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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优选逍遥颗粒中薄荷挥发油的最佳提取工艺。方法：采用水蒸气提取法提取逍遥颗粒中薄荷挥发油，以挥发
油提出量为评价指标，采用单因素法结合正交试验设计优选最佳提取工艺。结果：逍遥颗粒中薄荷挥发油的最佳提取工

艺为：加水１２倍量，浸泡４ｈ后，提取４ｈ。结论：本次实验结果可以为逍遥颗粒中薄荷挥发油提取工艺的确定提供科学依
据。

关键词　逍遥颗粒；薄荷挥发油；最佳提取工艺
ＳｔｕｄｙｏｎＯｐｔｉｍｕ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ｉｌｓｏｆＰｅｐｐｅｒｍｉｎｔｆｒｏｍＸｉａｏｙａｏ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ＰｅｎｇＸｉｕｊｕａｎ１，ＹａｎｇＸｉｎｊｉｅ２，ＷａｎｇＹｕｅｒｕ１

（１Ｓｈａａｎｘ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７１２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７１２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ｂｅｓ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ｉｌｓｏｆｐｅｐｐｅｒｍｉｎｔｌｅ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Ｘｉａｏｙａｏ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ａ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ｖｏｌａ
ｔｉｌｅ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ｍｏｕｎｔ
ｗａｓ１２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ｕｇｓ；ｔｈｅｓｏａｋ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ａｓ４ｈｏｕｒｓ；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ｌｌａｓｔ４ｈｏｕ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Ｘｉａｏｙａｏ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ｉｌｓｏｆｐｅｐｐｅｒｍｉｎｔｌｅａｖｅｓ；Ｏｐｔｉｍｕ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６

　　逍遥颗粒是在逍遥散基础上经适宜工艺加工而
成的中药复方颗粒剂。逍遥散始见于宋·《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卷九，为疏肝解郁、养血健脾的代表方，

更是妇科调经的常用方。清·汪昂在《医方集解》

中对其方解曰：“肝虚则血病，当归、芍药养血而敛

阴；木盛则土衰，甘草、白术和中而补土；柴胡升阳散

热，合芍药以平肝，而使木得条达；茯苓清热利湿，助

甘草、白术以益土，而令心气安宁；生姜暖胃祛痰，调

中解郁；薄荷搜肝泻肺，理血消风。疏逆和中，诸证

自已，所以有逍遥之名”。近年药理研究和临床实践

发现，逍遥散及其衍生方不但可以治疗围绝经期综

合征、乳腺增生、月经不调、痛经等妇科疾病［１－４］以

及脂肪肝、慢性肝炎等肝病［５－６］，对抑郁症、老年性

痴呆、胃肠疾病等病症也有明显的治疗作用［７－９］。

逍遥颗粒为申报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原工艺

中薄荷提取挥发油，缺少影响挥发油提取的关键参

数：浸泡时间、加水量、提取时间。为了使本品生产

工艺合理，产品均一，有效成分相对一致，产品稳定

性好。我们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及现代药学研究的

基础上，对挥发油提取工艺的进行了研究，现介绍如

下。

１　仪器、试药
挥发油提取器（上海玻璃仪器厂）；调温电热套

（北京科伟仪器有限公司）；薄荷药材购于陕西昊源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２　实验方法与结果
２１　处方组成［１０］　柴胡 １４３ｇ、当归 １４３ｇ、白芍
１４３ｇ、白术（炒）１４３ｇ、茯苓 １４３ｇ、甘草（蜜炙）
１１４４ｇ、薄荷２８６ｇ。
２２　实验方法　挥发油提取参照２０１０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一部附录 ＸＤ挥发油测定法进
行［１１］。按１０倍处方量称取薄荷药材共计２８６ｇ，置
５０００ｍＬ容量的硬质烧瓶中，加入定量的水，连接挥
发油测定器，自测定器上端加水使充满刻度部分并

