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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制备芍药苷胃漂浮片 ，优选芍药苷胃漂浮片的制备工艺 。方法 　 采用湿法制粒压片制备芍药苷胃漂浮

片 ，以漂浮性能和体外累积释放率为考查指标 ，采用单因素筛选及正交设计法 ，优化芍药苷胃漂浮片处方 。结果 　以 HPMC
K４M （２０％ ）为骨架材料 、NaHCO３ （１５％ ）为起泡剂 、PVPP （７％ ）为释放促进剂 、乳糖 ２００为填充剂制得的胃漂浮片能立即起

漂 ，持续漂浮 １２ h以上 ，累积释放率达 ９０％ 以上 。结论 　优选的芍药苷胃漂浮片达到了持续漂浮及缓慢释放的要求 ，可操作

性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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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paeoniflorin gastric floating tab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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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paeoniflorin gastric floating tablets and to optimize the formulation ．Methods 　 Gastric
floating tablets were prepared by wet granulation ，with floating performance and in v itro cumulative release rate as evaluat indi唱
cators ，single factor tests and orthogonal design test were adopted for the optimal formulation ．Results 　 With HPMC K４M
２０％ as reinforcing materials ，NaHCO３ １５％ as gas agent ，PVPP ７％ as the release of accelerator ，lactose as a filler ，the ob唱
tained gastric floating tablet can immediately play bleaching ，continued to float more than １２ hours ，and the cumulative release
rate was more than ９０％ ．Conclusion 　 The optimal formulation of paeconiflorin floating tablet has achieved a sustained and
slow release request floating ，the operability is good ．

　 　 ［Key words］ 　 paeoniflorin ；gastric floating tablet ；cumulative release rate in v itro

　 　芍药苷为蒎烷单贴苷类化合物 ，有研究表明 ，芍

药苷具有免疫调节［１ ，２］
、神经保护［３］

、抗癌［４］及扩张

冠状动脉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５］
。同时有学者研究

发现 ，芍药苷在肠道内无特定吸收部位 ，符合一级吸

收的被动扩散机制 ，适合制成缓控释制剂［６］
。经对

大鼠胃吸收实验结果表明 ，芍药苷在胃中也有良好

的吸收 ，表明芍药苷在全消化道都可被吸收 ，且其在

酸性（pH 值 ２ ～ ６）条件下稳定［７］
，因此可将芍药苷

制成胃漂浮缓释制剂 。 本实验制备芍药苷胃漂浮

片 ，可延长芍药苷在胃部的停留时间并逐渐释放药

物 ，增加芍药苷在消化道中与黏膜的接触时间 ，增强

药物的吸收效果 ，以达到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充分发

挥药效的目的 。

1 　仪器与试剂

　 　 Waters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UV 分
光光度仪（日本岛津） ，ZPS 系列旋转式压片机（上海

天祥键台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ZRS唱８G 智能溶出实
验仪（天津天河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SE３００１F 电子
天平（奥豪斯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AB１０４唱N 电子分
析天平（梅特列唱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７８X唱２型片
剂四用测定仪（上海黄海药检仪器厂） ，芍药苷对照

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芍药苷原料药（南京

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羟丙甲基纤维素（K４M 、

K１５M 、K１００M ，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 ，交

联聚乙烯吡咯烷酮（美国 ISP公司） ，碳酸氢钠（上海

虹光化工厂） ，乳糖（GranuLac ２００ ，德国 Meggle） ，

微晶纤维素（Mcc１０１ ，JRS） ，硬脂酸镁（湖州展望药

业公司） ，盐酸（上海化学试剂公司） ，乙醇（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所用辅料均为药用级 ，甲醇 、

乙腈为色谱纯 ，其他试剂为分析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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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与结果

2 ．1 　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2 ．1 ．1 　 色谱条件 　 采用 Diamonsil C１８ 色谱柱

