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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比较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基于指标相关性的权重赋权法（ＣＲＩＴＩＣ）、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系数，并对正交试验各组指标成分（黄芩苷、连翘苷、出膏率）进行综合评

分比较，优选清热灵口服液的提取工艺。 结果显示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科学优选出最佳提取

工艺为清热灵口服液处方药材 １０ 倍加水量，提取 ２ 次，每次提取时间为 １． ５ ｈ，３ 次重复性验证试验

指标成分黄芩苷、连翘苷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３． ２、０． １２ ｍｇ ／ ｍＬ，平均出膏率为 ３６． ３６％ 。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结合正交试验确定清热灵口服液的提取工艺稳定可行，可用于产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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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３． ２ ａｎｄ ０． １２ ｍｇ ／ ｍ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ｓｔｅ ｙｉｅｌｄ ｗａｓ ３６． ３６％ ． Ｔｈｅ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ｍｉｘ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Ｑｉｎｇｒｅｌ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ｗａ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ｉｎｇｒｅｌ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清热灵口服液的处方组成为：黄芩、连翘、大青

叶、甘草；方中黄芩苦寒，清肺泄热，为君药；连翘既

能疏散风热，清热解毒，又可辟秽化浊，在透散卫分

表邪的同时，兼顾温热病邪易蕴结成毒的特点，为
臣药；大青叶清热解毒，凉血散斑，为佐药；甘草调

和诸药，为使药［１ － ２］。 前期试验表明清热灵口服液

对鸡感冒发热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鉴于复方中药具有多组分、多靶点的特点，设

置多指标检测标准已成为优化中药复方制剂提取

工艺的重要手段［３ － ４］。 层次分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ＨＰ）法是由 Ｔ． Ｌ． Ｓａａｔｙ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提出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将评价人员的主观

判断定量表达确定权重的方法。 基于指标相关性的

权重赋权系数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法是由 Ｄｉａｋｏｕｌａｋｉ 等在

１９９５ 年提出的一种客观权重赋权法，以评价指标和

对比强度之间的冲突性为基础确定客观的权

数［５ － ６］。 因此本研究选用黄芩苷、连翘苷和出膏率

为检测指标［７ － ８］，根据正交试验设计，采用水提法，
通过 ＡＨＰ 法、ＣＲＩＴＩＣ 法及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

法对正交试验的结果进行综合评定，并根据综合评

定结果筛选最佳权重系数，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最佳

权重系数所评估分数进行方差分析，优化清热灵口

服液提取工艺参数，以期为研发可行和质量可控的

清热灵口服液提取工艺提供实验依据。
１　 材　 料

高效液相色谱仪（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色谱柱 Ｈｙｐｅｒｓｉｌ ＧＯＬＤ Ｃ１８（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

公司）、ＢＴ１２５Ｄ 电子天平（０． ００００１ ｇ）（德国塞多利

斯公司）、ｐＨ －３Ｃ 数字酸度仪（上海雷磁仪器厂），
中药提取设备（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旋转蒸

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超声清洗仪（昆山市

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黄芩、连翘、大青叶、甘草等药材，均购自张仲

景大药房；黄芩苷对照品（批号：１１０７１５ － ２０１８２１），
连翘苷对照品（批号：１１０８２１ － ２０１５１４），均购自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９５％乙醇，分析纯，天津市

北辰方正试剂厂；甲醇，色谱纯，天津市四友精细化

学品有限公司；乙腈，色谱纯，美国天地化学试剂公

司；中性氧化铝，分析纯，福晨（天津）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
２　 方法与结果

２． １　 溶液的配制

２． １． １　 对照品溶液制备　 黄芩苷对照品溶液的制

备　 取黄芩苷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 ５０％ 甲醇

制成每 １ ｍＬ 含 １０ μｇ 的溶液，即得。
连翘苷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连翘苷对照品

适量，精密称定，加 ５０％甲醇制成每 １ ｍＬ 含 １００ μｇ
的溶液，即得。
２． １． ２　 供试品溶液制备　 黄芩苷供试品溶液的制

备 精密量取本品 １ ｍＬ，置 ２５０ ｍＬ 容量瓶中，加
５０％甲醇适量，超声处理 ２０ ｍｉｎ，放置至室温，加
５０％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
２． １． ２． １　 连翘苷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本

