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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新疆一枝蒿口服液的最佳制备工艺，采用水提醇沉法提取新疆一枝蒿中的总黄

酮，经单因素、响应面试验获取最佳的制备工艺参数，并通过薄层层析与含量限度测定对新疆一枝蒿口

服液建立初步的质量控制。 结果表明：新疆一枝蒿最佳制备工艺为料液比 １∶ １４，煎煮时间为 １． ５ ｈ，醇
沉浓度为５０％ 。 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含量限度测定黄酮

含量范围在 ２８． ６７ ～２９． ５９ ｍｇ ／ ｍＬ，平均值为 ２９． １０ ｍｇ ／ ｍＬ，最低限度为 ２３． ２８ ｍｇ ／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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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一枝蒿（Ａ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 ），别名岩蒿，为
菊科蒿属植物，以全草入药，是新疆维吾尔族医学传统

用药，收载于《中华本草》维吾尔药卷。 新疆一枝蒿化

学组成十分丰富，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１］ ，新疆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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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所含化合物主要为：倍半萜类、黄酮类、有机酸类、香
豆素类、生物碱类、氨基酸类、苷类、多糖类和挥发油类

等，其丰富的化学组成使新疆一枝蒿具有很高的开发

利用价值。 其中新疆一枝蒿黄酮类化学成分含量较

为丰富，是提取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芦丁是一种天

然的黄酮苷，与总黄酮有相似的结构，因此常用于中药

材总黄酮的含量测定和质量控制。
现有新疆一枝蒿制剂研究多建立于免疫调节功能

上，制剂多为酊剂、颗粒剂［２］ 。 中药口服液是目前中成

药生产中的新兴热门剂型，一些病畜禽因消化道短或胃

部容积小而产生投药治疗问题，而中兽药口服液以服用

量小，在胃肠道作用迅速，能使有效血药浓度上升快且

峰值高，更好地发挥药效等优点受兽药行业青睐。 试验

旨在以总黄酮为研究对象，探究新疆一枝蒿口服液的最

佳制备工艺，对其设置初步质量标准，以期对新疆一枝

蒿口服液进一步开发为兽药利用提供理论指导。
１　 材　 料

１． １　 试验药品 　 新疆一枝蒿，由新疆海研制药有

限公司提供。
１． ２　 试验试剂　 芦丁标准品（纯度 ＞ ９８％ ）（生产

批号：Ｌ － ００１ － １８１２１６），购自成都瑞芬思药物有限

公司；４％ ＮａＯＨ；１０％ Ａｌ（ＮＯ３） ３ 溶液；５％ ＮａＮＯ２

溶液等均为分析纯度；苯甲酸；蒸馏水；乙醇；甲醇；
乙酸乙酯；氯化钠；三氯化铝。
１． ３　 主要仪器　 电子天平（型号为 ＥＳＪ２００ － ４ Ａ），
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生产；大容量高速

台式冷冻离心机（型号为 ＳＴ１６Ｒ），赛默飞世尔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型号为

ＵＶ －２０００），尤尼科仪器有限公司生产；循环水式真

空泵（型号为 ＳＨＺ － ＣＤ），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电子恒温水浴锅（型号为 ＤＺＫＷ － ４），余
姚市亚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生产；旋转蒸发仪

（ＲＥ２０００Ｂ），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生产。
２　 方　 法

２． １　 总黄酮含量测定

２． １． 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配制 ０． ２ ｍｇ ／ ｍＬ 芦

丁标准溶液，分别吸取 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
６． ０ ｍＬ 置于 ２５ ｍＬ 容量瓶中定容，采用 ＮａＮＯ２ － Ａｌ

（ＮＯ３） ３ － ＮａＯＨ 显色体系显色，在 ５１０ ｎｍ［４］处测定

其吸光度。 以吸光度（Ａ）为纵坐标，质量浓度（Ｃ）
为横坐标，绘制标准工作曲线。
２． １． ２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吸取口服液 １ ｍＬ，
置于 ２５ ｍＬ 容量瓶中定容，显色，用分光光度计在

５１０ ｎｍ 处测定其吸光度。 根据标准曲线方程计算

新疆一枝蒿口服液中总黄酮的质量浓度，并计算其

总黄酮得率。
总黄酮得率 ＝口服液中总黄酮质量 ／提取时药

材投药量 × １００％
２． １． ３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芦丁标准品 １ ｍＬ，
处理显色，在 ５１０ ｎｍ 处连续测定 ６ 次吸光度。 结

果测定标准平均偏差（ＲＳＤ），表明仪器精密度。
２． １． ４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 １ ｍＬ，处理显

