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99年 12月 

第 29卷第 6期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f Northwest UnlverMty(Natural~ ience Edition) 

Dec． 1999 

Vo1．29No．8 

一  

。 超声提高小檗碱得率的研究 

郭孝武 

(陕西师范大学 应用声学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Z) 

尺2 Z 

摘要：对从黄连中挺取小檗碱成分的起声技术工艺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给出了起声提取小檗碱 

的最佳工艺参数。结果表明，此工艺具有省时、节能、得率高等优点，可以作为实验室的模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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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Coptis chlnensis)是毛莨科植物。其根味 

苦，性寒，能泻火、解毒，清热、燥湿，主治温病、热其 

心烦、吐血、痢疾、肠炎等疾病 ]，对多种革兰阳性及 

阴性细菌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小檗碱(berberine) 

是黄连的主要有效成分，常规提取多采用浸泡法(有 

石灰乳浸泡法和硫酸浸泡法等)，但提取时间长(约 

8～12 h)，产量低(约 5 )0]，笔者曾报道过超声用 

于碱性浸泡法的工艺口]。本文为了探讨超声的实际 

作用及超声提取工艺，以酸性浸泡法为对照，验证超 

声提取工艺的优越性 

1 实 验 

1．1 仪器与试剂 ‘ 

超声波发生器，频率为 2O，800，1 100 kHz|71O 

型自动记录分光光度计(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核 

磁共振波谱仪(瑞士 AC一8O型)}黄连干燥根，粉碎 

成 50目粉；小檗碱标准品(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绘制标准曲线 

配制小檗碱标准水溶液 40~g／mL 分别吸取 

1．0．1．5，2．0，2．5，3．0，3．5，4．0 mL溶液，放人 25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在波长， 

345 nm处，以蒸馏水柞参比，分别测得吸光度 为 

0．114，0．174，0．234，0．801，0．362，0．420，0．483。用 

最小二乘法经线性回归，得方程 

Y 一 0．0771OX 一 0．010 09， 

r= 0．999 8(P < 0．01) 

1．3 实验方法 

称取黄连粉，每份 2O g，分别用不同浓度的硫酸 

溶液 300 m1 浸润，用不同频率的超声处理不同时 

间或浸泡不同时间，过滤 滤液中加石灰水调至pH 

9～1O，静置，过滤。向滤液中加 NaC1晶体，放置过 

夜，过滤，沉淀烘干，加沸水溶解沉淀，趁热过滤。滤 

液中加盐酸调 pH值至 2，静置过夜，过滤，用水洗 

涤，8O℃下干燥，即得盐酸小檗碱。再重结晶一次。 

1．4 样品液的制备 

取不同浓度硫酸浸泡不同时间的提取液(或不 

同频率超声处理不同时间的提取液)，配成含黄连浓 

度为66．67 mg／mL的测试液备用。 

2 结果与讨论 

2．1 硫酸浓度对小檗碱提出率的影响 

分别取不同浓度的硫酸溶液，各浸泡黄连 24 h 

的供试液 1 mI ，用蒸馏水稀释 625倍，摇匀。以蒸馏 

水作参比，在分光光度计上345 hill处测其吸光度， 

计算出小檗碱提出率 ，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见，用不 同浓度的硫酸浸泡 24 h后提 

取黄连中的小檗碱，0．5 硫酸的提出率最高 

2．2 相同浓度硫酸浸泡不同时间对小檗碱提出率 

的影响 

取 0．5 硫酸溶液，分别浸泡不同时间，取试液 

1 mI 用蒸馏水稀释625倍，摇匀。用上法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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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表 1 硫酸浓度与小檗碱提出率的关系 