溢流入烧瓶时为止，然后连接回流冷凝管。置电热

套中加热至沸，调温并保持微沸一定时间，停止加

热，放置１ｈ，再开启活塞使油层下降至其上端恰与
刻度０线平齐，读取挥发油量。
２３　实验内容
２３１　单因素考察　资料研究表明，挥发油的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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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粉碎度、加水量、浸泡时间、蒸馏时间有关，因此

首先通过单因素实验考察处方中薄荷挥发油的提取

工艺。

２３１１　浸泡时间的考察　称取１０倍处方量的薄
荷６份，分别加１０倍量水，按拟定方案浸泡不同时
间后，提取４ｈ，记录收油量（ｍＬ），以考察浸泡时间
对挥发油收量的影响。见表１。

表１　浸泡时间对挥发油提出量的影响

试验号
药材量

（ｇ）
浸泡时间

（ｈ）
提取时间

（ｈ）
挥发油提出量

（ｍＬ）
１ ２８６ ０ ４ ２１２
２ ２８６ ２ ４ ２４７
３ ２８６ ４ ４ ２７５
４ ２８６ ６ ４ ２７７
５ ２８６ ８ ４ ２７８
６ ２８６ １０ ４ ２７８

　　由表１结果可知，挥发油的提取量随着浸泡时
间的延长而增大，在８ｈ达到最大，再至１０ｈ挥发油
的提取量基本保持不变，可能是因为在８ｈ薄荷药
材细胞已达到充分溶胀的缘故。此外，由表中数据

看出，浸泡时间达到４ｈ，收油量为２７５ｍＬ，而从４
ｈ到１０ｈ的收油量相差不大，本着工业生产节约的
原则，可认为４ｈ薄荷药材已浸透完全，可作为最佳
提取时间。

２３１２　加水量的考察　称取１０倍处方量的薄荷
１８份，分别加水４倍、６倍、８倍、１０倍、１２倍和１４倍
量（药材已充分浸泡吸水），水蒸汽提取４ｈ，考察不
同加水量对挥发油提出量的影响，记录不同加水量

的收油量（ｍＬ），计算累积收油率（％）。见表２。

表２　不同加水量对挥发油提出量的影响

实验号
药材量

（ｇ）
挥发油提出量（ｍＬ）

４倍量 ６倍量 ８倍量 １０倍量 １２倍量 １４倍量
１ ２８６ ２２０ ２４３ ２６１ ２７３ ２８０ ２８２
２ ２８６ ２１９ ２４４ ２６０ ２７７ ２８１ ２８１
３ ２８６ ２２２ ２４２ ２６２ ２７８ ２７９ ２７９
平均 ２８６ ２２０ ２４３ ２６１ ２７６ ２８０ ２８１

累积收油率 ７８５７％ ８６７９％ ９３２１％ ９８５７％ １０００％

　　由表２结果可见，加水量达到１２倍时，累积收
油率趋于稳定，１４倍时不再增加，故可认为加水量
达１２倍时累积收油率为１００％。
２３１３　提取时间的考察　称取１０倍处方量的薄
荷１８份，分别加１０倍量水提取挥发油，考察不同提
取时间，即在１ｈ、２ｈ、４ｈ、６ｈ、８ｈ和１０ｈ对挥发油
收油量的影响，记录不同时间的收油量（ｍＬ），计算
累积收油率（％）。见表３。　由表３结果可见，提
取时间对挥发油收率影响较大，提取８ｈ后收油量

趋于稳定，１０ｈ后不再增加，确定８ｈ累积收油率为
１００％。

表３　不同提取时间对挥发油提出量的影响

实验号
投药量

（ｇ）
挥发油提出量（ｍＬ）

１ｈ ２ｈ ４ｈ ６ｈ ８ｈ １０ｈ
１ ２８６ １６６ ２０５ ２７５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３４
２ ２８６ １６８ ２０５ ２７８ ２８１ ２８６ ２３５
３ ２８６ １６８ ２０４ ２７６ ２７７ ２８７ ２３７
平均 ２８６ １６７ ２０５ ２７６ ２８０ ２８５ ２３５