色，每 １５ ｍｉｎ 测定一次吸光度，共测定 ６ 次，测定样

品在那段时间内吸光度稳定。
２． １． ５ 　 重复性试验　 分别取 ６ 份口服液，同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在 ５１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计算样品

中总黄酮的含量。 结果计算 ＲＳＤ。
２． ２　 口服液制备工艺

２． ２． １　 基本制备工艺　 称取生药于烧杯中加入所

需水量，浸泡，水煎 ２ 次。 待药液冷却至室温后，用
漏斗滤过，合并两次滤液。 随后进行浓缩，浓缩至

１． ０ ｇ ／ ｍＬ。 待浓缩液冷却后向其中缓慢加入无水

乙醇并迅速搅拌，进行醇沉，搅拌均匀后于 ４ ℃冰

箱静置过夜。 取出药液平均分装，置于离心机离心

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 １０ ｍｉｎ，取出上层滤液，弃去残渣，合
并滤液，浓缩至 １∶ １。 向药液中加入 ０． １％苯甲酸，
搅拌均匀，用 ０． ２％ ＮａＯＨ 调 ｐＨ 至 ５ ～ ７，最后过滤

分装于锁口瓶中，１００ ℃流通蒸汽灭菌即得［３］。
２． ２． ２　 吸水率考察 　 称取 １０ ｇ 生药，重复 ３ 份。
加 １５ 倍量水浸泡，直至药材全部浸透为止，滤出未

被吸收的水液，称量吸水后药材的重量，计算吸水

率，并记录浸泡时间。
吸水率 ＝ （药材湿重 －药材干重） ／药材干重 ×１００％

２． ２． ３　 单因素水平筛选　 上述所示制备工艺中有

明确料液比、煎煮时间以及乙醇浓度（醇沉体积分

数），试验以这三个因素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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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１ 　 料液比筛选　 准确称取 ２０． ０ ｇ 新疆一

枝蒿生药 １２ 份，在不同料液比 １ ∶ １２、１ ∶ １４、１ ∶ １６、

１∶ １８（ｇ ／ ｍＬ），每个水平三次重复，按照 ２． ２． １ 中的

方法制备口服液，保持煎煮时间为 １ ｈ，醇沉浓度

５０％ 。 以总黄酮的含量为指标，研究不同料液比对

新疆一枝蒿口服液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２． ２． ３． ２ 　 煎煮时间筛选　 准确称取 ２０． ０ ｇ 新疆

一枝蒿生药 １２ 份，在不同煎煮时间 ０． ５、１、１． ５、２

（ｈ），每个水平三次重复，按照 ２． ２． １ 方法制备口服

液，保持料液比为 １∶ １４，醇沉浓度 ５０％ 。 以总黄酮

的含量为指标，研究不同煎煮时间对新疆一枝蒿口

服液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２． ２． ３． ３ 　 醇沉浓度筛选　 准确称取 ２０． ０ ｇ 新疆

一枝蒿生药 １２ 份，在不同乙醇浓度 ４０、５０、６０、７０

（％ ），每个水平重复三次，按照 ２． ２． １ 方法制备口

服液，保持料液比 １∶ １４，煎煮时间 １ ｈ。 以总黄酮的

含量为指标，研究不同醇沉浓度对新疆一枝蒿口服

液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２． ２． ４ 　 正交设计试验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

选择乙醇体积分数、料液比、煎煮时间为考察因素，

以总黄酮含量为评价指标，采用 Ｌ９ （３４），利用正交

设计助手进行正交实试验设计，进行新疆一枝蒿口

服液制备工艺的优化。

表 １　 不同因素不同水平考察新疆一枝蒿口服液总黄酮含量

Ｔａｂ 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水平
因素

煎煮时间 ／ ｍｉｎ 醇沉浓度 ／ ％ 料液比 ／ （ｇ． ｍＬ － Ｉ）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３ １ ３ ３

４ ２ １ ３

５ ２ ２ ２

６ ２ ３ １

７ ３ １ ３

８ ３ ２ １

９ ３ ３ ２

２． ３　 新疆一枝蒿口服液的质量控制

２． ３． １　 定性鉴别

２． ３． １． １ 　 对照品溶液制备 　 称取芦丁对照品

１ ｍｇ，加入甲醇溶解于 １０ ｍＬ 容量瓶中定容，备用。
２． ３． １． ２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 １ ｍＬ 浓缩液置具