Tab．1 The telation between con~stence of sulphuric 

acid and extraction rate of be rberine 

表 2 浸泡时间与小檗碱提出率的关系 

Tab．2 The relation between immersion time and 

extraction rate of berberine 

由表 2可见，用稀硫酸浸泡法提取黄连中小檗 

碱，以浸泡 24 h的提出率最高。 

2．3 超声提取不同时间对小檗碱提出率的影啊 

取频率为2O kHz超声处理不同时间的试液各 

l mI ，用蒸馏水稀释 625倍，摇匀 用以上方法测 

定，结果见表 3。 

由表 3看出，从黄连中提取小檗碱，用超声法的 

提出率均高于酸性浸泡法，并且时间短。在超声处理 

30 rain内，小檗碱的提出率随提取时间的延长而提 

高，且有一峰值。当用频率为 2O kHz的超声处理 30 

rain时，提出率为8．04 ，比浸泡法(0．5 H：SO 浸 

24 h)高 39 以上。 

2．4 超声频率对小檗碱提出率的影响 

吸取不同频率超声处理 30 rain的试液 l mL． 

用蒸馏水稀释 625倍，摇匀，按上法测定，结果见表 

4 

由表 4可见，在同一提取时间下，超声频率不 

同，其小檗碱提出率也不同，频率愈高，提出率愈低， 

故以频率为 2O kHz超声的提出率最高。因为，频率 

为2O kHz的超声空化效应强，加之粉碎、搅拌等作 

参考文献： 

用，有利于溶剂渗入黄连组织中，促进小檗碱成分在 

硫酸溶液中溶解，并加速小檗碱成分的提取。 

表 3 超声法提取与小檗碱提出率的关系 

Tab．3 The relation between of immersion method 

and ul trasonic method  and extraction rate 

of berberine 

表 4 超声频率与小檗碱提出率的关系 

Tab．4 The relation between ultrasonic frequency 

and extraction rate of berberioe 

为了进一步观察用硫酸溶液进行超声提取后所 

得小檗碱结构的变化，用核磁共振波谱仪测其硫酸 

溶液浸泡 24 h，和用频率为 2O kHz的超声处理 3O 

min提取所得小檗碱样品的氢谱。结果表明，两种提 

取法所得的氢谱图一致，说明超声提取未破坏小檗 

碱成分的结构。 

以上实验表明，从黄连中提取小檗碱成分的最 

佳工艺流程为：将 2O g黄连粉用 300 mI 0．5 硫酸 

溶液浸润，再用 20 kHz的超声处理 30 min，过滤；药 

渣重复提取一次，合并滤液，经提纯、浓缩、析晶即 

可。 

黄连根中所含成分复杂，本文用超声法在酸性 

浸泡提取工艺中仅对黄连中小檗碱成分提出率的影 

响进行了初步的实验研究，但可以此模拟工艺，将超 

声加入药材提取的生产过程中，以加速提取速度 ，提 

高药材的利用率。对于黄连中其他成分的影响和超 

声提取的机理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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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ul trasonic extraction rate of berberine 

GU0 Xiao—WU 

(Apptied Acoustics Institute·Shaanxl Normal University—Xi。all 710062．China) 

Abstract：The techniques of extract|ng berberine from rhizoma of Copt~chinese by ultrasound are studied by ex— 

periment systematically．The optimum parameters for extraction berberine are proposed．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ukrasonie is a simple，time—saving，energy—saving and high—effect way．which can be used as a simu— 

latire technology 1n lab． 

Key words：ultrasonic extraction；Co．is chinese；berberine；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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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cul tural condition of strain 

cellulomonas tim,igena cellulase 
GU0 Ai—lian，YANG Lin，LIU Mei，WANG Hong—tang，LANG Hui-yun 

(1．Department of Bi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I2．Department ofChemltry．Northwest Univer~ty．Xi an 

710069．China) 

Asbstract：Studies on the cultural condltion of strain Cellulomonas flavigena ceHulase were made：when the opti— 

mum pH was 6．0；the optimum temperature was 25℃ ；8～ 16 h was the zymogenous peak．The best carbon 

souse and nitrogen source were CMC—Na，casein．High concentration glucose inhibited the cellulase production． 

Cellulobiose was better carbon source and inducer+and studied on the capability of the use of natural cellulose． 

Key words：Cellulomonas z峨 {cellulase；natural cellulose；cultur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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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I程”所取得的 22个重要阶段性成果中，我梗用晓陆副教授和他 

的课题组获取了5个公认的成果 在1996～1 999年期间．周晓陆参与陕西天文台和我校共同承担的“工程” 

中 6十子课题研究。其中“天再旦”、“武王伐商”、“吴虎鼎厦周代铜嚣研究”、“虎盖铭文厦周穆王纪年研究” 

等，获得公认成就。“三苗日食”、“天大噎”也获得重要成果。例如武王伐商年确认为公元前 l 046年，懿王元 

年为套元前 899年．昭王19年为公元前 997年，并再次确讥共和元年为公元前 841年．把中国明确纪年的历 

史向前大大推进。 

1999年国庆期间，首都北京为 5O年大庆举办的《光辉的历程》和《新 中国文物工作 j0年》两个国家级大 

型展览中，周晓陆历尽艰辛，在新疆拍摄的多幅有关“天再旦”学术大型彩色照片和他所在学科组掌握的西周 

初年考古学、古文字学资料得到显著展示 这也是我校科研领域显著成绩的重要展示。 

(薛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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