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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双金感冒颗粒是由金银花、金莲花、板蓝根、一枝蒿、

神香草、桑叶等药材组成的复方制剂，具有疏散风热、凉血解

毒、解表清热的功效，用于邪毒所致的感冒发烧、咽喉肿痛、鼻

塞流涕、病毒性感冒等。其中金莲花[1-2]主要有效成分是黄酮

类物质（如荭草苷和牡荆苷），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一枝

蒿[3]是新疆维吾尔族常用药物，主要含有黄酮类、倍半萜类一

枝蒿酮酸类（一枝蒿酮酸）等成分，其中所含的一枝蒿酮酸具

有清热解毒、抗炎、增强免疫功能。神香草[4-6]中酚类成分迷迭

香酸具有抗炎、抗菌活性，并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神香草多

糖为神香草抗炎平喘的有效成分，能够调节免疫功能。为确

定其合理的提取工艺，保证制剂质量和疗效，本试验以荭草

苷、牡荆苷、一枝蒿酮酸、迷迭香酸及总多糖作为综合评分指

标，用层次分析法（AHP）[7]确定各指标权重系数，采用正交试

验设计优化复方双金感冒颗粒的提取工艺参数，为进一步开

发利用该处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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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优选复方双金感冒颗粒的提取工艺。方法：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法，以方中金莲花和一枝蒿的有效成分荭草苷、牡荆

苷、一枝蒿酮酸的含量和浸膏得率为综合评分指标，考察乙醇体积分数、提取时间、加醇倍量3个因素对乙醇提取效果的影响；以

方中神香草等的有效成分总多糖、迷迭香酸的含量和浸膏得率为综合评分指标，考察煎煮次数、煎煮时间、加水倍量3个因素对水

提取效果的影响；均进行验证试验。结果：优选的最优醇提工艺为10倍量70％乙醇提取2次，每次1.5 h；最优水提工艺为10倍量

水提取3次，每次1 h。验证试验中醇提工艺和水提工艺平均综合评分分别为95.55、97.89（RSD＝1.01％、0.97％，n＝3）。结论：优

选的提取工艺简单、稳定、可行，可用于复方双金感冒颗粒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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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Compound Shuangjin Ganmao Granules by Multi-index Com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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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optimize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Compound shuangjin ganmao granules. METHODS：The ef-

fects of ethanol volume fraction，extraction time and the amount of ethanol on the extraction effect of ethanol were investigated by

orthogonal test using the content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orientoside，vitexin and rupestonic acid in Trollius chinensis and Arte-

misia rupetris，and the yield of extract as indexes. The effects of decoction times，decoction time and the amount of added water

on the extraction effec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contents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total polysaccharide and rosmarinci acid in

Hyssopus officinalis，and the yield of extraction as indexes. Validation test was conducted. RESULTS：Optimum ethanol extraction

technology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as 10-fold 70％ ethanol，extracting for 2 times，lasting for 1.5 h each time. Optimum water

extraction technology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as 10-fold water，extracting for 3 times，lasting for 1 h each time. Results of vali-

dation test showed that averag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ethanol extraction technology and water extraction technology were 95.55

（RSD＝1.01％，n＝3）and 97.89（RSD＝0.97％，n＝3）. CONCLUSIONS：Optimized extraction technology is simple，stable and

feasible，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extraction of Compound shuangjin ganmao granules.

KEYWORDS Compound shuangjin ganmao granules；Technology optimization；Ethanol extraction；Water extraction；Orthogo-

nal test；Comprehensiv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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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鄄城永兴仪器厂）。