（２５０ mm × ４ ．６ mm ，５ μm） ；流动相 ：０ ．１％ 磷酸唱乙

腈（８０ ∶ ２０） ；检测波长 ２３０ nm ；流速 １ ．０ ml／min ；柱
温 ３０ ℃ 。

2 ．1 ．2 　 标准曲线 　 精密称定 ５ mg 芍药苷 ，置于

５０ ml容量瓶中 ，甲醇溶解并定容 ，得标准品母液 ，吸

取 ０ ．２ 、０ ．４ 、１ 、２ 、３ 、３ ．５ ml于 １０ ml容量瓶中 ，用甲

醇定容至刻度 ，摇匀 ，分别过０ ．４５ μm微孔滤膜 ，取

续滤液进 HPLC仪 ，以峰面积 Y 对浓度（X）进行回
归 ，回归方程 ：Y ＝ １４ ７６３ X ＋ ５８４ ．９ ，r ＝ １ 。表明浓

度在 ２ ．２１５ ～ ３５ ．４３９ μg／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

2 ．1 ．3 　精密度试验 　分别取低（２ ．２１５ μg／ml） 、中
（１８ ．４５８ μg／ml） 、高（３５ ．４３９ μg／ml）３ 个浓度的标
准溶液 ，于 １ d内重复测定 ５ 次 ，计算日内精密度 。

连续测定 ５ d ，计算日间精密度 。结果表明 ，日内精

密度分别为 １ ．３５％ 、０ ．５４％ 、０ ．６８％ ；日间精密度分

别为 ０ ．７０％ 、０ ．３２％ 、０ ．７１％ 。日内及日间精密度

均 ＜ ２％ ，表明本方法精密度良好 ，符合实验要求 。

2 ．1 ．4 　稳定性试验 　 取“２ ．１ ．２”项下标准母液 ，用

甲醇稀释成浓度为 ２１ ．０１４ μg／ml的样品溶液 ，分别

在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２ h过０ ．４５ μm微孔滤膜 ，取续滤液

进 HPLC仪测定峰面积 。结果表明 ，将芍药苷溶液

放置 １２ h ，稳定性符合测定要求 ，RSD为 ０ ．８９％ 。

2 ．1 ．5 　加样回收率试验 　 称取已测定含量的胃漂

浮片粉末（约含芍药苷 ５ mg） ，精密称定 ，置于 ５０ ml
容量瓶中 ，加甲醇适量 ，超声 ４０ min 后定容 。 精密

吸取 １ ml供试液于 １０ ml 容量瓶中 ，共 ９ 份 ，分别

加入相当于含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芍药苷的本品标

准溶液 ，用甲醇稀释至刻度 ，摇匀 ，过 ０ ．４５ μm 微孔
滤膜 ，取续滤液进 HPLC 仪测定芍药苷含量 ，计算

回收率 。结果显示 ，低 、中 、高 ３ 种浓度溶液的加样

回收率分别为 ９９ ．３８％ 、９９ ．９０％ 、９９ ．４１％ ，回收率

均在 ８０％ ～ １２０％ 之间 ，符合实验要求 。

2 ．2 　体外释放度测定方法的建立
2 ．2 ．1 　紫外分析方法标准曲线 　 精密称定芍药苷

１０ mg ，置于 ５０ ml容量瓶中 ，用 ０ ．１ mol／L 盐酸溶
液溶解 ，超声 ３０ min ，放置室温后 ，以０ ．１ mol／L盐
酸稀释定容制得标准母液 ，摇匀后精密吸取 ０ ．５ 、１ 、

２ ．５ 、５ 、 ７ ．５ 、 ８ ．７５ ml 于 ５０ ml 容 量 瓶 中 ，以

０ ．１ mol／L盐酸稀释至刻度 ，配制成浓度分别为

１ ．８０２ 、３ ．６０４ 、９ ．０１０ 、２７ ．０３０ 、３１ ．５３５ μg／ml的溶液 ，

分别过 ０ ．４５ μm 微孔滤膜 ，取续滤液在 ２３０ nm 波

长处测定吸光度 ，绘制标准曲线 。 回归方程 ：

Y ＝ ０ ．０２８ ９X ＋ ０ ．０１７ ２ ，r ＝ ０ ．９９９ ９ ，表明浓度在

１ ．８０２ ～ ３１ ．５３５ μg ／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

2 ．2 ．2 　 精密度试验 　 取低 （１ ．８０２ μg ／ml） 、中
（１８ ．０２０ μg ／ml） 、高（３１ ．５３５ μg／ml）３ 个浓度的标
准溶液 ，于 １ d内重复测定 ５ 次 ，计算日内精密度 ，

