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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中多糖含量
。

二 水解氛基酸含蚤 灵芝中水解氨基

酸含量除个别与灵芝抱子粉中水解氨基酸含

量稍相差以外
,

普遍低于灵芝抱子粉中水解

氨 基 酸 含 量
。

总 氨 基 酸 含 量 灵 芝 为

 
,

灵芝抱子粉为
。

具体见表

三
、

讨论

通过上述我们所测的灵芝及灵芝抱子粉

中几个指标
,

可以看到灵芝抱子粉中有效成

分的含量普遍高于灵芝有效成分含量
。

有些

成分如多糖
,

水解氨基酸总量灵芝抱子粉几

乎是灵芝的一倍
。

这样的结果与临床上出现

的灵芝抱子粉的功效比灵芝强的情况完全吻

合
,

尤其是已有报导灵芝中多种水溶性多糖

有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
,

而临床上灵芝饱子

粉的抑瘤作用强于灵芝子实体
,

这种现象
,

与

我们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

表 灵芝和灵芝抱子粉中水解氛基酸

含童的比较

含 量 拌以

灵 芝 灵芝抱子粉

 “  ! ! ∀∀#∃天门冬氨酸

苏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脯氨酸

甘氨酸

丙氨酸

撷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酪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组胺酸

精氨酸

三 汉呀试 了
、 、

等 种徽童 无

机 元素的含量
。

见表

表 灵芝及灵芝艳子粉中徽量无机元素含量比较

微量元素含量

一一
灵 芝

灵芝抱子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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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酸性染料比色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糖浆的含量

傅利道 曾茂法 卢 莺

浙江省台州市药品检验所 临海

摘要 本文采用澳甲酚绿的酸性染料 比色法
,

于 波长处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糖浆的含量
,

平均 回

收率  
。

方法简便
,

辅料无干扰
。

关键词 酸性染料比 色法 盐酸金刚沈胺糖 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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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叭。、

盐酸金刚烷胺 (A M T )为抗震颤药和抗

病毒药
。

可用于亚洲甲 一
n 型流行性感冒的

预防和早期治疗
,

是 A M T 糖浆的主要成分
。

该制剂上海市
、

浙江省药品标准均有收载
,

其

含量测定均采用有机溶剂萃取后的高氯酸非

水溶液滴定法[
‘

,

2 〕
。

其他测定方法尚未见报

道
。

本文采用酸性染料与有机碱定量形成离

子对的原理[3]
,

使 A M T 与澳 甲酚绿 (B cG
)

定量生成稳定的络合物
,

经氯仿萃取后
,

于

415nm 波长处测定含量
,

方法简便
,

结果满

意
,

辅料无干扰
。

一
、

试药和仪器

A M T 糖 浆
:
市 售 品

,

批 号 920301
、

9 3 0 2 2 6

、

9 3 0 2 2 4

、

9 3 0 1 1 8

。

A M T 精 制 品
:
取

A M T (东北制药厂产
,

批号 920601 )用乙醇重

结晶 2 次后
,

测定其含量[4] 为 99
.
6 % ;试剂

:

均为 A R 级
。

U v
一 2 6 5 F W 型分光光度计

,

日本岛津

产
。

二
、

方法与结果

(二 )吸收光谱的 W,l 定 取经 105 ℃ 干燥

1h 的 A M T 精 制品约 50 m g
,

精密称定
,

置

10 0m l量 瓶 中
,

加 醋 酸一醋 酸 钠 缓 冲 液

(pH 4
.
5) 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

摇匀
。

精密

量取 10 m l
,

置 另一 10 0 m l量瓶中
,

加 上述缓

冲液至刻度
,

摇匀
。

精密量取 lm l
,

置具塞试

管中
,

加 BC G 溶液(取 BC G 50m g
,

加上述缓

冲液溶解使成 100 m l
,

必要时滤过)2
.
5m l

,

混

匀
,

精密 加氯仿 10 m l
,

密塞振摇 lm in
,

静置

10 m in
,

侯分层后
,

弃去上层水溶液
,

加无水

硫酸钠 19
,

振摇脱水后
,

在 300一 soo
n m 波长

范围内扫描
,

结果 A M T 在 331 nm 和 415
n m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

见图 1
。

护尸一磕
m

图 1 吸收光谱 图

1
.
辅料溶液 2

.
对照品溶液

3
.
供试品溶液

(二 )浏定波长的选择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
取上述吸收光谱的

测定项下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

供试品溶液钓制备
:
精密称取 A M T 精

制品 SO m g
,

按处方配比取辅料适量模拟配料

后
,

照吸收光谱测定项下方法配制
。

辅料溶液的配制
:
精密取相当于 10 m l糖

浆量的处方辅料
,

照上法配制
。

精密量取上述三种溶液各 lml
,

分别置

具塞试管中
,

照吸收光谱的测定项下的方法
,

自
“

加 B CG 溶液 2
.
sm l”起

,

依法操作
,

扫描

结果表明
,

辅料在 41 5nm 波长处 无干扰
,

见

图 1
。

选择 415
nm 作为测定波长

。

( 三 )吸收度与浓度的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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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称取 105 ℃干操至恒重的 A M T 精