1.2 药材、药品与试剂

荭草苷、牡荆苷对照品（批号：111777-200801、111687-

200602，纯度：96.4％、100％）与迷迭香酸、D-无水葡萄糖对照

品（批号：111871-201203、110833-201205，纯度：98.9％、99.5％）

均来源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一枝蒿酮酸对照品（中国

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院，批号：20121213，纯度：100％）；

金银花、金莲花、板蓝根、一枝蒿、桑叶、神香草、大枣、甘草（新

疆奇康哈博维药有限公司，批号：130305、130301、130515、

130203、131009、130930、121010、120825）；乙腈为色谱纯，甲

醇为分析纯，水为超纯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醇提工艺下3种化学成分的含量测定

选取处方君药金莲花中活性较强的脂溶性成分荭草苷和

牡荆苷、一枝蒿中的一枝蒿酮酸的含量及浸膏得率为指标，建

立各指标的检测方法。

2.1.1 色谱条件 色谱条件参考文献[8]并经优化而得。色谱

柱：Shim-pack VP-ODS 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

乙腈（A）-0.4％磷酸（B），梯度洗脱[0～38 min，A-B（14 ∶ 86）；

38～60 min，A-B（40 ∶ 60）；60～70 min，A-B（14 ∶ 86）]，流速：1

ml/min；双波长检测：340 nm（荭草苷和牡荆苷）、242 nm（一枝

蒿酮酸）；柱温：30 ℃；进样量：10 μl。

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比例称取金银花、金莲花、

板蓝根、一枝蒿和桑叶，共 9份，按正交试验设计安排提取，滤

过，合并滤液，定容，备用。

2.1.3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荭草苷、牡荆苷和一枝蒿

酮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分别加甲醇制成每 1 ml 各含

324.6、343.6、184.8 μg 的贮备液。分别精密移取上述贮备液

2.0、1.0、2.0 ml，置于同一10 ml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

匀，制成每 1 ml含荭草苷 64.93 μg、牡荆苷 34.36 μg、一枝蒿酮

酸36.96 μg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即得。

2.1.4 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比例称取药材，按

“2.1.2”项下方法分别制备不含金莲花、不含一枝蒿的阴性样

品溶液，4 ℃冷藏备用。

2.1.5 线性关系的考察 精密吸取“2.1.3”项下的牡荆苷贮备

液0.15、0.25、0.5、1.0、1.5、2.0 ml，分别置于10 ml量瓶中，加甲

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系列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对照品

溶液进样测定，以对照品质量浓度（x，μg/ml）对其峰面积（y）进

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分别精密吸取“2.1.3”项下的荭草

苷贮备液和一枝蒿酮酸贮备液 0.5、1.0、1.5、2.0、2.5、3.0 ml，分

别置于10 ml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系列对照

品溶液。精密吸取各对照品溶液，进样测定，同前法得回归方

程。3种化学成分的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见表1。

表1 3种化学成分的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

Tab 1 Regression equations and linear range of 3 kinds of

components

化学成分
荭草苷
牡荆苷
一枝蒿酮酸

回归方程
y=26 565x+702.47

y=28 478x-1 010.9

y=38 641x-116.87

r

0.999 9

0.999 8

0.999 8

线性范围，μg/ml

16.23～97.39

5.154～68.72

9.240～55.44

2.1.6 专属性、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回收率、灵敏度试验

吸取上述对照品、供试品及阴性对照溶液，分别注入液相

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结果，在样品色谱中，与对照品色谱相

同保留时间处有色谱峰，而阴性样品在荭草苷、牡荆苷和一枝

蒿酮酸位置无吸收，表明处方中其他成分对主成分测定无干

扰。精密度试验结果显示，3个化学成分峰面积的RSD分别为

0.92％、1.25％、1.02％（n＝5）；重复性试验结果显示，3个化学

成分峰面积的RSD分别为1.21％、1.62％、1.11％（n＝5）；稳定

性试验结果显示，3个化学成分含量的 RSD 分别为 1.07％、

1.29％、0.98％（n＝5），表明供试品溶液在24 h内稳定；回收率

试验结果显示，3个化学成分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9.45％、

100.6％、99.89％（n＝6），RSD分别为 0.96％、1.35％、1.23％；3

个化学成分的定量下限分别为0.703、0.921、0.532 μg/ml。

2.2 醇提工艺下浸膏得率的测定

精密吸取样品溶液 50 ml，置于 105 ℃已干燥至恒质量的

蒸发皿中，80 ℃水浴蒸干，105 ℃干燥 3 h后置于干燥器中冷

却至室温，迅速称质量，计算浸膏得率（浸膏质量/药材质量×

100％）。

2.3 醇提工艺综合评分指标的确定

参考文献[9-10]，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对选取的荭草

苷、牡荆苷、一枝蒿酮酸和浸膏得率 4种指标建立综合权重。

荭草苷、牡荆苷、一枝蒿酮酸和浸膏得率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0.487 2、0.274 0、0.133 0、0.105 8，CR＝CI/RI（CR：随机一致性