连续测定 ５ d ，计算日间精密度 。结果表明 ，低 、中 、

高 ３ 种浓度的日内精密度分别为１ ．８４％ 、０ ．７６％ 、

０ ．５０％ ；日间精密度分别为０ ．８９％ 、０ ．４２％ 、０ ．１９％ ，

日内及日间精密度均 ＜ ２％ ，表明实验方法的精密度

良好 。

2 ．2 ．3 　稳定性试验 　取“２ ．３ ．１”项下标准母液 ，用

０ ．１ mol／L盐酸稀释成浓度为 １８ ．０２０ μg／ml溶液 ，

分别在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２ h内测定溶液的吸光度 ，计算

RSD 。结果表明 ，吸光度的 RSD 为 ０ ．５９％ ，芍药苷

胃漂浮片释放液的放置稳定性符合要求 。

2 ．2 ．4 　加样回收率试验 　 称取已测定含量的芍药

苷胃漂浮片粉末（约含芍药苷 １０ mg） ，精密称定 ，置

于 ５０ ml 容量瓶中 ，加 ０ ．１ mol／L 盐酸适量 ，超声

４０ min后定容 。精密量取２ ．５ ml供试液于 ５０ ml容
量瓶中 ，取 ９ 份 ，分别加入相当于含 ８０％ 、１００％ 、

１２０％ 芍药苷的标准溶液 。用 ０ ．１ mol／L 盐酸稀释
至刻度 ，过 ０ ．４５ μm微孔滤膜 。取续滤液在 ２３０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代入标准曲线测定芍药苷含量 ，

计算加样回收率 。结果表明 ，低 、中 、高 ３ 种浓度的

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９９ ．９５％ 、１００ ．０９％ 和 ９９ ．７５％ ，

符合实验要求 。

2 ．3 　释放度测定方法 　按照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二部）枠２０１０ 年版附录 XD 法第一法 ，以９００ ml浓
度为 ０ ．１ mol／L 的盐酸溶液为释放介质 ，温度

（３７ ．０ ± ０ ．５） ℃ ，转速 １００ r／min ，采用浆法 。取芍

药苷胃漂浮片 ６片 ，分别置于 ６个溶出杯中 ，在０ ．５ 、

１ 、２ 、３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h 时 ，分别取液 ５ ml ，用
０ ．４５ μm微孔滤膜过滤 ，取续滤液为供试溶液 ，并及

时补充释放介质 。将供试溶液在 ２３０ nm 处测定吸
光度 ，代入标准曲线计算溶液中芍药苷含量 ，计算累

积释放率 。

2 ．4 　 体外漂浮性能观察 　 以 ９００ ml 浓度为
０ ．１ mol／L的盐酸溶液为释放介质 ，温度 （３７畅０ ±

０ ．５） ℃ ，转速 １００ r／min ，用秒表记时 。以胃漂浮片

放入溶出杯至片剂漂浮至液面的时间设为起漂时间

T１（min） ，从起漂开始至实验结束时的时间设为持

续漂浮时间 T２（h） 。
2 ．5 　 芍药苷胃漂浮片的制备 　 芍药苷 ３０ mg
（１０％ ） ，羟丙甲基纤维素 （HPMC K４M ）６０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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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 ，碳酸氢钠 ４５ mg （１５％ ） ，乳糖 １４１ mg
（３９％ ） ，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 ２１ mg（５％ ） 。称取处

