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m in,作为测试溶液。

21712 　测定波长选择 :在 200～700 nm波长下扫

描测试 ,结果 510 nm处有平滑的最大吸收峰 ,故选

择 510 nm为测定波长。

21713 　标准曲线方程 :得回归方程为 : Y = 11151 X

- 010038, r = 019998,芦丁对照品线性范围 715～

4419μg/m l。

21714 　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前述芦丁对照品溶

液 6份 ,每份 4 m l,按“21711”项下方法配制测试溶

液并在 510 nm波长处测定各份溶液的吸光度 ,计算

各吸光度的 RSD为 0154%。

21715 　稳定性试验 :取 2号药材粉末约 1 g,精密

称重后加甲醇 45 m l;回流提取 1 h,放冷、过滤到 50

m l量瓶中 ,用少量甲醇洗涤残渣 ,洗涤液过滤并入

50 m l量瓶中 ,加甲醇到刻度 ,得供试药材浓配液。

精密量取浓配液 5 m l,按“21711”项下方法配制测

试溶液 ,并在 510 nm波长处每隔 5 m in测定一次吸

光度 ,结果 40 m in内各吸光度的 RSD值为 1162%。

21716 　重复性试验 :取 2号药材粉末 6份 ,每份约

1 g,精密称重后按“21711”项下方法配制测试溶液

并在 510 nm波长处测定 ,通过回归方程计算总黄酮

含量 , 结果平均总黄酮含量为 0168% , RSD 为

1141%。

21717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 2号药材粉末 6份 ,每

份约 018 g,精密称重后加入芦丁对照品溶液 3 m l

(01561 mg) ,按“21711”项下方法配制测试溶液。

将测试溶液在 510 nm波长处测定 ,结果平均总黄酮

加样回收率为 98177% , RSD为 1108%。

21718 　样品测定 :取本品约 1 g,按“21711”项下方

法配制测试溶液并在 510 nm处测定吸光度 ,通过回

归方程计算出药材总黄酮含量 ,结果见表 2。

　表 2 　10批榕树叶药材总黄酮含量测定结果

序号 总黄酮含量 ( % ) 序号 总黄酮含量 ( % )

1 0148

2 0168

3 0125

4 0126

5 0134

平均 0139

6 0129

7 0127

8 0154

9 0138

10 0144

3 　讨论

药材的水分、灰分、浸出物和有效成分含量是影

响药材质量的主要指标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和药材

来源变化可能带来的偏差 ,笔者建议对榕树叶药材

的质量标准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质量标准对榕树叶

药材 TLC鉴别的描述为 :层析板展开后置紫外灯

(365 nm )下检视 ,供试品色谱中 ,与对照药材色谱

相应 Rf 值位置上有一个以上相同颜色的主荧光斑

点 ;水分和总灰分含量都不得过 1510% ;酸不溶灰

分不得过 310% ;水浸出物、70%乙醇浸出物都应大

于 810% ;总黄酮含量以芦丁计应大于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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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快速鉴别真假地奥心血康胶囊
吴 　垠 ,赖宇红 ,黄志娟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广东广州 510180)

　　摘要 　目的 :利用红外光谱技术快速鉴别真假地奥心血康胶囊。方法 :采用显微鉴别和红外光谱技术。结果 :

方法操作简便 ,均能快速分辨真假地奥心血康胶囊。结论 :红外光谱技术更优于显微鉴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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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奥心血康胶囊是薯蓣科植物黄山药 D ioscorea

Pantha ica Prain etBurkill、穿山薯蓣 D ioscorea n ippon2
ica Makino的根茎提取物经加工制成的中药制剂 ,

是用于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天然药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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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化学成分甾体皂苷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

功效 ,能扩张冠状血管、改善心肌缺血 ,可用于预防

和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及瘀血内阻之胸痹、眩晕、气

短、心悸、胸闷、胸痛等病症。

地奥心血康胶囊为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独家产品 ,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收载入国家药品标

