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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优化海松欣颗粒的制备工艺，本文采用正交实验法，以总糖含量、还原糖含量及干浸膏得率为指标，筛选最佳提

取工艺；以颗粒的吸湿百分率、成型率和溶化率为指标，筛选颗粒辅料的最佳配比。得到海松欣颗粒最佳提取工艺为：加

８倍量水，提取３次，每次１．５ｈ。制粒的最佳处方为：１份浸膏粉与２份辅料 （糖粉∶糊精＝１∶１）。实验结果证明，该工艺
科学、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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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一种以体循环动脉收缩压和（或）舒张压升高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常伴有脂肪和糖代谢紊乱

以及心、脑、肾和视网膜等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是以器官重塑为特征的全身性疾病。防治高血压已成

为全球医务界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我国人口高血压发病率已比十年前上升了２５％，患病人数高达２亿

人。高血压的治疗主要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并辅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等，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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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于治疗高血压的药物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海蜇作为一种常见的海洋生物，在我国有广阔的资源分

布和悠久的应用历史，海蛰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古医籍中记载食用海蜇具有降血压作用，民间也有用食用

海蜇治疗高血压的实例，效果明显，副作用很小。现代药理研究也发现，海蜇具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１－２］。

海松欣颗粒是以海蜇为主要组分，配伍山楂，枸杞和大枣，采用现代制剂技术制成的复方制剂，具有降低血

压，补益肝肾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及其并发症。为了保证制剂的临床效果，本研究在前期确定了海

蜇酶解工艺的基础上，对山楂，枸杞和大枣的提取工艺及海松欣颗粒的成型工艺进行了优化。

１　仪器与材料

ＵＶ７５４Ｎ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ＦＡ１００４Ｎ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葡萄糖标准品（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山楂、枸杞和大枣三味药材购自山东中医药大学中鲁医院，并由山东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周凤琴教授鉴

定为蔷薇科落叶灌木山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Ｂｇｅ．）的成熟果实；茄科落叶灌木植物宁夏枸杞（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的成熟果实；鼠李科落叶乔木植物枣（Ｚｉｚｉ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Ｍｉｌｌ．）的成熟果实。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提取工艺的研究

２．１．１　实验方案的设计

　　处方中海蜇按照本研究室前期的研究结果，通过

两步酶解工艺，冷冻干燥得到干浸膏粉，粉碎，过１００

目筛，备用［３］。以提取次数（Ａ）、加水量（Ｂ）、提取时

间（Ｃ）和提取溶剂的 ｐＨ值（Ｄ）为考察因素，采用

Ｌ９（３）
４正交表进行实验（表１），以总糖含量、还原糖

含量和干浸膏得率作为考察指标，优选山楂、枸杞和

大枣的最佳提取工艺。

表１　正交实验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因素
Ａ

提取次数／次

Ｂ

溶剂量／倍

Ｃ

提取时间／ｈ

Ｄ

ｐＨ值
１ １ ６ １．０ ３．０

２ ２ ８ １．５ ７．０

３ ３ １０ ２．０ ９．０

　　按处方比例取山楂、枸杞和大枣共２２ｇ，共９份，按照正交表进行提取实验，将提取液过滤，浓缩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作为样品液备用。每组实验重复２次。

２．１．２　总糖含量的测定

采用硫酸－苯酚法［４］，以葡萄糖为标准品测定样品液的总糖含量，以每 ｍＬ提取液所含葡萄糖的量计

（ｍｇ／ｍＬ）。葡萄糖标准溶液的浓度为０．１０８ｍｇ／ｍＬ，以吸光度（Ａ）为纵坐标，以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标