方量的主药与辅料 ，过 ４０目筛 ，９５％ 乙醇湿法制粒 ，

５５ ℃ 烘干 ，过 ２０目筛整粒 ，加适量硬脂酸镁（１％ ）

混匀压片 ，每片片重 ０ ．３ g ，一次共压 ２０片 。

2 ．6 　芍药苷胃漂浮片的处方单因素考察
2 ．6 ．1 　骨架材料种类筛选 　固定主药及辅料的量 ，

选择黏度由小到大的 ３ 种型号 （HPMC K４M 、

HPMC K１５M 、HPMC K１００ ）的骨架材料 ，按照

“２ ．５”项下方法制备芍药苷胃漂浮片 ，考察不同黏度

HPMC对片剂累积释放率及 T１ 、T２的影响 ，结果

见图 １ 、表 １ 。

图 1 　 HPMC黏度对释放率的影响

表 1 　各考察因素对漂浮时间的影响

漂浮时间

HPMC 黏度
K４M K１５M K１００M

HPMC K４M 用量
２０％ ２５％ ３０％

NaHCO３用量

５％ １０％ １５％

释放促进剂

PVPP CMS唱Na CCS
填充剂

乳糖 ２００ *微晶
纤维素

T１（ t／min） ３ 照８ 趑１５ <３ 剟４ z．５ ４ 种１５ G９ R２ 厖３ 忖３ 刎．５ ３ 4２ |．５ ５  
T２（t／h） ＞ １２  ＞ １２ 1＞ １２ e＞ １２ 亮＞ １２ 噜＞ １２  ＞ １２ p＞ １２ 弿＞ １２ 妹＞ １２  ＞ １２ >＞ １２ r＞ １２ 沣＞ １２

　 　结果表明 ，选用不同型号的 HPMC作为骨架材
料时 ，芍药苷片剂的累积释放率随着黏度的增大而

减小 。与此同时 ，三者的 T２均在１２ h以上 ，但 K４M
的 T１ 较 K１５M 和 K１００M 更快 ，故选择 HPMC
K４M 作为骨架材料 。

2 ．6 ．2 　骨架材料用量考察 　 选择 HPMC K４M 为
骨架材料 ，乳糖 ２００为填充剂补足片重 ，按照“２ ．５”

项下方法制备芍药苷胃漂浮片 ，考察骨架材料用量

２０％ 、２５％ 、３０％ 对芍药苷片剂的累积释放率 、T１及
T２的影响 。结果见图 ２ 、表 １ 。

图 2 　 HPMC K4M用量对释放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随着骨架材料 HPMC 用量的增大 ，

芍药苷片剂的累积释放率呈减小趋势 ，３ 种用量的

T１ 、T２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结合累积释放

率 、T１及 T２ 综合考虑 ，选择 HPMC K４M ２０％ 的

用量符合要求 。

2 ．6 ．3 　起泡剂用量考察 　 保持主药及其他辅料种

类及用量不变 ，分别考察起泡剂 NaHCO３用量为

５％ 、１０％ 、１５％ 时对芍药苷片剂的累积释放率 、T１
及 T２的影响 。结果见图 ３ 、表 １ 。

图 3 　 NaHCO3用量对释放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随着起泡剂 NaHCO３用量的增加 ，

芍药苷累积释放率增大 ，同时 ，T１随起泡剂用量增
大而逐渐减小 ，两者的 T２ 均在１２ h以上 。故选择

NaHCO３ １５％ 作为起泡剂用量 。

2 ．6 ．4 　释放促进剂种类考察 　 保持主药及其他辅

料的种类 、用量不变 ，分别考察释放促进剂交联聚乙

烯吡咯烷酮 （PVPP ） 、交联羧甲基淀粉钠 （CMS唱
Na） 、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CCS ）三者对芍药苷释
放率的影响 。结果见图 ４ 、表 １ 。

　 　结果表明 ，选择 ３种不同的释放促进剂对芍药苷

的累积释放率 、T１及 T２没有显著影响 。由于预实验

过程发现 PVPP的堆密度比 CMS唱Na和 CCS 小 ，即

在相同质量前提下 ，PVPP 体积更大 ，更利于在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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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释放促进剂对释放率的影响

中分布均匀 ，故选择 PVPP作为释放促进剂 。

2 ．6 ．5 　填充剂种类考察 　 保持主药及其他辅料的

种类 、用量不变 ，考察填充剂乳糖 ２００和微晶纤维素

对芍药苷累积释放率的影响 。结果见图 ５ 、表 １ 。

图 5 　不同填充剂对释放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选择乳糖 ２００ 或微晶纤维素作为填