品１ ｍＬ，置中性氧化铝柱（１００ ～ １２０ 目，６ ｇ，内径为

１ ｃｍ）上，用 ７０％乙醇 ４０ ｍＬ 洗脱，收集洗脱液，浓
缩至干，残渣加甲醇适量使溶解，转移至 ５ ｍＬ 量瓶

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即得。
２． １． ２． ２ 　 阴性供试品溶液 　 处方中分别除去黄

芩、连翘，按制备工艺方法制备缺黄芩、连翘的阴性

样品，各取 ２ ｍＬ 浓缩至近干，加甲醇 １５ ｍＬ，超声处

理１５ ｍｉｎ，滤过，滤液作为作为阴性对照溶液。
２． ２ 　 色谱条件 　 色谱柱： Ｈｙｐｅｒｓｉｌ ＧＯＬＤ Ｃ１８
（４ ６ ｍｍ × ２５０ ｍｍ，５μｍ）；以乙腈 － ０． ２％ 磷酸溶

液（２５∶ ７５）为流动相，等度洗脱；流速为 １ ｍＬ ／ ｍｉｎ，
检测波长为 ２７７ ｎｍ；进样量为 １０ μ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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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方法学考察

２． ３． １　 专属性考察　 按“２． １”项下方法制备黄芩

苷、连翘供试品溶液、黄芩苷连翘苷混合对照品溶

液、黄芩苷阴性对照溶液和连翘苷阴性对照溶液，
各取 １０ μＬ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 记录色谱

图。 结果表明阴性无干扰，方法专属性良好。
２． ３． ２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取黄芩苷和连翘苷对

照品适量，先各自配置成浓度为 ０． ０８、０． ４ ｍｇ ／ ｍＬ
的对照品溶液，再依次倍比稀释，制成黄芩苷浓度

为 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５ ｍｇ ／ ｍＬ，连翘苷

浓度为 ０． ２、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１２５ ｍｇ ／ ｍＬ 的

线性对照品溶液，分别进样测定。 以对照品浓度为

横坐标，以峰面积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处理，
计算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所得黄芩苷线性回归

方程为 ｙ ＝ ６Ｅ ＋ ０７ｘ － ２２３２１，Ｒ２ ＝ ０． ９９９６，说明在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８ ｍｇ ／ ｍＬ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所得

连翘苷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 ＝１Ｅ ＋０７ｘ ＋３０８４． ７，Ｒ２ ＝１，
说明在 ０． ０１２５ ～ ０． ４ ｍｇ ／ ｍＬ 范围内，线性关系

良好。
２． ３． ３　 精密度试验　 取“２． １”项下黄芩苷和连翘

苷对照溶液，按上述“２． ２”项下的色谱条件连续进

样 ６ 次，测定各指标成分的峰面积，计算 ＲＳＤ。 所

得黄芩苷峰面积 ＲＳＤ 为 ０． ９９％ ，连翘苷峰面积

ＲＳＤ 为 ０． １８％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 ３． ４　 重复性试验　 按“２． １． ２”项下方法分别平

行制备黄芩苷供试品溶液和连翘苷供试品溶液各 ６
份，按上述“２． ２”项下的色谱条件测定黄芩苷和连

翘苷的峰面积，计算 ＲＳＤ。 最终测得黄芩苷含量

ＲＳＤ 为 １． ５％ ，连翘苷含量 ＲＳＤ 为 １． ０％ ，结果表

明，测定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 ３． ５　 稳定性试验　 分别取同一批次黄芩苷供试

品溶液和连翘苷供试品溶液，分别放置 ０、２、４、８、
１２、２４ ｈ，按上述“２． ２”项下的色谱条件测定黄芩苷

和连翘苷的峰面积，计算 ＲＳＤ。 ２４ ｈ 内黄芩苷和连

翘苷的含量 ＲＳＤ 分别为 １． ９％ 和 １． ４％ ，表明供试

品溶液在 ２４ 小时内稳定性良好。
２． ３． ６　 准确度　 准确称取同一已测知含量的清热

灵口服液 ９ 份，按“２． １”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对照品加入量与所取供试品中黄芩苷含量比为