塞锥形瓶中，加入甲醇 １０ ｍＬ，密塞，超声（２５０ Ｗ，
４０ ｋＨｚ）提取 １０ ｍｉｎ，过滤，滤液蒸干，滤渣用甲醇

溶解，用 ０． ４５ μｍ 微孔滤膜滤过，于 １０ ｍＬ 容量瓶

中定容，即得。
２． ３． １． ３ 　 薄层色谱条件 　 薄层板：硅胶 Ｇ，于
１０５ ℃活化 １ ｈ；展开系统：乙酸乙酯 － 甲醇 － 水 －
甲酸（７ ∶ １． ５ ∶ １ ∶ １． ５，Ｖ ／ Ｖ）；检测方式：紫外灯下

（３６５ ｎｍ）。
２． ３． １． ４　 薄层色谱鉴定　 分别吸取上述对照品溶

液和供试品溶液各 ５ μＬ，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Ｇ 薄

层板上，带宽为 １ ｃｍ，以上述提及展开剂预饱和

１５ ｍｉｎ，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５％ 三氯化铝溶液，
１０５ ℃加热，至紫外灯 ３６５ ｎｍ 波长下检视［５］ 。

２． ３． ２　 含量限度测定　 取试验室小试生产 ６ 批口

服液样品进行含量测定，根据试验结果以及有效成

分含量限度制定原则，将平均值的 ８０％含量作为最

低限度［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总黄酮含量测定

３． １． １　 线性关系　 以浓度（ｍｇ ／ ｍＬ）为横坐标，吸光

度为纵坐标，得到芦丁回归方程为：Ｙ ＝ １０． ９３２Ｘ －
０ ００３９，线性关系良好（Ｒ ＝ ０． ９９９３）。
３． １． ２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芦丁标准品 １ ｍＬ，
处理显色，重复测定 ６ 次，结果表明，吸光度 ＲＳＤ 为

１． １０％ ，仪器精密度良好。
３． １． ３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新疆一枝蒿口服液

１ ｍＬ，处理显色，每 １５ ｍｉｎ 测定 １ 次吸光度，共测定

６ 次，结果表明，吸光度 ＲＳＤ 为 １． ９５％ ，样品溶液在

１ ｈ 内吸光度稳定。
３． １． ４ 　 重复试验　 分别取 ６ 份口服液，同法制备

供试品溶液，在 ５１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计算样品中

总黄酮的含量，测定其 ＲＳＤ 为 １． ２０％ ，表明该方法

重复性良好。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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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吸水率考察　 由表 ２ 数据分析可知，称取新

疆一枝蒿 １０ ｇ 加水浸泡后，其吸水率为 ３７３％ ～
４０１％ ，约为 ４ 倍吸水量。

表 ２　 吸水率考察

Ｔａｂ ２　 Ｗａｔｅ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药材湿重 ／ ｇ 药材干重 ／ ｇ 吸水率 ／ ％

５０． １２ １０． ０ ４０１
４８． ２６ １０． ０ ３８２
４７． ２９ １０． ０ ３７３

３． ３　 单因素试验

３． ３． １　 料液比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精密称取

新疆一枝蒿生药 １２ 份，每份 ２０． ０ ｇ，按照料液比

１∶ １２、１∶ １４、１ ∶ １６、１ ∶ １８（ｇ ／ ｍＬ），分别加入蒸馏水，
保持煎煮时间为 １ ｈ，醇沉浓度为 ５０％ ，每个水平重

复三次，按照上述方法制备口服液并测定总黄酮含

量，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芦丁标准曲线

Ｆｉｇ 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ｆａｇｏｐｙｒｏｌ

图 ２　 料液比对总黄酮得率平均值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可见，随着料液比的逐渐增大，总黄酮得率的

平均值先升高后降低。 当料液比为 １：１４ 时，总黄

酮得率的平均值最高。 因此，本研究中正交试验料

液比因素的三个水平选择 １∶ １２、１∶ １４、１∶ １６。
３． ３． ２　 煎煮时间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精密称

取新疆一枝蒿生药 １２ 份，每份 ２０． ０ ｇ，在不同煎煮

时间 ０． ５、１、１． ５、２（ｈ）下，保持料液比 １∶ １４，醇沉浓

度为 ５０％ ，每个水平重复三次，按照上述方法制备

口服液并测定总黄酮含量，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煎煮时间对总黄酮得率平均值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ｅｃｏｃ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可见，随着煎煮时间的延长，总黄酮得率的平