充剂 ，对芍药苷累积释放率有显著影响 。 以乳糖

２００作为填充剂 ，T１比微晶纤维素短 ，两者的 T２均
在１２ h以上 。故选择乳糖 ２００作为填充剂 。

2 ．7 　芍药苷胃漂浮片的处方优化
2 ．7 ．1 　 处方与工艺 　 芍药苷原料药 ：３０ mg／片 。

工艺控制指标 ：冲模 ：１１ mm浅凹冲 ；片重 ：０ ．３ g ；压
片压力 ：１５ ～ ２０ kPa 。
2 ．7 ．2 　正交设计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 ，确定 ３

因素 ３水平的正交试验 ，以 HPMC K４M 、NaHCO３ 、

释放促进剂用量为因素 ，以 ２ 、６ 、１２ h的芍药苷胃漂
浮片累积释放率和 T１为考察指标进行 L９ （３

４
）正交

试验（表 ２） 。

表 2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A 因素

HPMC K４M （％ ）

B 因素
NaHCO３ （％ ）

C 因素
释放促进剂（％ ）

１ _２０ t５ 镲３ �
２ _２５ t１０ 镲５ �
３ _３０ t１５ 镲７

2 ．7 ．3 　评价标准 　　 　 　 　 　 　 　 　 　 ①硬度 ：压片压力控制在 １５ ～

２０ kPa 。 ② 起漂时间 （T１／min ）及赋值 （F ） ：

１ ≤ T１ ≤ ２ ，F ＝ ３分 ；２ ＜ T１ ≤ ４ ，F ＝ ２分 ；４ ＜ T１ ≤ ５ ，

F ＝ １分 ；T１ ＞ ５ ，F ＝ － ３分 。③体外释放 ：根据枟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枠２０１０ 版附录缓控释制剂指导原

则 ，采用 ２ 、６ 、１２ h的累积释放率（Q）作为释放率评
价指标 ，对于不同释放率给予不等分值 。在前期预

实验的基础上 ，我们发现 ２ h 芍药苷累积释放率范
围为（２５ ± １０ ）％ ，６ h 累积释放率为 （６５ ± １０ ）％ ，

１２ h累积释放率为 ８０％ ～ １００％ ，体外释放总评分

值（P）为 ２ 、６ 、１２ h累积释放率评分值之和 。释放率

赋值表见表 ３ 。

表 3 　释放率赋值表

时间（ t／h） 累积释放率（Q／％ ） 分值

２ 邋１５％ ＜ Q ≤ １９％ ，３１％ ＜ Q ≤ ３５％ １ 分

１９％ ＜ Q ≤ ２２％ ，２８％ ＜ Q ≤ ３１％ ２ 分

２２％ ＜ Q ＜ ２８％ ３ 分

６ 邋５５％ ＜ Q ≤ ５９％ ，７１％ ＜ Q ≤ ７５％ １ 分

５９％ ＜ Q ≤ ６２％ ，６８％ ＜ Q ≤ ７１％ ２ 分

６２％ ＜ Q ＜ ６８％ ３ 分

１２ 邋８０％ ＜ Q ≤ ８５％ － ３ 分

８５％ ＜ Q ≤ ８８％ １ 分

８８％ ＜ Q ≤ ９０％ ２ 分

Q ＞ ９０％ ３ 分

2 ．7 ．4 　正交试验结果 　 对芍药苷胃漂浮片释放率

的影响因素考察 ，正交试验及综合评分结果见表 ４ 。

表 4 　释放率的影响因素正交试验结果

水平 A B C 指标 F 指标 P 综合
评分 Y

１ V１ 灋１  ３ k１ 分 ６ 分 ７ 分

２ V２ 灋１  １ k－ ３ 分 １ 分 － ２ 分

３ V３ 灋１  ２ k－ ３ 分 ３ 分 ０ 分

４ V１ 灋２  ２ k２ 分 ５ 分 ７ 分

５ V２ 灋２  ３ k２ 分 ２ 分 ４ 分

６ V３ 灋２  １ k１ 分 ３ 分 ４ 分

７ V１ 灋３  １ k３ 分 ７ 分 １０ 分

８ V２ 灋３  ２ k３ 分 ８ 分 １１ 分

９ V３ 灋３  ３ k２ 分 ６ 分 ８ 分

K１ w２４ 灋５  １２ k
K２ w１３ 灋１５  １８ k
K３ w１２ 灋２９  １９ k
R １１ 灋２４  ７ k

　 　由表 ４可知 ，各因素对指标的影响为 B ＞ A ＞

C ，即 NaHCO３对释放率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 HPMC
K４M ，最后是释放促进剂 ，通过各个因素的均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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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佳处方为 A１ B３ C３ ，即 ２０％ HPMC K４M ，１５％