１∶ ０． ５、１∶ １、１∶ １． ５，分别加入黄芩苷对照品，每个浓

度 ３ 个重复，记录峰面积，计算回收率及 ＲＳＤ。 同

时再准确称取同一已测知含量的清热灵口服液 ９
份，按“２． １”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对照品加

入量与所取供试品中连翘苷含量比为 １∶ ０． ５、１∶ １、
１∶ １． ５，分别加入连翘苷对照品，每个浓度 ３ 个重

复，记录峰面积，计算回收率及 ＲＳＤ。 所得黄芩苷

的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９９． ８％ ， 回收率 ＲＳＤ 为

１ ６％ ；连翘苷的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１０１． ８％ ，ＲＳＤ
为 １． ０％ 。 回收率实验结果表明，对照品加入量在

５０％ ～ １５０％ 范围内，回收率良好，方法准确度比

较高。
２． ４　 出膏率测定 　 测定方法：按处方比例称取 ４
味药材，按照表 １ 设计的因素条件浸泡提取，趁热

过滤，取滤液浓缩至一定体积 Ｖ，取 １ ／ １０Ｖ 置已干

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水浴蒸干，于 １０５ ℃ 干燥 ３
小时，置干燥器中冷却 ０． ５ 小时，迅速称重，按下式

计算浸膏得率。
出膏 率 ＝ 干 浸 膏 重 （ ｇ ） × １０ ／投 入 药 材

重（ｇ） × １００％
２． ５　 指标权重的确定

２． ５． １　 正交试验设计 　 根据前期单因素筛选试

验结果，选择 １０、１２ 和 １４ 倍加水量作为正交试验

的三水平，选择提取时间 １、１． ５ 和 ２ ｈ 作为的正

交试验的三水平。 水提取工艺因素水平表如下表

所示：
表 １　 水提取工艺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 １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水平
因素

Ａ 加水量（倍） Ｂ 提取时间（ｈ） Ｃ 提取次数

１ １０ １． ０ １

２ １２ １． ５ ２

３ １４ ２． ０ ３

２． ５． ２　 ＡＨＰ 法确定权重　 依据清热灵口服液君

臣佐使配伍规律及药理活性，将指标分为 ３ 个层

次，优先顺序如下：黄芩苷 ＞ 连翘苷 ＞ 出膏率，判
断矩阵评分情况见表 ２。 根据判断矩阵评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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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 ＡＨＰ 层次分析，确定黄芩苷、连翘苷和出

膏率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２ ． ４６６、０ ． ４８１ 和 ０ ． ４０５，
一致性比率因子（ ＣＲ） ＝ ０． ０４０ ＜ ０． １０，一致性

检验通过，判断矩阵评分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权
重系数有效。

λｍａｘ ＝ ∑
ｎ

ｉ ＝ １

ＡＷ[ ]
ｉ

ｎＷｉ
（１）

ＣＩ ＝ λ － ｎ
ｎ － １ （２）

ＣＲ ＝ ＣＩ
ＲＩ （３）

式中 λ 为最大特征根，Ａ 为经过归一化（和积

法）后的判断矩阵，Ｗ 为 ＡＨＰ 层次分析得到的特征

向量，ＲＩ 为 ０． ５２０（随机一致性 ＲＩ）。
表 ２　 判断矩阵评分表

Ｔａｂ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ｃｏｒｉｎｇ
权重指标 黄芩苷 连翘苷 出膏率

黄芩苷 １ ３ ５

连翘苷 １ ／ ３ １ １ ／ ３

出膏率 １ ／ ５ １ ／ ３ １

表 ３　 一致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
最大特征根 ＣＩ 值 ＲＩ 值 ＣＲ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３． ０４１ ０． ０２１ ０． ５２０ ０． ０４０ 通过

