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给药周期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0. 05)。 受试制剂

AUC0 ~ 10的 90% 置信区间为参比制剂的 91. 2% ~
106. 7% ,受试制剂 AUC0 ~ 肄 的 90%置信区间为参比制

剂的 89. 1% ~ 105. 7% ,均在参比制剂的 80% ~
125%范围;受试制剂 Cmax的 90%置信区间为参比制剂

的94. 8% ~ 107. 4% ,在参比制剂的 70% ~ 143% 范

围。 经非参数检验,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tmax差异

无显著性(P>0. 05),说明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具有生

物等效性。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20 例健康志愿者口服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 100 mg 后药动学参数摇 x依s,n=20

制剂
Cmax /

(滋g·mL鄄1)

tmax /

h

t1 / 2 /

h

AUC0鄄10 /

(滋g·h·mL 鄄1)

AUC0鄄肄 /

(滋g·h·mL 鄄1)

F0鄄10 /

%
受试制剂 0. 920依0. 236 3. 375依0. 944 1. 826依0. 600 4. 305依1. 080 4. 632依1. 147 101. 0依23. 2
参比制剂 0. 907依0. 216 3. 625依0. 825 1. 910依0. 597 4. 392依1. 224 4. 803依1. 325 -

3摇 讨论摇
本试验在文献[3 ~ 5]基础上,采用三氯醋酸沉淀

血浆蛋白后直接进样,建立了测定血浆头孢地尼的

HPLC 法,此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快速、灵敏度高、精密

度好的特点,适用于头孢地尼人体药动学和生物等效

性试验。
试验结果证明, 虽然受试制剂的 tmax较参比制剂略

有提前, Cmax略微偏高,但二者的 tmax、Cmax差异无显著

性。 本次试验所得的药动学参数与文献[6]报道基本一

致。 整个试验期间,20 例受试者中无 1 例因不良反应终

止试验,临床检查时也未发现由头孢地尼引起的异常变

化。 药物在试验剂量下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
20 例健康志愿者随机交叉单剂量口服孢地尼分

散片和参比制剂,采用 HPLC 法测定其血药质量浓度,
结果表明,试验制剂与参比制剂比较的相对生物利用

度为 (101. 0 依 23. 2 ) % ,并且两制剂间 AUC0 ~ 10、
AUC0 ~ 肄 、Cmax、tmax差异无显著性 ,说明试验制剂与参比

制剂生物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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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挥发油提取工艺及其抑菌活性研究
公衍玲1,王宏波2, 金摇 宏1

(1.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药学系,266042;2. 山东省即墨市人民医院,266200)

[摘摇 要] 摇 目的摇 采用正交实验法优选郁金挥发油的提取工艺,考察郁金挥发油的抑菌活性。 方法摇 采用水蒸气

蒸馏法提取郁金挥发油,以减重法测量挥发油质量,薄层色谱法及气相色谱法进行成分分析;测量郁金挥发油的抑菌圈

大小,比较其抑菌效果。 结果摇 郁金挥发油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郁金粗粉[过 10 目筛,筛孔内径:(2 000依70) 滋m],
加 12 倍量水,提取 8 h;郁金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四联球菌、大肠埃希菌、产气杆菌、枯草杆菌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结论摇 所得郁金挥发油最佳提取条件简便、经济,郁金挥发油抑菌效果显著。

[关键词] 摇 郁金;挥发油;提取;色谱,气相;色谱,薄层;抑菌

[中图分类号] 摇 R286;TQ450. 1摇 摇 摇 [文献标识码] 摇 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 摇 1004鄄0781(2009)02鄄0170鄄03

摇 摇 笔者在本实验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对郁金中主要有效成分

挥发油的提取工艺进行优选,并检测其抑菌活性,从而为郁金

挥发油的制备及其药理活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1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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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材料摇
挥发油提取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 年版规格);

FA1004 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SW鄄CJ鄄1F 型

单人双面净化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RZX 智能型人

工气候箱(宁波江南仪器厂);手提式不锈钢蒸汽消毒器(上海

三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GC鄄920 型气相色谱仪(上海海欣色

谱仪器有限公司);FID 检测器(上海海欣色谱仪器有限公司)。
郁金药材经安国市中药饮片厂加工,产地四川,经青岛科技大

学化工学院药学系赵文英副教授鉴定为温郁金 Curcuma
wenyujin Y. H. chen et C. Ling 的干燥块根;实验用细菌为四联球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产气杆菌、枯草杆菌,均购自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用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2摇 方法与结果摇
2. 1摇 郁金挥发油提取工艺的优化实验摇
2. 1. 1摇 正交实验设计 摇 为了优化郁金挥发油的提取工艺,笔
者考察了影响提取效果的 3 个因素:药材粉碎度、溶剂倍量和