制品适 量
,

加 上述 缓冲液溶解并稀 释 成

50拌g/ m l
,

精密量取 0
.
4

、

0

.

8

、

1

·

2

、

1

.

6

、

2

·

o m l

分别置具塞试管中
,

依次加 BC G 溶液 1
.
0

、

2

·

0

、

3

.

0

、
4

.

0

、

5. 0 m l 混匀
,

照吸收光谱测定

项下的方法
,

自
“

精密加抓仿 10 m l
”

起
,

依法

操作
,

在 415 nm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

所得数

据经统计学处理得回归方程
:

C (拌以。l)二 t l
.
2 8 A + 1

.
3 2 9 r = 0

.
9 9 9 3

结果表明
:A M T 浓度在 2一 10四/ml 范

围内
,

吸收度与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 四 )缓冲液 pH 的影响

分别配制构椽酸 一 磷酸氢二 钠 溶液

(pH 4
.
0)

、

醋酸 一 醋酸钠缓冲溶液 (pH4
.
5)

、

磷酸盐缓冲液 (pH S
.
8)

,

照吸收光谱测定项

下的方法操作
,

结果 pH4
.
5 时效果最佳

。

( 五 )酸性染料的选择
_ _

取澳酚蓝
、

澳察香草酚蓝
、
B C G

,

分别用

上述缓冲液 (pH4
.
5) 配成溶液

,

照吸收光谱

测定项下的方法操作
,

结果以 B C G 为好
。

( 六 )德定性试脸

取吸收光谱测 定项下的测 定液
,

于 仅

10
、

30

、

60
m in 时树定吸收度

,

结果无变化
,

表

现溶液在 60m in 内稳定
。

( 七 )回 收率试验

取 105℃千燥至恒重的 A M T 精制品约

50 m g
,

精密称定
,

按处方比例精密加入辅料
,

照吸收光谱侧
’

定项下的方法
,

自
“
加 B CG 溶

液 2. sml
”

起
,

依法操作;测得平均回收率为

100
.
3%

,

R S 口为 0. 沁% (n = 5)
。

( 八)样品的浏定

对照 品榕液的制备
:
精密称取 105 ℃干

操至恒重的 A M T 精制品适量
,

加上述缓冲

液(pH4
.
5) 溶解并稀释成 50 拌g / m l的溶液

。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
用 内容量移液管精

密量取 A M T 糖浆 5m l( 相当于 A M T2 5m g)
,

置 50 m l量瓶中
,

用上述缓冲液少量荡洗移液

管内壁
,

洗液并入量瓶中
,

加上述缓冲液至刻

度
,

摇匀
。

精密量取 5m l
,

置 另一 50 m l量瓶

中
,

加上述缓冲液至刻度
,

摇匀
。

表 1 含量测定结果(标示量 %
、
n =

3)

批 号 比色法 标准法

92030 1 95
.4 94

.
8

930226 99
.
0 99

.4

930224 98
.
0 98

.
0

930118 100
.
1 99

.
9

测定法
: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和 供试品

溶液各 ltn l
,

分别置具塞试管中
,

照吸收光谱

测定项 下的方法
,

自
“

加 BC G 溶液 2
.
sm l”

起
,

依法操作
,

于 41 5nm 处测定吸收度
,

所得

结果与上海市药品标准方法 比较
,

结果见表

1
。

三
、

讨论

A M T 为三环癸烷 一 1 一 胺盐酸盐
,

分子

中无共扼 双键
,

紫外区无 吸 收
。

本文采用

B C G 与 A M T 形成离子对后用氯仿提取
,

作

比色法测定含量
,

方法简便
,

测定液在 1h 内

稳定
,

辅料不干扰
,

经与标准法对照
,

结果满

意
,

故可作 为 A M T 糖浆剂的含量测定方法
。

但操作中应注意氯仿提取液必须脱水完全
,

否则将影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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