累积收油率（％） ５８６０％７１９３％９６８４％９８２５％ １００％

２３２　正交试验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结合生
产实际，选择选择对挥发油提取率影响较大的浸泡

时间、加水量（倍）、提取时间作为考察因素，设定三

个水平，用Ｌ９（３
４）正交设计实验表安排试验，以挥

发油提取量为考察指标。见表４。

表４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提取时间 Ｂ浸泡时间 Ｃ加水量（倍）

１ ４ ２ ８
２ ６ ４ １０
３ ８ ６ １２

　　注：提取时间为沸腾后时间，检测指标为挥发油冷却后的体积。

２３３　正交实验结果及方差分析　按正交表５所
列各因素水平实验条件，以挥发油提出量为考察指

标进行试验，正交实验结果见表５，方差分析结果见
表６。

表５　正交表和实验结果

试验序号
因素

Ａ Ｂ Ｃ 空列

挥发油提出量

（ｍＬ）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８６
２ １ ２ ２ ２ ３０３
３ １ ３ ３ ３ ２１４
４ ２ １ ２ ３ ２０７
５ ２ ２ ３ １ ２８６
６ ２ ３ １ ２ ２００
７ ３ １ ３ ２ ２９０
８ ３ ２ １ ３ １７２
９ ３ ３ ２ １ ２７２
Ｋ１ ７０３ ６８３ ５５８ ７４４
Ｋ２ ６９３ ７６１ ７８２ ７９３
Ｋ３ ７３４ ６８６ ７９０ ５９３
Ｒ ０９５ ０７８ ２３２ ２００

表６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结果

方差来源 离均差平方和ＳＳ 自由度 方差ＭＳ Ｆ值 显著性

Ａ ００３ 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Ｂ ０１３ ２ ０６３ １７５ 

Ｃ １１６ ２ ０５８ １６１ 

误差 ０７２ ２ ０３６

　　注：Ｆ００５（２，２）＝１９００，Ｆ０１（２，２）＝４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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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正交试验结果显示，以挥发油提出量为考
察指标，各因素的影响顺序为Ｃ＞Ａ＞Ｂ，其提取条件
以Ａ３Ｂ２Ｃ３为佳，即加水１２倍量，浸泡４ｈ后，提取８
ｈ。表４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Ａ、Ｂ、Ｃ３个因素对薄荷
中挥发油的提取具有显著地影响。但考虑到单因素

试验中，提取到４ｈ，累积收油率已达９６８４％，能基
本满足提取要求，从工业化大生产节省能源、缩短工

时方面考虑，因此确定挥发油提取的优化工艺为加

水１２倍量，浸泡４ｈ后，提取４ｈ。
２４　工艺条件验证　取１０倍处方量的薄荷药材共
３份。按所优选的工艺条件进行验证实验。见表７。

表７　提取工艺验证结果表

试验号 挥发油提出量（ｍＬ） ＲＳＤ（％）

１ ２８１ １９９
２ ２７４
３ ２８５

平均值 ２８０

　　从表７可见，验证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说
明工艺合理可行，因此逍遥颗粒中薄荷挥发油的最

佳提取工艺为：加水１２倍量，浸泡４ｈ后，提取４ｈ。
药渣保存待用。本次试验所确定的工艺条件重现性

好、可操作性强，可进行扩大生产。

３　结果与讨论
１）实验过程中发现，粉碎的薄荷粗粉质轻，漂于

水面上不宜浸透，故本实验过程中将薄荷药材简单

破碎后即浸泡、提取，未进行粉碎度的单因素考察。

２）文献报道，在样品浸泡时间加入少量氯化钠
的物质，能提高挥发油的得率，这有待于下一步实验

研究。

３）通过正交实验和验证实验表明薄荷挥发油的
提取工艺是科学的、可行的，影响挥发油提取的主要

因素为加水量，其次是提取时间、浸泡时间。提取的

最佳工艺为加水１２倍量，浸泡４ｈ后，提取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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