提取时间,每个因素设 3 个水平(见表 1),并且不考虑各因素的

相互作用,采用 L9(34)正交表,有空白列。
表 1摇 正交实验因素水平表摇

水平
提取时间

(A) / h
溶剂倍量

(B) / 倍
粉碎度

(C) / 目
空白

(D)
1 4 10 8
2 6 12 10
3 8 14 >10

2. 1. 2摇 郁金挥发油的提取及测定结果摇 称取郁金药材 100 g,
置于挥发油提取器中提取。 采用水蒸汽蒸馏法,由于挥发油体

积很小,为了减少误差,提取时在测定器中加入适量石油醚。
接收后用无水硫酸钠脱水,低温挥干石油醚,采用减重法测定

郁金挥发油的质量,计算出油率,测定结果见表 2,方差分析结

果见表 3。
以挥发油得率为考察指标,由直观分析可知,各因素对郁

金挥发油提取的影响作用大小依次为 C(粉碎度) > A(提取时

间)> B(溶剂倍量)。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提取郁金挥发油的

工艺中,药材的粉碎度对得油率有显著影响,其最佳水平为药

材粉碎过筛孔内径(2 000依70) 滋m 筛(10 目筛);提取时间与溶

剂倍量在选取的水平上则无显著影响,此两因素可任意选择。
根据正交实验结果,确定提取郁金挥发油的最佳工艺是 A3 B2

C3,即药材粉碎成粗粉[过筛孔内径(2 000依70) 滋m 筛,10 目

筛],加 12 倍量水,蒸馏提取 8 h。
2. 2摇 郁金挥发油的鉴别摇
2. 2. 1摇 郁金挥发油的薄层色谱鉴别 摇 精密量取郁金挥发油

1 mL,用石油醚稀释 5 倍。 用 5 滋L 平头点样器点于硅胶 G 薄

层板上各 10 滋L。 晾干后置于展开剂为正己烷乙酸乙酯

(8020)的层析缸中,上行展开约 17 cm 时取出,晾干。 喷以

10%磷钼酸鄄乙醇溶液显色,晾干后于 105 益烘至斑点清晰,观

[收稿日期] 摇 2007鄄11鄄09
[作者简介] 摇 公衍玲(1975-),女,讲师。 电话:0532-84023003,E鄄

mail: hanyu_ma@ 126. com。

表 2摇 正交实验结果摇

实验号
提取时间

(A)
溶剂倍量

(B)
粉碎度

(C)
空白

(D)
出油率 /

%
1 1 1 1 1 0. 039 4
2 1 2 2 2 0. 076 2
3 1 3 3 3 0. 218 8
4 2 1 2 3 0. 098 1
5 2 2 3 1 0. 227 2
6 2 3 1 2 0. 079 5
7 3 1 3 2 0. 233 1
8 3 2 1 3 0. 098 7
9 3 3 2 1 0. 083 3
K1 0. 334 4 0. 370 6 0. 217 6 0. 349 9
K2 0. 404 8 0. 402 1 0. 257 6 0. 388 8
K3 0. 415 1 0. 381 6 0. 679 1 0. 415 6
R 0. 027 0. 01 0. 15 0. 02

表 3摇 方差分析结果摇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比 F 临界值 显著性

A 0. 001 3 2. 00 0. 000 6 1. 767 7 19. 00
B 0. 000 2 2. 00 0. 000 1 0. 234 2 19. 00
C 0. 043 6 2. 00 0. 021 8 59. 903 5 19. 00 *

D(误差) 0. 000 7 2. 00 0. 000 4 1. 000 0

摇 摇 F0. 05(2,2)= 19. 00,F0. 01(2,2)= 99. 00

察斑点。 结果得到了 3 个比较清晰圆整的斑点。
2. 2. 2摇 郁金挥发油的气相色谱分析 摇 精密量取郁金挥发油

0. 1 mL,用乙醚将挥发油稀释 10 倍,再用微孔膜过滤器过滤,
制得进样液。 色谱条件为石英毛细管柱(60 m伊 0. 32 mm伊
0. 25 滋m,14%氰基丙硅氧 SGE);进样口温度 270 益;检测器温

度 270 益;分流进样(分流比 501);氮气柱前压:0. 49 kPa;程
序升温:初始温度 80 益保持 5 min,10 益·min鄄1升至 150 益保

持5 min,0. 5 益·min鄄1升至 180 益保持 5 min,2 益·min鄄1升至

220 益保持 10 min。 取 GC 供试品溶液 4 滋L,注入气相色谱仪,
记录 220 min 的色谱图。 确定 5 个明显分离的特征色谱峰为郁

金挥发油的特征图谱峰。
2. 3摇 郁金挥发油的抑菌实验摇 精密量取正交实验 9 个方案下

的郁金挥发油 0. 05 g,用乙醇稀释 10 倍制得样品液。 实验采用

的 5 种标准菌株分别为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

菌、四联球菌和产气杆菌,细菌经复苏、传代后培养制成 1伊109

cfu·mL鄄1的细菌悬液,按照培养基:菌液(2505)的比例混合,
倾注成含菌平板。 按文献方法,用无菌打孔器在含菌琼脂平板

上打孔,挑出孔内琼脂,取 9 组样品液分别滴入孔中,每孔一般

加入约 0. 1 mL,并用乙醇作空白对照。 在气候箱中孵育 48 h,
取出培养皿,测量抑菌圈大小。 测定结果见表 4。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4摇 郁金挥发油抑菌实验结果摇 mm

