 <毫克/片)

1 2 平均值

相对平均

偏差 < % )

20050307 6. 66 6. 57 6. 62 1. 28
20050308 7. 32 7. 25 7. 29 0. 48
20050309 7. 04 7. 21 7. 13 1. 19

3 结束语

清热解毒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

准中药成方制剂)收载药品品种,为更好的控制产品

的质量,我们在原标准基础上,采用薄层色谱法对清

热解毒片中所有药味进行薄层色谱鉴别研究,修订

了金银花 ~栀子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并增加连翘的

薄层色谱鉴别方法,方法的专属性较强,阴性对照无

干扰, 我们还建立了制剂中黄芩所含有效成分黄芩

苷的含量测定方法, 方法快速准确 ~方便可行,专属

性 ~ 重现性 ~ 回收率良好,为清热解毒片的质量控制

提供了良好的方法, 本次试验拟定的质量标准较完

善,可以用于产品质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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