２． ５． ３ 　 ＣＲＩＴＩＣ 法确定权重 　 各成分药物之间在

提取过程中的互相反应作用以及药物配伍之间的

规律变化，都可能会对复方中药的整体疗效产生影

响，使得复方中各种指标成分对复方总体提取效果

的影响不同，此时若采用主观法确定其权重系数则

会有失偏颇。 因此本研究则通过 ＣＲＩＴＩＣ 法来确定

复方中各指标间的权重。 将清热灵口服液正交提

取试验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后，通过 ＳＰＳＳＡＵ 软件

进行 ＣＲＩＴＩＣ 分析，得权重系数为 ０． ４１２、０． ３９８ 和

０． １８９。
２． ５． ４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确定权重　 ＡＨＰ
计算权重系数时主观性强于 ＣＲＩＴＩＣ，而 ＣＲＩＴＩＣ 相

对于 ＡＨＰ 能更客观评价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将 ２
种方法相结合能更加合理的计算出综合权重。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计算黄芩苷、连翘苷和出膏率权重

系数 ω 分别为 ０． ３９７、０． ３１３ 和 ０． ０２９。 计算公式如

下：

ω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
ωＡＨＰｉ

＋ ωＣＲＩＴＩＣｉ

∑
ｎ

ｉ ＝ １
（ωＡＨＰｉ

＋ ωＣＲＩＴＩＣｉ
）

（４）

２． ５． ５　 综合评价结果的比较　 将 ＡＨＰ 法、ＣＲＩＴＩＣ
法、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得到的各个权重系

数运用到综合评分中，得到的评分结果见表 ４。 从

直观分析来看，３ 种评分方法结果差异较小，通过

相关系数进行分析，ＡＨＰ 法与 ＣＲＩＴＩＣ 法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 １，ＡＨＰ 法与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１，ＣＲＩＴＩＣ 法与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１，三者之间的相关

性显著（Ｐ ＜ ０． ０１），即在水提取法中 ３ 种赋权法得

到的评分结果具备一致性。 但就权重系数而言，
ＡＨＰ 法与 ＣＲＩＴＩＣ 法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５７５，
ＡＨＰ 法与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０． ７００，相关性较差，表明 ２ 种方法所反映的信

息叠加性不强，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平衡了

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所呈现的综合评分结

果更加合理、科学，能更好贴合实际情况。
表 ４　 ＡＨＰ、ＣＲＩＴＩＣ、ＡＨＰ －ＣＲＩＴＩＣ 权重系数评分

Ｔａｂ ４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ＨＰ，

ＣＲＩ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ＨＰＣＲＩＴＩＣ
序号 ＡＨＰ ＣＲＩＴＩＣ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１ ３３０７． ２９ ５６０． ９３ ５３８． ６６

２ ４７７３． ６６ ８１１． ５６ ７７８． ９１

３ ５６０８． ０７ ９５３． ３５ ９１５． ０１

４ ５５４７． ５３ ９４１． ４４ ９０３． ９３

５ ３２６８． ４５ ５５５． ８０ ５３３． ４１

６ ４３７０． ９１ ７４７． １３ ７１６． ２０

７ ４６７７． ２４ ７９１． ９６ ７６０． ７９

８ ６４５２． ２９ １０９３． ８８ １０５０． ５５

９ ４２７４． ８６ ７２６． １７ ６９７． ０９

２． ６　 正交试验

２． ６． １　 提取工艺的确定 　 根据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权

重系数对结果进行综合评分，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

直观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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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正交试验综合评分结果直观分析

Ｔａｂ ５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序号 Ａ Ｂ Ｃ 综合评分

１ １ １ １ ５３８． ６６
２ １ ２ ２ ７７８． ９１
３ １ ３ ３ ９１５． ０１
４ ２ １ ２ ９０３． ９３
５ ２ ２ ３ ５３３． ４１
６ ２ ３ １ ７１６． ２０
７ ３ １ ３ ７６０． ７９
８ ３ ２ １ １０５０． ５５
９ ３ ３ ２ ６９７． ０９
Ｋ１ ７４４． １９ ７３４． ４６ ７６８． ４７
Ｋ２ ７１７． ８５ ７８７． ６２ ７９３． ３１
Ｋ３ ８３６． １４ ７７６． １０ ７３６． ４０
Ｒ １１８． ３０ ５３． １６ ５６． ９１