均值先升高后降低。 当煎煮时间为 １ ｈ 时，总黄酮

得率的平均值最高。 因此，本研究中正交试验煎煮

时间因素的三个水平选择 ０． ５、１、１． ５（ｈ）。

３． ３． ３　 醇沉浓度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精密称

取新疆一枝蒿生药 １２ 份，每份 ２０． ０ ｇ，分别在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的乙醇浓度下进行醇沉，保

持料液比为 １∶ １４，煎煮时间为 １ ｈ，每个水平重复三

次，按照上述方法制备口服液并测定总黄酮含量，

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醇沉浓度对总黄酮得率平均值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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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随着醇沉浓度的逐渐增大，总黄酮得率

的平均值先升高再降低，后又升高。 当醇沉浓度为

５０％时，总黄酮得率的平均值最高。 因此，本研究

中正交试验醇沉浓度因素的三个水平选择 ４０％ 、
５０％ 、６０％ 。
３． ４　 正交试验　 采用正交试验法对新疆一枝蒿口

服液制备工艺进行优选，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
选择 Ａ（料液比）、Ｂ（煎煮时间）、Ｃ（醇沉浓度）三个

为考察因素，并设置 Ｄ（空白），每个因素设三个水

平，见表 ３。

表 ３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 ３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ｔａｂｌｅ

水平
因素

Ａ（料液比） Ｂ（煎煮时间） Ｃ（醇沉浓度）

１ １∶ １２ ０． ５ ｈ ４０％

２ １∶ １４ １ ｈ ５０％

３ １∶ １６ １． ５ ｈ ６０％

　 　 采用 Ｌ９ （３４）正交表，以总黄酮含量为评价指

标，利用正交设计助手进行正交试验设计，结果见

表 ４。 方差分析见表 ５。 分析表 ４ 可得，通过比较

各个因素的极差值（Ｒ），本研究中各因素作用的主

次顺序为煎煮时间（Ｂ） ＞ 醇沉浓度（Ｃ） ＞ 料液比

（Ａ）。 从表 ５ 中可以看出，ＦＣ ＝ ２２． ８２４，Ｐ 值小于

０． ０５，而因素 Ａ、Ｂ 的 Ｐ 值大于 ０． ０５。 按照 α ＝０． ０５
检验水准，可认为因素 Ｃ 有显著性，为主要影响因

素；ＦＡ ＝ ８． ６４４，ＦＢ ＝ １５． ８７８，Ｐ 值均大于 ０． ０５，因
素 Ａ、Ｂ 无显著性，为次要影响因素。 结合表 ４ 和表

５ 的数据，各因素取均数估计最高者，最佳制备工

艺条件为：Ａ２Ｂ３Ｃ２，即料液比为 １ ∶ １４，煎煮时间为

１． ５ ｈ，醇沉浓度为 ５０％ ，经试验证明，Ａ２Ｂ３Ｃ２为最

佳制备条件。
３． ５　 新疆一枝蒿口服液的质量控制

３． ５． １　 定性鉴别　 薄层色谱条件：薄层板：硅胶 Ｇ，
于 １０５ ℃ 活化 １ ｈ；展开系统：乙酸乙酯 － 甲醇 －
水 －甲酸（７∶ １． ５：１∶ １． ５，Ｖ ／ Ｖ）；检测方式：紫外灯下

（３６５ ｎｍ）。 如图所示，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

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但略微拖尾。

表 ４　 正交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４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Ｄ
总黄酮得率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９． ７８
２ １ ２ ２ ２ ２３． ２２
３ １ ３ ３ ３ １８． ７５
４ ２ １ ２ ３ ２２． ４８
５ ２ ２ ３ １ ２０． ５１
６ ２ ３ １ ２ ３０． ６９
７ ３ １ ３ ２ １４． ７３
８ ３ ２ １ ３ ２０． １０
９ ３ ３ ２ １ ２５． ２４
Ｋ１ ２０． ５８ １９． ００ ２３． ５３ ２１． ８４
Ｋ２ ２４． ５６ ２１． ２８ ２３． ６５ ２２． ８８
Ｋ３ ２０． ０３ ２４． ９０ １８． ００ ２０． ４４
Ｒ ４． ５３ ５． ９０ ５． ５３ ２． ４４

主次水平 Ｂ ＞ Ｃ ＞ Ａ

优水平 Ａ２ Ｂ３ Ｃ２

优组合 Ａ２Ｂ３Ｃ２

表 ５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表

Ｔａｂ ５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
来源 ＩＩＩ 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显著性

