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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煮散工艺研究

文　谨　刘起华　孙玉雯　彭智平　仝小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５３）

摘要　目的：优选葛根煮散粉碎最佳粒度及煎煮最佳工艺。方法：制备三种不同粒度的煮散颗粒，采用 ＨＰＬＣ法测定煮散水煎
液中葛根素的含量，以浸出物、葛根素含量为指标优选最佳粒度，同时采用单因素实验进行煎煮时间、加水量、煎煮次数等工艺

考察，优选最佳煎煮工艺，为临床合理使用煮散提供依据。结果：葛根煮散粒度优选为小于２ｍｍ大于０１８ｍｍ的颗粒在总颗
粒中所占比例不得小于８０％，最佳煎煮工艺为加２０倍水，煎煮１次，煎煮２０ｍｉｎ。结论：优选的煮散粉碎工艺简单，适合工业
化；优选的煎煮工艺快速简便，适宜于临床使用。

关键词　煮散；葛根；粒度；煎煮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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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Ｗｉｌｌｄ）
Ｏｈｗｉ的干燥根［１］，质韧，纤维性强，具有解肌退热、生

津、透疹、升阳止泻的作用，其化学成分以异黄酮类物

质为主［２］，饮片的质量控制主要为葛根素的含量测定。

中药煮散是将中药粉碎成一定粒度与水共煎，去渣取

汁制成的中药液体制剂。通过将药材粉碎，制成煮散，

有利于提高药材生物利用度，减少药材使用量，具有省

材省时之特点［３～６］。本试验在传统中药煮散理论指导

下，以葛根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制备工艺即最佳粉碎粒

度及临床使用煎煮工艺，旨在开发既符合中医临床用

药特点，又能节约药材的新型中药现代饮片。

１　仪器与试药
岛津 ＬＣ－２０Ａ型高效液相色谱仪，Ｌ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工作站，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ＢＰ２１１Ｄ天平，ＦＺ１０２微型植物试样粉
碎机（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ＨＸ－１００型高速
中药粉碎机（浙江省永康市溪岸五金药具厂）。

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Ｗｉｌｄ）Ｏｈｗｉ
的干燥根，购于北京市双桥燕京中药饮片厂，经鉴定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一部要求，葛根素对
照品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为 ７５２－
２００１０８），甲醇为色谱纯，水为娃哈哈高纯水，其余试剂
均为分析纯。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葛根素含量测定［７］

２１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ＨｙｐｅｒｓｉｌＯＤＳ（４６ｍｍ×
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甲醇－００２％ 磷酸（２５∶７５），
流速１０ｍＬ· ｍｉｎ－１，柱温４０℃，进样量１０μＬ，检测
波长２５０ｎｍ，理论塔板数不低于３０００。
２１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葛根素对照品
适量，加甲醇适量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４４４μｇ·
ｍＬ－１的溶液，即得。
２１３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称取葛根素对照品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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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甲醇配制成质量浓度为１２２８μｇ·ｍＬ－１的溶液，吸
取２，４，６，８，１０，１２μＬ，按２１１色谱条件注入液相色
谱仪，以进样量为横坐标，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绘

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 Ｙ＝３８１９７１６Ｘ＋５５５１，ｒ＝
０９９９９。结果表明葛根素进样量在 ０２４５６～１４７４
μｇ之间与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
２１４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水煎备用液各１
ｍＬ，加甲醇稀释定容至５ｍＬ，用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过
滤，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２１５　样品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１０μＬ，
供试品溶液５～１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色谱图见图１。

图１　葛根素对照品（Ａ）和葛根（Ｂ）的ＨＰＬＣ图

２２　干膏率的测定　分别精密量取以下水煎备用液
１０ｍＬ，置已恒重的蒸发皿中，水浴蒸干，于１０５℃干燥
３ｈ，置干燥器中冷却３０ｍｉｎ，迅速精密称定重量，计算
干膏率。

２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葛根素含量及干膏收率的测
定结果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２４　葛根煮散最佳粒度的优选
２４１　葛根煮散的制备　称取葛根药材适量，于高速
或低速粉碎机中切割粉碎，经过多次反复的粉碎、筛选