菌株 空白 1 2 3 4 5 6 7 8 9
金黄色葡萄

摇 球菌 7. 5 13. 0 13. 0 13. 0 15. 0 14. 0 13. 5 13. 5 14. 0 14. 5
四联球菌 7. 5 15. 0 15. 0 14. 0 13. 5 13. 5 15. 0 14. 0 13. 5 15. 0
大肠埃希菌 7. 5 11. 0 12. 0 12. 5 11. 0 13. 0 12. 0 12. 0 11. 5 12. 0
产气杆菌 7. 5 12. 0 13. 0 12. 5 12. 5 13. 0 13. 0 12. 0 12. 0 12. 0
枯草杆菌 7. 5 18. 0 17. 5 18. 5 18. 0 18. 5 17. 0 17. 5 17. 5 17. 0

·171·医药导报 2009 年 2 月第 28 卷第 2 期



摇 摇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郁金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四联球

菌、大肠埃希菌、产气杆菌、枯草杆菌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尤其

对四联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枯草杆菌的抑菌效果更为显著。
3摇 讨论摇

挥发油是郁金主要有效成分之一,但由于含量低,提取困

难,对其提取工艺的研究非常必要[7,8] 。 本实验对郁金挥发油

的提取工艺进行了研究,得到了最佳提取条件为药材粉碎成粗

粉,加 12 倍量水,蒸馏提取 8 h。 此工艺条件简便稳定,平均出

油率约可达 0. 23% 。 本实验还对郁金挥发油成分进行了薄层

色谱鉴别和气相色谱分析,得到了清晰的薄层色谱斑点和气相

色谱特征峰。 但由于缺乏标准品,尚有待对其作进一步分析。
本实验还首次对郁金挥发油的抑菌活性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

发现,郁金挥发油具有良好的抑菌活性,对本实验中所用到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四联球菌、大肠埃希菌、产气杆菌、枯草杆菌

均有较强的抑菌作用,尤其对四联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枯

草杆菌的抑菌效果更为显著。 这也为郁金挥发油开发成新型

抗菌药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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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度全国医药学术交流会暨
临床药学与药学服务研究进展培训班通知

摇 摇 为深入总结近年来我国临床药学与药学服务研究成果,交
流工作经验,探讨临床药学工作面临的新问题,经中国药理学

会研究,决定于 2009 年 5 月下旬在武汉召开 2009 年度全国医

药学术交流会暨临床药学与药学服务研究进展培训班,会议主

题为:临床药学新概念及其应用进展。 本次会议由中国药理学

会主持,《医药导报》编辑部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药剂科承办,与会者可获得国家级玉类继续教育学分 10
分[项目编号:2009鄄13鄄01鄄020(国)],并颁发论文证书。 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1摇 会议内容摇
1. 1摇 专题讲座摇 淤群体药动学在临床药学中的应用(刘昌孝

院士摇 天津药物研究院新药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于药效学

模型判断的正误(林志彬教授 摇 中国药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北
京大学医学部药理系博士生导师);盂药品风险管理(曾繁典教

授摇 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药

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榆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的关键问

题研究(杜冠华教授 摇 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药物筛选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虞纳米技术在药物研究中的应用(李摇 高教授摇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愚我国医院药学的现状

(吕迁洲教授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主任、主任药师、
硕士生导师兼复旦大学药学院医院药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医

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舆临床药师在药物不良反

应监测与防治中的作用(陈东生教授摇 中国药学会药剂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药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

省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药学部主任、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余处方

点评与合理用药(吴晓玲主任药师摇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药

学部主任)。
1. 2摇 学术论文报告摇 大会代表作学术论文发言,论文交流。
1. 3摇 培训班结业考试,颁发学分证书和论文证书。 摇
2摇 会务费与资料费摇

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均将作为大会交流材料。 经大会学

术组研究同意后,优秀论文可作大会报告,请报告者预先制作

Powerpoint 课件并按时与会。 会议预期 5 天。 大会交流论文经

有关专家审阅通过后,均可在《医药导报》(中国药理学会主办,
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正刊或增刊上发表。 每

位代表交纳会务及资料费 1080 元,食宿费自理。
为妥善安排与会者食宿,请有意参加会议的代表或单位填

好出席会议的回执,并预交床位费 100 元(不到会者恕不退

款),并于 2009 年 4 月 1 日前寄到《医药导报》杂志社,请在汇

款单附言上注明“会务冶二字。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1095 号

同济医院《医药导报》 编辑部,邮政编码:430030,电话:027 -
83643083,83666619;E鄄mail:hujiaxing@ sina. com。 会议回执亦

可以通过电子信箱(E鄄mail:hujiaxing@ sina. com)发回编辑部. 。
会议详细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中国药理学会摇 摇 《医药导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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