比率，CI：一致性指标，RI：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0.011 3/

0.9＝0.012＜0.1，表明指标优先比较判断阵距具有一致性。最

终得到的综合评分公式如下：综合评分＝（荭草苷含量/荭草苷

最大含量）×100×0.487 2+（牡荆苷含量/牡荆苷最大含量）×

100×0.274 0+（一枝蒿酮酸含量/一枝蒿酮酸最大含量）×100×

0.133 0+（浸膏得率/浸膏最大得率）×100×0.105 8。

2.4 醇提工艺优选[11-12]

选取荭草苷、牡荆苷、一枝蒿酮酸含量及浸膏得率为指

标，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采用正交试验设计，考察乙醇体

积分数（A）、提取时间（B）及加醇倍量（C）对醇提工艺的影响。

2.4.1 正交试验设计 前期单因素试验结果显示，提取 2次

时，综合评分已达到 97分以上，故确定提取次数为 2次；当乙

醇体积分数超过60％时，综合评分大于85，故选择乙醇体积分

数在60％～80％进一步考察；当提取时间大于1.5 h，综合评分

大于 90分，故选择提取时间 1.5～2.5 h进一步考察；当乙醇用

量在 10倍量以上时，综合评分均大于 95，故选择 10～14倍量

进一步考察。采用L9（34）正交表进行试验。因素与水平见表

2，试验设计及结果见表3，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表2 醇提工艺因素与水平

Tab 2 Factors and levels of ethanol extraction technology

水平

1

2

3

A（乙醇体积分数），％
60

70

80

因素
B（提取时间），h

1.5

2.0

2.5

C（加醇倍量）

10

12

14

采用直观分析法可知，影响提取效果的因素排序为 A＞

B＞C，以乙醇体积分数影响最大（P＜0.05）。经方差分析可

知，提取时间、加醇倍量无显著性影响（P＞0.05）。为降低成

本、节省工时，结合单因素试验结果综合考虑，确定最优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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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工艺为A2B1C1，即10倍量70％乙醇，提取2次，每次1.5 h。

2.4.2 验证试验 称取处方量药材，按优选的醇提工艺进行

试验，平行操作 3份。结果平均浸膏得率为 22.87％（RSD＝

1.34％，n＝3）；荭草苷、牡荆苷和一枝蒿酮酸平均含量分别为

11.88、1.31、2.85 mg/g（RSD分别为 1.51％、1.63％、1.70％，n＝

3）。平均综合评分为95.55（RSD＝1.01％，n＝3），表明优选出

的醇提工艺条件合理、稳定、可行。

2.5 水提工艺下2种化学成分的含量测定

选取处方中神香草中活性较强的成分迷迭香酸及神香

草、大枣和甘草中的总多糖和浸膏得率为指标。

2.5.1 迷迭香酸检测色谱条件 根据文献[13]优化而得。色

谱柱：Shim-pack VP-ODS 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

相：乙腈-0.5％甲酸（17 ∶ 83，V/V）；流速：1.0 ml/min；检测波长：

330 nm；柱温：30 ℃；进样量：10 μl。

2.5.2 供试品、阴性对照溶液的制备 按处方比例称取神香

草、大枣和甘草，共9份，按正交试验设计安排提取，滤过，合并

滤液，定容，备用，得供试品溶液。同法制备不含神香草/大枣

和甘草的阴性对照溶液。

2.5.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迷迭香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