作业，直至药材全部粉碎过筛，分别制成三种颗粒。颗

粒Ⅰ：全部过１号筛（１０目，内径２ｍｍ），混有能通过３
号筛（５０目，内径０３５ｍｍ）的不超过２０％；颗粒Ⅱ：全
部过２号筛（２４目，内径０８５ｍｍ），混有能通过４号
筛（６５目，内径０２５ｍｍ）的不超过４０％；颗粒Ⅲ：全部
过４号筛（６５目，内径０２５ｍｍ），混有能通过５号筛
（８０目，内径０１８ｍｍ）的不超过６０％。
２４２　煮散水煎液的制备　取上述三种煮散颗粒，各
加２０倍水，浸泡２０ｍｉｎ后，武火加热，沸后转为文火，
保持微沸状态，煎煮２０ｍｉｎ，１００目滤布滤过，放冷，滤
液定容至１００ｍＬ，作为备用液。

表１　样品测定结果（ｎ＝３）

样品 葛根素（ｍｇ） 干膏率（％）

颗粒Ⅰ １３１７５ ２５０３
颗粒Ⅱ １２９１５ ２６０４
颗粒Ⅲ １３３５０ ２８４３

２４３　样品的测定　按２１４项下制备供试品溶液，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测定，计算葛根素的煎出量，并测定

干膏率，结果见表１。
对结果进行方差分析，三种颗粒葛根素煎出量及

干膏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从生产、包装、煎煮
多方面考虑，确定粒度范围：小于１０目（２ｍｍ）大于８０
目（０１８ｍｍ）的颗粒在总颗粒中所占比例不得小于
８０％，而大于１０目小于８０目的颗粒所占比例不得大
于２０％。
２４４　粒度分布　取 １００ｇ饮片用粉碎机（１４００ｒ／
ｍｉｎ）直接粉碎成颗粒，使其通过不同筛孔直径的标准
筛，分别为１０目（２ｍｍ），２０目（０９ｍｍ），４０目（０４５
ｍｍ），６０目（０３ｍｍ），８０目（０１８ｍｍ），１００目（０１５
ｍｍ），分成若干各粒级，分别称重，计算不同大小颗粒
所占的百分比，结果见图２。

图２　葛根煮散粒径分布

　　结果表明，１０～４０目之间的颗粒所占比例达到
６０％，８０目以下颗粒占１２％，累计损失率为１２％。采
用低速粉碎机对于葛根煮散的制备不仅快速，且符合

粒度范围的颗粒收粉率高，工业推广容易。

２５　葛根煮散煎煮工艺研究
２５１　煎煮时间考察　精密称取所制煮散５ｇ，分别
加入２０倍水，浸泡２０ｍｉｎ，煎煮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ｍｉｎ，
煎煮１次，纱布滤过，滤液定容至１００ｍＬ，作为水煎备
用液，测定葛根素含量。计算各个时间点葛根素的煎

出量及干膏率，结果见图３。

图３　不同煎煮时间葛根素的煎出量及干膏率（ｎ＝３）

　　对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煎煮时间对葛根煮散中葛
根素的煎出量及干膏率无明显影响（Ｐ＞００５），直观
分析，在２０ｍｉｎ时葛根素煎出量最高，故煎煮时间定
为２０ｍｉｎ。
２５２　加水量的考察　精密称取所制煮散５ｇ，分别
加入６、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２０倍水，浸泡２０ｍｉｎ，煎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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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ｉｎ，煎煮１次，纱布过滤，滤液定容至１００ｍＬ，作为
水煎备用液，测定葛根素的含量。计算不同加水量时

葛根素的煎出量及干膏率，结果见图４。

图４　不同加水量葛根素的煎出量及干膏率（ｎ＝３）

　　从图中进行直观分析，随着加水量增多，葛根素的
煎出量及干膏率均增大；通过方差分析，加水量对葛根

煮散中葛根素的煎出量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进
而用多重比较方法 ＬＳＤ方法，进行两两比较，结果表
明：加水量到２０倍后，与其余倍数的加水量相比，葛根
素煎出量及干膏率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故葛
根煮散煎煮１次需要加２０倍水。
２５３　煎煮次数的考察　分别精密称取所制煮散５
ｇ，浸泡２０ｍｉｎ，煎煮２次，加入６、８、１０倍水，共计加水
量分别为１２、１６、２０倍，各煎煮２０ｍｉｎ，纱布过滤，滤液
合并定容至１００ｍＬ，作为水煎备用液，测定葛根素的
含量，计算葛根素的煎出量及干膏率，并分别与加水量