准已有十年〔1, 2〕
,因疗效好而被广泛用于预防和治

疗心血管疾病。由于专属性的欠缺及市场需求量不

断增加 ,给专业造假者带来可乘之机。近两年来 ,广

东省药品检验所通过对由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

从制假窝点截获的样品进行检验 (司法鉴定 )中总

结得出 : ①外包装鉴别 :正规产品的生产批号采用激

光喷墨打印 ,如果包装上的生产批号用橡皮擦擦拭

不掉、或有漏药粉现象 , 板面看起来不太干净及制

作工艺粗糙等多为假药 ; ②内容物鉴别 :正品内容物

应为浅黄色或浅棕黄色粉末 ,假药色泽有的也在标

准规定范围内 ,但可见混有植物纤维等 ;另可用手沾

少许粉末 ,再沾少量水 ,正品应感觉有点黏稠 ; ③采

用显微鉴别与红外光谱技术鉴别地奥心血康胶囊 ,

能简便、专属、快速地做出判断。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仪器与材料

OLYMPUS CX241显微镜 (日本 O lympus) ; Spec2
trum one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 Perkin Elmer公

司 ) ;假地奥心血康胶囊 (标示生产厂家 :均为成都

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制造 ,由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稽查处提供 ,批号 : 0508044、06101024) ;正品地奥心

血康胶囊 (由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质检科提

供 ,批号 : 0511042) ,黄山药皂苷提取物 (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批号 : 8912200001) ;其余试剂

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1 　显微鉴别 　取内容物以水合氯醛装片 ,置显

微镜下观察 ,正品除有较多的淀粉粒及不规则的浅

黄色至浅棕黄色块状物 (经酸水解滤过后的残渣在

显微镜下仅可见浅黄色至浅棕黄色块状物 ) ,无其

它植物组织。而伪品的掺假多样化 ,可查见植物纤

维、导管、木栓细胞、矿物质、孢子、树脂道等。显微

鉴别虽为非标准方法 ,但在指认伪品上 ,方法专属、

操作简便。

212 　红外光谱鉴别 　采用压片法 ,取供试品与黄

山药皂苷提取物各约 2 mg,分别加溴化钾 300 mg作

为分散剂 ,充分研磨混合均匀 ,压片 ,进行红外光谱

测定。光谱条件 : 测定范围 4000 ～ 400 cm
21

, 扫

描信号 : 累加 4次 ,光谱分辨率 4 cm21 。由图 1可

见 ,黄山药皂苷提取物与正品地奥心血康胶囊均在

812 cm
21处有吸收峰。

图 1　正品地奥心血康胶囊与伪品的红外光谱

a1黄山药皂苷提取物 　b1正品地奥心血康胶囊 (批号 :

0511042) 　c1伪品地奥心血康胶囊 (批号 : 06101024) 　d1
伪品地奥心血康胶囊 (批号 : 0508044)

3 　讨论

采用显微鉴别〔3〕、薄层色谱鉴别及紫外光谱分

析地奥心血康胶囊均已有报道 ,对于加入植物粉碎

成粉末的伪品地奥心血康胶囊 ,显微鉴别结果准确。

但显微鉴别仅能描述镜下可查见物质形状 ,而采用

与标准化合物的红外光谱对比的方法来做分析鉴

定 ,具有鲜明的特征性 ,其谱带的数目、位置、形状和

强度都随化合物不同而各不相同 ,波数值的精确度

可达 0101 cm
21〔4〕。其优势为快捷、灵敏 ,样品不需

要进行复杂繁锁的前处理 ,试样用量少 ,检验成本

低 ,操作简单 ,专属性好 ,结果准确 ,数秒钟内即可完

成光谱扫描 ,能快速分辨真假地奥心血康胶囊。红

外光谱技术可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手段应用于地奥心

血康胶囊的真伪鉴别 ,为打击制售假药的违法行为

提供准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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