定，加稀乙醇制成每1 ml分别含217.2 μg的贮备液；再精密移

取上述贮备液 1.0 ml，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稀乙醇稀释至刻

度，摇匀，制成每1 ml含迷迭香酸为21.72 μg的对照品溶液，即

得。精密称取 105 ℃干燥至恒质量的 D-无水葡萄糖对照品

12.54 mg，置于50 ml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制成每1

ml含249.5 μg的D-无水葡萄糖的溶液，即得。

2.5.4 迷迭香酸检测专属性与灵敏度试验 吸取对照品、供

试品及阴性对照溶液，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结

果在样品色谱中，与对照品色谱相同保留时间处有色谱峰，而

阴性对照在迷迭香酸位置无吸收，表明处方中其他成分对主

成分测定无干扰。迷迭香酸的定量限为0.752 μg/ml。

2.5.5 线性关系的考察 ①迷迭香酸。精密吸取“2.5.3”项下

的迷迭香酸贮备液0.5、1.0、1.5、2.0、2.5 ml，置于10 ml量瓶中，

加稀乙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系列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

各对照品溶液，进样测定，以对照品质量浓度（x，μg/ml）对其峰

面积（y）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为y＝30 421x－1 911.9（r＝

0.999 8），结果表明，迷迭香酸检测质量浓度线性范围为

10.86～54.30 μg/ml。②葡萄糖。精密吸取D-无水葡萄糖对照

品溶液（249.5 μg/ml）0、1.0、2.0、4.0、6.0、8.0 ml，分别置于 25

ml的量瓶内，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吸取上述溶液1.0 ml

置于10 ml具塞刻度试管中，将试管置于冰浴中，精密加入硫酸

蒽酮溶液4 ml，摇匀，于90 ℃水浴中加热10 min，取出，流水冷

却至室温，依法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y）、质量浓度

为横坐标（x），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为 y＝0.053 6x +

0.116 9（r＝0.999 6），表明葡萄糖检测质量浓度线性范围为

1.996～15.97 μg/ml。

2.5.6 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和回收率试验 精密度试验结

果显示：2个化学成分的RSD分别为 0.77％、1.40％（n＝5）；重

复性试验结果显示：2 个化学成分的 RSD 分别为 0.89％、

1.72％（n＝5）；稳定性试验结果显示：2个化学成分的RSD分

别为0.79％、1.63％（n＝5），供试品溶液均在12 h内稳定；回收

率试验结果显示：2个化学成分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99.79％、

99.13％，RSD分别为1.68％、1.88％（n＝6）。

2.6 水提工艺下浸膏得率的测定

精密吸取样品溶液 50 ml，置于 105 ℃已干燥至恒质量的

蒸发皿中，80 ℃水浴蒸干，105 ℃干燥 3 h后置干燥器中冷却

至室温，迅速称质量，同“2.2”项下公式计算浸膏得率。

2.7 水提工艺综合评分指标的确定

采用AHP法对选取的总多糖、迷迭香酸含量和浸膏得率3

种指标建立综合权重，结果权重系数分别为 0.581 5、0.309 0、

0.109 5，CR＝CI/RI＝0.001 8/0.58＝0.003 1＜0.1，表明指标优

先比较判断阵距具有一致性。最终得到的综合评分公式如

下：综合评分＝（总多糖含量/总多糖最大含量）×100×0.581 5+

（迷迭香酸含量/迷迭香酸最大含量）×100×0.309 0+（浸膏得率/

浸膏最大得率）×100×0.109 5。

2.8 水提工艺优选

2.8.1 正交试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取煎煮次

数（E）、煎煮时间（F）、加水倍量（G）作为考察因素，以总多糖含

量、迷迭香酸含量和浸膏得率的综合评分为考察指标，采用

L9（34）正交表进行试验。因素与水平见表 5，试验设计与结果

见表6，方差分析结果见表7。

采用直观分析法可知，影响提取效果的因素排序为 E＞

F＞G，以煎煮次数影响最大（P＜0.05）。经方差分析可知，煎

煮时间、加水倍量无显著性影响（P＞0.05）。为降低成本、节省

工时，结合单因素试验结果综合考虑，确定最优水提取工艺为

E3F1G1，即10倍量水，提取3次，每次1.0 h。

表3 醇提工艺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 3 Design and result of orthogonal test of ethanol extrac-