Ａ ２８． ５１５ ２ １４． ２５８ ８． ６４４ ０． １０４
Ｂ ５２． ３７６ ２ ２６． １８８ １５． ８７８ ０． ０５９
Ｃ ７５． ２８８ ２ ３７． ６４４ ２２． ８２４ ０． ０４２

误差 ３． ２９９ ２ １． ６４９
总计 ４５３７． ５０６ ９

修正后总计 １５９． ４７９ ８

３． ５． ２　 含量限度测定　 试验室小试 ６ 批新疆一枝蒿

口服液，测得黄酮含量范围在 ２８． ６７ ～２９． ５９ ｍｇ ／ ｍＬ，
平均值为 ２９． １０ ｍｇ ／ ｍＬ，最低限度为 ２３． ２８ ｍｇ ／ ｍＬ。

表 ６　 ６ 批口服液中总黄酮含量限度测定

Ｔａｂ ６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 ｉｎ ６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批号
ＮＯ．

总黄酮含量

／ （ｍｇ·ｍＬ － １）
平均值

／ （ｍｇ·ｍＬ － １）
最低限度

／ （ｍｇ·ｍＬ － １）

２０２２１２０１ ２８． ９７
２０２２１２０２ ２８． ８８
２０２２１２０３ ２９． ５９
２０２２１２０４ ２８． ９５
２０２２１２０５ ２９． ５４
２０２２１２０６ ２８． ６７

２９． １０ ２３． ２８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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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新疆一枝蒿口服液的 ＴＬＣ 特征图谱；

左：供试品，右：对照品

Ｆｉｇ ５　 ＴＬ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Ａ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Ｌｅｆｔ： Ｔｅｓｔ ｄｒｕｇ，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ｒｕｇ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制备工艺优化　 本次试验采用传统的水煎液

提取方式制备口服液，操作简便易行，成本低，是一

种能有效运用于临床的好方法。 制备过程中，随着

煎煮时间的增长，总黄酮得率逐渐降低，可能是由

于加热时间加长而导致；醇沉能够有效去除淀粉、
蛋白质等，但随着醇沉浓度的增加，沉在底部的物

质减少，去除杂质的效果降低，也会影响到总黄酮

的提取；由响应面试验结果分析可知，醇沉浓度是

影响总黄酮提取的重要因素。
有研究［７］显示，超声波提取法可使总黄酮得率

提高，但考虑到该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未解决的安

全性问题，所以采用了工业中较为成熟的提取方

法。 在新疆一枝蒿提取现有研究中，多糖和黄酮类

物质为主要研究对象，黄酮类化合物更多地在药理

中发挥作用，故选用该物质为研究对象。 而在该药

材制剂研究中，工艺优化内容甚少，现有制剂中更

多的是按照其他药材制剂的方法制备药物，很少考

虑制备后活性物质含量的多少，这样对该药物最大

利用化十分不利。 本次试验参考了郭美玲［８］ 的制

备方法，在现有试验结果上调整试验因素，寻找制

备该口服液黄酮类总化合物最高含量的条件。
４． ２　 质量控制　 经查阅新疆一枝蒿制剂鉴别相关

文献发现相关鉴定方法的研究暂无报道，本试验主

要借鉴该药材鉴别方法初步对新疆一枝蒿口服液

进行鉴定［５］，在薄层鉴别系统中，供试品出现略微

拖尾现象，但主斑点清晰，可以降低供试品的浓度，
以求达到较好的鉴别效果。 新疆一枝蒿现有鉴定

研究中，已经报道了几种方法来进行鉴别［９］，但经

比较后，ＴＬＣ 和 ＨＰＬＣ 是更为简单、迅速、耗材少的

方法，且新疆一枝蒿的主要活性物质为总黄酮，但
在现有阶段的研究并未确定哪一种黄酮类物质为

主要活性物质，而芦丁与总黄酮有着相似的结构，
所以在初步鉴定中，暂时应用芦丁作为新疆一枝蒿

制剂类的鉴定，可在日后新疆一枝蒿药理作用研究

成熟，再将其发挥作用的物质作为鉴定标准品。 在

含量限度测定中，每批产品总黄酮含量相对稳定，
差别较小，符合含量限度的要求。
４． ３ 　 结论　 新疆一枝蒿口服液最佳制备方法为，
药材浸泡 ３０ ｍｉｎ，吸收 ４ 倍水分后进行提取，料液

比为 １ ∶ １４，煎煮时间为 １． ５ ｈ，醇沉浓度为 ５０％ 。
在 ＴＬＣ 中有明显斑点，新疆一枝蒿口服液总黄酮

含量范围为 ２８． ６７ ～ ２９． ５９ ｍｇ ／ ｍＬ，最低限度为

２３． ２８ ｍｇ ／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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