准曲线为：Ｙ＝０．０１２９Ｘ＋０．００５３（Ｒ＝０．９９９７），线性范围为：１０．８～６４．８μｇ／ｍＬ。

２．１．３　还原糖含量的测定

采用ＤＮＳ法［５］，以葡萄糖为标准品测定样品液的还原糖含量，以每毫升提取液所含葡萄糖的量计（ｍｇ／

ｍＬ）。葡萄糖标准溶液的浓度为０．９６ｍｇ／ｍＬ，以吸光度（Ａ）为纵坐标，以浓度（ｍｇ／ｍＬ）为横坐标，标准曲线

为：Ｙ＝０．９６５２Ｘ－０．０００１（Ｒ＝０．９９９６），线性范围为：０．０９６～０．９６ｍｇ／ｍＬ。

２．１．４　干浸膏得率测定

精密量取样品液５ｍＬ，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在水浴上蒸干后，于１０５℃烘干至恒重，置干燥器中

冷却３０ｍｉｎ，迅速精密称定重量，计算干浸膏得率［６］。

２．１．５　正交实验结果及方差分析

４４



第３期 刘新，等：海松欣颗粒制备工艺的研究

表２　正交实验结果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试验号 Ａ Ｂ Ｃ Ｄ
总糖含量

／（ｍｇ／ｍＬ）

还原糖含量

／（ｍｇ／ｍＬ）

干浸膏得率

／％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２．２２ １１．２０ １９．８１
２ １ ２ ２ ２ ３４．７８ ２８．２０ ２８．３９
３ １ ３ ３ ３ ２３．１６ １４．３１ ２７．６３
４ ２ １ ２ ３ ５６．８６ ３７．７３ ３１．２１
５ ２ ２ ３ １ ７０．８３ ４９．３３ ３６．７２
６ ２ ３ １ ２ ５７．２６ ３７．９３ ２９．０５
７ ３ １ ３ ２ ７５．７９ ５９．０７ ３８．３８
８ ３ ２ １ ３ ７２．６１ ５５．３４ ３８．２２
９ ３ ３ ２ １ ８３．７０ ６４．０４ ３９．１７
Ｋ１ ２６．７２０ ５１．６２３ ５０．６９７ ５８．９１７

总 Ｋ２ ６１．６５０ ５９．４０７ ５８．４４７ ５５．９４３

糖 Ｋ３ ７７．３６７ ５４．７０７ ５６．５９３ ５０．８７７

Ｒ１ ５０．６４７ ７．７８４ ７．７５０ ８．０４０

还

原

糖

Ｋ１ １７．９０３ ３６．０００ ３４．８２３ ４１．５２３
Ｋ２ ４１．６６３ ４４．２９０ ４３．３２３ ４１．７３３
Ｋ３ ５９．４８３ ３８．７６０ ４０．９０３ ３５．７９３
Ｒ２ ４１．５８０ ８．２９０ ８．５００ ５．９４０

表３　总糖含量方差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ｔｏｔａｌｓｕｇａｒ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Ａ ４０３２．２０３ ２ ４３．７４４＜０．０５
Ｂ ９２．１７７ ２ １．０００
Ｃ ９８．２６８ ２ １．０６６
Ｄ ９９．１５３ ２ １．０７６
误差 ９２．１７７
Ｆ（０．０５）（２，２）＝１９，Ｆ（０．０１）（２，２）＝９９

表４　还原糖含量方差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ｇａｒ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Ａ ２６１０．９８６ ２ ３８．３０６＜０．０５
Ｂ １０６．９２３ ２ １．５６９
Ｃ １１５．０７３ ２ １．６８８
Ｄ ６８．１６１ ２ １．０００
误差 ６８．１６１
Ｆ（０．０５）（２，２）＝１９，Ｆ（０．０１）（２，２）＝９９