tion technology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R

因素

A

1

1

1

2

2

2

3

3

3

265.12

286.05

243.54

42.51

B

1

2

3

1

2

3

1

2

3

256.32

267.46

270.92

14.60

C

1

2

3

2

3

1

3

1

2

263.97

269.58

261.16

8.42

D

1

2

3

3

1

2

2

3

1

267.03

266.08

261.61

5.42

指标

荭草苷含
量，mg/g

9.72

10.85

10.02

10.49

11.58

11.96

9.26

9.11

9.70

牡荆苷含
量，mg/g

1.21

1.14

1.24

1.33

1.22

1.26

0.94

1.10

1.19

一枝蒿酮酸
含量，mg/g

2.39

2.87

2.41

2.81

2.92

2.72

2.41

2.54

2.63

浸膏得
率，％

23.00

23.02

23.27

22.08

22.14

22.67

20.36

20.46

20.79

综合
评分

85.91

91.18

88.03

92.95

95.66

97.44

77.46

80.62

85.45

表4 醇提工艺综合评分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 4 Result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score of

ethanol extraction technology

变异来源
A

B

C

误差
总变异

离均差平方和
903.77

116.42

36.74

16.77

1 073.71

自由度
2

2

2

2

8

均方
451.89

58.21

18.37

8.39

F

53.88

6.94

2.19

P

0.02

0.13

0.31

注：F0.05（2，2）＝19.0，F0.01（2，2）＝99.0

Note：F0.05（2，2）＝19.0，F0.01（2，2）＝99.0

··512



中国药房 2016年第27卷第4期 China Pharmacy 2016 Vol. 27 No. 4

表5 水提工艺因素与水平

Tab 5 Factors and levels of water extration technology

水平

1

2

3

E（煎煮次数）

1

2

3

因素
F（煎煮时间），h

1.0

1.5

2.0

G（加水倍量）

10

12

14

表6 水提工艺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 6 Design and result of orthogonal test of water extra-

tion technology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R

因素

E

1

1

1

2

2

2

3

3

3

241.02

258.16

295.29

54.27

F

1

2

3

1

2

3

1

2

3

259.33

265.71

269.44

10.11

G

1

2

3

2

3

1

3

1

2

268.71

261.75

264.03

6.96

H

1

2

3

3

1

2

2

3

1

266.39

266.23

261.86

4.54

指标

迷迭香酸含
量，mg/g

0.63

0.63

0.64

0.65

0.65

0.69

0.71

0.72

0.74

总多糖含
量，mg/g

113.84

112.49

111.81

114.52

123.99

126.69

142.92

146.98

145.63

浸膏得
率，％

25.26

25.81

26.55

27.21

28.24

28.67

29.16

29.41

29.84

综合
评分

80.32

80.08

80.62

82.21

86.60

89.36

96.80

99.03

99.46

表7 水提工艺综合评分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 7 Result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score of