为１２、１６、２０倍水，煎煮１次，煎煮２０ｍｉｎ的结果进行
对比，见图５。

图５　不同煎煮次数葛根素的煎出量及干膏率（ｎ＝３）

　　结果表明，加水量６、８、１０倍水分别煎煮２次，与
在总加水量相同、煎煮１次时比较，葛根素的煎出量及
干膏率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故可优选葛根煮
散的煎煮工艺为加２０倍水，浸泡２０ｍｉｎ，煎煮１次，煎
煮２０ｍｉｎ。
３　讨论

煮散的粒度影响煎煮的效果［８～１０］，最佳粒度使得

中药指标性成分能最大限度地溶出，提高其释放速度

和利用率，使其达到疗效最佳。葛根纤维性强，流动性

差，且富含淀粉，粉碎后细粉量增多，尽管在研究过程

中考察颗粒Ⅲ号（中粉）煎出量与颗粒Ⅰ号（最粗粉）、
颗粒Ⅱ号（粗粉）的煎出量结果无统计学意义，但粒径
太小煎煮时容易糊化、焦化，易产生更大的胶冻现象，

给过滤带来困难，所以在满足有效成分煎出量达到较

优的同时选择较宽的粒度范围，不仅有利于煮散制备

生产时达到较高的收粉率，而且在临床实际应用中也

较方便。本试验在考察煎煮次数时，仅选择６、８、１０倍
的加水量，是考虑到加水量过多时，为达到临床汤剂的

服用量会相应增加浓缩时间，从而增加能耗。

本文的研究旨在优选葛根煮散的制备工艺及煎煮

工艺，以单味药的研究为出发点从而为复方的研究奠

定一定基础，对于其煎出效果与传统饮片的对比关系、

所节约的药源剂量及量效关系将做进一步探讨。

中药饮片以煮散形式存在，对其规格可以实现量

化及标准化，同时实现机械自动化包装，与目前小包装

饮片相比，能降低人工成本，且有效成分煎出率高于传

统饮片［１１～１４］，能节约药材、缩短煎煮时间，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１］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Ｓ］．一部．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１２．

［２］李梅青，盛旋，邵学广．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用于葛根黄酮提取物的

分离与主要活性成分的测定［Ｊ］．分析化学，２００３，３１（２）：１７８．

［３］丁青龙，李莹，丁舒，等．中药生药颗粒剂与传统饮片及免煎颗粒临

床疗效比较研究［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０８，２８（７）：５３０．

［４］张晓平，薛秋红，王婉钢，等．复方芪丹袋煮散治疗脑出血后遗症５６

例临床研究［Ｊ］．中医杂志，２００１，４２（１２）：７２７．

［５］沙汉玲，李艳华．消银１号煮散剂治疗银屑病１２０例［Ｊ］．湖北中医

杂志，２０００，２２（１０）：２４．

［６］陈金月，王力宁，刘倩，等．实验与数学计算结合建立麻杏二陈煮散

剂量换算公式［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３，２４（２）：４０７．

［７］章军，薛翠娟，荆文光，等．ＨＰＬＣ测定葛根饮片中５个成分的含量

［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８（７）：１０８．

［８］陈太平，张国强，袁靖，等．解表类中药生药颗粒剂与传统中药饮片

的有效部位提取效能比较研究［Ｊ］．中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１，５

（１４）：８３．

［９］吴伟康，奉建芳，黄小蕊，等．甘草提取工艺的初步研究［Ｊ］．中草药，

２００１，３２（３）：２１０．

［１０］郭峰．“中药煮散”与饮片、超微粉不同粒度煎出率对比研究［Ｊ］．内

蒙古中医药，２０１３，３２（９）：９４．

［１１］郑为骞，傅超美，胡慧玲，等．陈皮现代饮片与传统饮片煎出效果对

比研究［Ｊ］．中药与临床，２０１１，２（３）：３６．

［１２］马雪玮，傅超美，刘婧，等．干姜煮散颗粒与传统饮片在不同煎煮时

间点干膏收率与６－姜辣素含量的对比研究［Ｊ］．成都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１（２）：１２０．

［１３］林俊芝，傅超美，毛茜，等．黄柏饮片与煮散颗粒在不同煎煮时间点

盐酸小檗碱含量和干膏收率的比较［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２０１２，１８（１２）：４１．

［１４］程鸿齐，丁青龙，狄永良．黄芪生药袋包颗粒剂与免煎剂及汤剂的

煎出效果比较［Ｊ］．药学实践杂志，２０００，１８（６）：３８４．

（２０１３－１１－１５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４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Ｎｏ．１


	世界中医药2014年第1期 22
	世界中医药2014年第1期 23
	世界中医药2014年第1期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