　　正交实验结果及方差分析分别见表２，３和４。从以上数据可知，４个因素中提取次数（Ａ）对提取工艺影

响最大，从两个指标的方差分析来看都有显著性影响。以总糖含量为指标筛选的最佳工艺为 Ａ３Ｂ２Ｃ２Ｄ１；以

还原糖含量为指标筛选的最佳工艺为 Ａ３Ｂ２Ｃ２Ｄ２，工艺基本一致，从实际生产出发，确定最佳的提取工艺为

Ａ３Ｂ２Ｃ２Ｄ２，即：加８倍量水，提取３次，每次１．５ｈ。

２．１．６　工艺验证

处方比例取三味中药３份，按最佳工艺条件提取，测定总糖含量，还原糖含量和干浸膏得率分别为７８．６３

±０．８５ｍｇ／ｍＬ，５３．６１±１．１４ｍｇ／ｍＬ和３６．３４±０．１８％，可知该工艺稳定可行。

２．２　成型工艺的研究

２．２．１　浸膏粉的制备

三味中药按照最佳工艺提取后，将提取液过滤，浓缩，减压干燥，浸膏粉碎，过１００目筛后，按照处方的比

例与海蜇浸膏粉混合均匀，备用。

２．２．２　辅料最佳配比的确定

取蔗糖与糊精，研细，过１００目筛。按照浸膏粉

与辅料１∶２的比例，以９０％乙醇为润湿剂制粒，６０℃

以下干燥，整粒。蔗糖与糊精的比例按表５取规定量

制粒。

２．２．３　吸湿百分率、成型率和溶化率的测定［７］

表５　浸膏粉与蔗糖、糊精的配伍处方

Ｔａｂｌｅ５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ｕｃｒｏｓｅａｎｄｄｅｘｔｒｉｎ

辅料
处方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浸膏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蔗糖 １２ ９ ８ ６ ４ ３ ０
糊精 ０ ３ ４ ６ ８ ９ １２

　　将按表５制备的颗粒，测定吸湿百分率，成型率和溶化率。

将底部盛有ＮａＣｌ过饱和溶液的玻璃干燥器在室温放置４８ｈ，使其达到平衡，此时干燥器内的相对湿度

为７５％，在已经干燥至恒重的称量瓶底部放入约０．５ｇ样品，轻摇使其分布均匀，精确称量后，置于盛有

ＮａＣｌ过饱和溶液的玻璃干燥器内（称量瓶盖揭开），２４ｈ后称量，计算吸湿百分率。

吸湿百分率＝（吸湿后质量－吸湿前质量）／吸湿前质量×１００％

颗粒样品依次通过１号筛与４号筛，以合格颗粒（能通过１号筛但不能通过４号筛的颗粒）重除以样品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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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再乘以１００％即为成型率。

在干燥至恒重的１０ｍＬ离心管中，加入精密称定的样品颗粒０．５ｇ，精密加入沸水１０ｍＬ，搅拌震荡

５ｍｉｎ，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弃去上清液，精密称定，计算溶化率。

溶化率＝溶化颗粒重／总颗粒重×１００％

　　从表６可知，随着处方中糊精量的增加，吸

湿百分率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差别并不大，成型

率与溶化率也相差不大，最终确定辅料处方为：

蔗糖∶糊精＝１∶１。

３　讨论

本文采用正交实验法，对海松欣颗粒的提

取工艺和成型工艺，进行了优选。基于本方所

表６　浸膏粉与蔗糖、糊精的配伍处方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ｕｃｒｏｓｅ

ａｎｄｄｅｘｔｒｉｎ

处方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吸湿百分率／％ １５．８３ １５．７０ １６．１１ １５．０４ １４．５０ １５．５７１１．８０

成型率／％ ９２．０８ ９２．５８ ９１．７１ ９４．７８ ９３．２１ ９３．０９９４．７９

溶化率／％ ９２．７６ ９１．９１ ９１．４８ ９２．４８ ９２．４１ ９１．２１９１．３０

治疗的疾病的性质和有效成分的特点，采用了水提法，没有采用醇沉的精制工艺，因此干浸膏得率比较高。

由于本方中药味口感以酸甜为主，为了保留传统汤剂吸收快，显效迅速的特点，选择了颗粒剂。但是本品中

所含的中药提取物浸膏以多糖类成分为主，露置于空气中易于吸湿，所以本品应密闭并阴凉干燥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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