water extration technology

变异来源
E

F

G

误差
总变异

离均差平方和
1 539.06

52.31

25.19

13.25

1 629.80

自由度
2

2

2

2

8

均方
769.53

26.15

12.60

6.62

F

116.17

3.95

1.90

P

0.01

0.20

0.34

注：F0.05（2，2）＝19.0，F0.01（2，2）＝99.0

Note：F0.05（2，2）＝19.0，F0.01（2，2）＝99.0

2.8.2 验证试验 称取处方量药材按优选的水提工艺进行试

验，平行操作3份。结果平均浸膏得率为28.79％（RSD＝1.51％，

n＝3）；总多糖和迷迭香酸平均含量分别为 141.2、0.70 mg/g

（RSD 分别为 1.88％、1.25％，n＝3）；平均综合评分为 97.89

（RSD＝0.97％，n＝3），表明优选出的水提工艺稳定、可行。

3 讨论
（1）本方中金莲花和一枝蒿，其主要活性成分为脂溶性的

荭草苷、牡荆苷等黄酮类成分及一枝蒿酮酸；神香草主要活性

成分为水溶性的迷迭香酸和多糖，有效成分还有甘草和大枣

中的多糖。因此，在研究该处方时要兼顾脂溶性和水溶性成

分，才能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以增强疗效。多指标成分的评

价相对于单一指标成分，更能反映复方的整体性、复杂性和有

效性。高效的正交试验设计，以多指标综合加权评分优化复

方的提取工艺，不但可减少试验次数还可保证试验结果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

（2）本试验采用 AHP 法，根据处方的“君臣佐使”配伍规

律，确定醇提4项指标的优先顺序为荭草苷＞牡荆苷＞一枝蒿

酮酸>浸出物，在各项指标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中，指标性成分

相对浸出物更重要，因为前者是发挥临床药效的物质基础。

醇提工艺中指标性成分荭草苷则相对牡荆苷、一枝蒿酮酸更

重要，故其权重系数更大。在水提工艺中，由于本复方临床上

有免疫调节的作用，而多糖为免疫调节的活性成分，神香草、

大枣和甘草均含有多糖，因此总多糖相对于臣药中的迷迭香

酸更重要，故其权重系数更大。

（3）金银花的有效成分为绿原酸，但方中还有 1味药材也

含有绿原酸，在试验中可能会影响对金银花中的绿原酸的检

测，因此在选择检测指标成分时未选择金银花中的绿原酸含

量为指标。板蓝根中的有效成分为R，S-告依春，因其含量太

低也未将其列为考察指标。本试验在醇提工艺中只选取了方

中具有明显抗菌、抗病毒功效的荭草苷、牡荆苷和一枝蒿酮酸

作为考察指标。

参考文献
[ 1 ] 苏连杰，田鹤，马英丽.金莲花醇提物体内抗病毒作用的

实验研究[J].中草药，2007，38（7）：1 062.

[ 2 ] 赵宏伟，赵玉珍.金莲花醇提物体外抗甲型流感病毒作用

研究[J].中国药业，2010，19（1）：10.

[ 3 ] 张炳华，王亚男，张彦琼.复方一枝蒿颗粒剂的体外抗菌

作用[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5，15（13）：1 968.

[ 4 ] 赵军，徐芳，贺金华，等.硬尖神香草化学成分研究[J].中

药材，2013，36（1）：54.

[ 5 ] 朱焱.维吾尔药神香草化学成分及平喘作用的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08.

[ 6 ] 马雪萍.神香草多糖对哮喘大鼠细胞因子和神经内分泌

免疫网络的实验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

2011.

[ 7 ] 任爱农，卢爱玲，田耀洲，等.层次分析法用于中药复方提

取工艺的多指标权重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08，33

（4）：372.

[ 8 ] 曲彩虹，韩颖，田嘉铭，等. HPLC测定金莲花中牡荆苷和

荭草苷的含量 [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25（6）：21.

[ 9 ] 王晖，陈丽，陈恳，等.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及权重系数的

选择[J].广东药学院学报，2007，23（5）：583.

[10] 杨铭，周昕，谢瑞芳，等.用层次分析法结合CRITIC法研

究复方自身清颗粒提取工艺的多指标权重[J].药学服务

与研究，2009，9（1）：36.

[11] 徐文杰，周蓉，王洛临，等.活血化瘀颗粒提取工艺优选

[J].中药材，2014，37（9）：1 667.

[12] 李巧如，王娥珍，张鹏，等.正交试验优选泌尿宁颗粒提取

工艺[J].中国药房，2008，19（6）：426.

[13] 温献业，刘光明，林善远. HPLC法测定紫苏梗药材中迷

迭香酸的含量[J].中国药房，2014，25（27）：2 565.

（收稿日期：2015-05-05 修回日期：2015-08-14）

（编辑：刘 萍）

··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