表 ６　 正交试验综合评分结果方差分析

Ｔａｂ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因素 离差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Ｐ （０． ０５）

Ａ ２３１４３． ０５１ ２ １１５７１． ５２５ ０． １１４ ＞ ０． ０５
Ｂ ４６９３． ０１７ ２ ２３４６． ５０８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５
Ｃ ４８８３． ６６５ ２ ２４４１． ８３３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５

误差 ２０２６８１． ６２５ ２ １０１３４０． ８１２

　 　 由表 ５ 正交试验综合评分直观分析表可知最

佳提取工艺为 Ａ３Ｂ２Ｃ１，由极值分析可知 ３ 个因素的

主次关系为 Ａ ＞ Ｃ ＞ Ｂ。 由表 ６ 正交试验综合评分

结果方差分析表可知各因素对综合评分无显著性

影响，考虑到工业生产综合成本及药材提取率，最
终确定提取工艺为 Ａ３Ｂ２Ｃ２，即 １０ 倍加水量，提取时

间为 １． ５ ｈ，提取次数为 ２ 次。
２． ６． ２　 验证试验 　 为验证正交试验结果的准确

性，保证清热灵口服液提取工艺的合理可靠，按正

交试验优选出的提取工艺 Ａ３Ｂ２Ｃ２进行 ３ 次重复性

验证试验。 验证试验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提取工艺验证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序号 黄芩苷（ｍｇ ／ ｍＬ） 连翘苷（ｍｇ ／ ｍＬ） 出膏率（％ ）

１ ３． ２ ０． １２ ３６． ３３
２ ３． １ ０． １２ ３６． １４
３ ３． ２ ０． １２ ３６． ６１

　 　 提取工艺验证结果表明 Ａ３Ｂ２Ｃ２提取工艺稳定

可靠，３ 批样品各指标含量的 ＲＳＤ 值均 ＜ ２％ ，组间

无显著性差异，表明提取工艺重复性良好，可为清

热灵口服液的提取工艺提供参考。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优化清热灵口服液水提取工艺的过

程中，选择黄芩苷、连翘苷和出膏率为评价指标。
采用多指标正交实验进行工艺优选时，要解决指标

成分间量纲不一致的矛盾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权

重，根据复方配伍规律，充分考虑到中药有效成分

指标理化特性，合理地设置监测指标并引入权重，
可大大降低分析难度［９］。 本研究通过比较 ＡＨＰ
法、ＣＲＩＴＩＣ 法、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所赋权重

获得正交试验结果综合评分，并通过相关系数进行

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水提取法中 ３ 种赋权法得到的

评分结果具备一致性，但就权重系数而言，３ 种方

法所反映的信息叠加性不强。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

加权法平衡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所呈现

的综合评分结果更加合理、科学，能更好贴合实际

情况。
ＡＨＰ 法以主观评价为基础得到了各指标的权

重系数，同时将评价指标两两之间比较判断的优先

信息得以量化，基本体现了清热灵口服液中各指标

对复方的贡献程度以及主次顺序；此时 ＣＲＩＴＩＣ 法

就显得有所不同，其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 ＡＨＰ 法

主观赋予权重时存在的偏颇，能够更为客观地得到

相应指标的权重系数，同时还兼顾到了赋予的权重

系数与复方中各指标成分之间相关性和数据变异

性的关系，但 ＣＲＩＴＩＣ 法往往忽视指标间的轻重关

系，不能体现清热灵口服液复方的配伍规律［１０］。
相比之下，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权法就显得更为

科学、合理且贴合实际，该方法结合了 ＡＨＰ 法和

ＣＲＩＴＩＣ 法 ２ 种分析方法的优点，在注重客观的同

时又不失主观，且较单一的评价方法而言能够更加

全面地反映复方中各成分信息，更有效地区分整个

样本数据，进一步保证了综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１１ － １２］。 本实验通过 ＡＨＰ － ＣＲＩＴＩＣ 混合加

权法对清热灵口服液提取工艺评价指标进行赋权，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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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方差分析，筛选出科学、合理且贴合实际的

清热灵口服液提取工艺，为清热灵口服液的相关制

剂研究及工业化大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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