NaHCO３ ，７％ 释放促进剂 ，１０％ 主药 ，以乳糖 ２００作

为填充剂调节片重 。

2 ．8 　芍药苷胃漂浮片的处方验证 　 按照确定的处

方及工艺制备 ３批（批号 ：２０１４０９２５０１ 、２０１４０９２５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９２５０３）芍药苷胃漂浮片 ，以 ０ ．１ mol／L 盐酸为
释放介质 ，测定各时间点的累积释放率 ，结果见图

６ 。芍药苷胃漂浮片 ３ 个批次间的体外累积释放率

无显著差异 ，工艺重现性良好 。

图 6 　 3批芍药苷胃漂浮片累积释放率的处方验证

2 ．9 　芍药苷胃漂浮片的释药机制考察 　将已确定

处方的芍药苷胃漂浮片进行体外释放实验 ，把所得

释放度数据分别按零级 、一级 、Hixson唱Crowel 和
Higuchi 方程进行拟合 ，比较各相关系数 ，考察胃漂

浮片的释药机制 。结果见表 ５ 。由拟合方程结果可

知 ，芍药苷胃漂浮片释放模型符合 Hixson唱Crowell
模型 ，即溶蚀模型 ，r ＝ ０ ．９９７ ８ 。

表 5 　释放曲线拟合方程

模型 方程 r

零级 Q ＝ ６  ．９７３ t ＋ １７ ．３ ０ 唵．９４７ ６

一级 ln（１００ － Q） ＝ － ０ 膊．１８５ t － ０ ．０２１ １ ０ 唵．９９４ ６

Hixson唱Crowell （１００ － Q）１／３ ＝ － ０ 揪．０４７ t － ０ ．０２１ ４ ０ 唵．９９７ ８

Higuchi Q ＝ ２６ �．８０８ t１／２ － １６ ．２１４ ９ ０ 唵．９８６ １

3 　讨论与小结

　 　在预实验阶段 ，常用的润湿剂有水 、乙醇 、无水

乙醇与水的混合物 ，结果发现 ，采用水或低浓度的乙

醇湿法制粒 ，HPMC 会有结块现象 ，未被水润湿的

部分呈干粉状 。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水分诱发了

HPMC的黏性 ，使辅料难以通过筛网造粒 。在选择

高浓度的乙醇造粒过程中 ，辅料结团成块现象可以

避免 ，所以本实验选择了 ９５％ 乙醇造粒 。

　 　体外释放实验一般选择转篮法或者浆法 ，由于

本实验是胃漂浮制剂 ，在测定各时间段累积释放率

的同时 ，还需观察芍药苷胃漂浮片置人工胃液中的

起漂时间及持续漂浮时间 ，故选择浆法 。此外 ，如采

用转篮法 ，由于 HPMC凝胶层的阻碍作用会导致转
篮内与转篮外芍药苷浓度差别较大 ，影响释放率数

据的准确性 ，综上原因选择浆法进行体外释放实验 。

　 　在单因素考察基础上 ，通过正交试验优化制剂

处方 ，并确定芍药苷胃漂浮片的最终处方 ，即以

２０％ HPMC K４M 为骨架材料 ，１５％ NaHCO３为起

泡剂 ，７％ PVPP 为释放促进剂 ，以乳糖 ２００ 为填充

剂补足片重 ，压片压力控制在 １５ ～ ２０ kPa ，可以制
得在 ２ ～ ３ min 起漂 ，持续漂浮 １２ h以上的芍药苷
胃漂浮片 。通过处方验证 ，确证该工艺重现性良好 ，

符合实验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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