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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大孔收附脂在中药和天然药物活性成份和有效部位的分离纯化中虽已广泛应

用，但由于基础研究滞后，以致树脂在新药研究和生产应用中不断出现新问题，严重影响了树脂的

有效利用。作者在研究实验的基础上总结了大孔吸附树脂的种类、性能、预处理和再生方法，探讨

了大孔吸附树脂在中药新药研究和生产中应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为新药研究和中药生产提供参

考，并提出应进行药用树脂的开发生产。

关键词：大孔吸附树脂 预处理 再生 中药新药研究

大孔吸附树脂产生于 !" 世纪

(" 年代，现已大量用于环保、化

工、医药和食品工业。近年来，随着

中药新药的发展和中药现代化的

不断深入，大孔吸附树脂在中药及

天然药物活性成分和有效部位的

分离、纯化中应用越来越多，但由

于大孔吸附树脂的基础研究滞后，

造成树脂在中药新药研发和生产

中的应用不断出现新问题，严重影

响了树脂的有效利用。本文结合我

们长期研究和应用树脂的经验，阐

述树脂在中药产业应用中的常见

问题和解决办法。

一、大孔吸附树脂概述

-’ 大孔吸附树脂的主要理化

性质

大孔吸附树脂是一 种具有大

孔网状结构的高分子吸附剂。一

般为白色、乳白色至微黄色颗粒，

粒度为 !" F (" 目。物理化学性质

稳定，不溶于水、酸、碱及有机溶

剂，加热不溶，可在 -5"G 以下使

用；其比表面积很大、一定的孔

径、吸附容量及强度，含水分 #"H
F 05H 。

!’ 大孔吸附树脂的分类

大孔吸附树 脂的骨架 结构主

要有苯乙烯、丙烯酸酯、丙烯腈、

异丁烯等，致孔剂有甲苯、石蜡、

溶剂汽油、煤油、碳醇、聚乙烯醇

等，分散剂有明胶等，交联剂有二

乙烯苯等。由于骨架不同致使树

脂的极性也不同，通常分为非极

性 树 脂 、 弱 极 性 树 脂 和 极 性 树

脂。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厂家生

产商品树脂，国外主要有 I/J 系

"屠鹏飞!! 贾存勤 张洪全 （北京大学药学院 北京 -"""4*）

大孔吸附树脂在中药新药

研究和生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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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产大孔吸附树脂的型号、生产企业和主要理化性质

"型 号 生产企业 树脂骨架 极 性
比表面积

（#$·% & !）

孔 径

’( )

*+,!-- 沧州宝恩化工有限公司 苯乙烯 非极性 ..- /.
*+,/-- 沧州宝恩化工有限公司 苯乙烯 非极性 0.- $1
*+,2-- 沧州宝恩化工有限公司 苯乙烯 弱极性 ..- 3/
*+,.-- 沧州宝恩化工有限公司 苯乙烯 弱极性 .$- 23
*+,0-- 沧州宝恩化工有限公司 苯乙烯 极 性 0!- $3
,!-! 天津农药厂 苯乙烯 非极性

,$-! 天津农药厂 苯乙烯 弱极性

,/-! 天津农药厂 苯乙烯 弱极性

4,5 & !-2 天津试剂二厂 苯乙烯 非极性 .6-
4,5 & 2-! 天津试剂二厂 乙烯、吡啶 强极性 /1-
4,5 & .-! 天津试剂二厂 含氮 极 性 3-
4,5 & 0-! 天津试剂二厂 强极性集团 强极性 6-
78+ & !!--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非极性 2.- 9 ..- 6-
78+ & !$--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非极性 .-- 9 0-- !$-
78+ & !/--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非极性 ..- 9 .3- 0-
78+ & !2--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非极性 0-- 9 0.- 1-
上试 !-! 上海试剂厂 苯乙烯 非极性

上试 !-$ 上海试剂厂 苯乙烯 非极性

上试 2-! 上海试剂厂 苯乙烯 非极性

上试 2-$ 上海试剂厂 苯乙烯 非极性

南大 /.$-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非极性

,! 南开大学化工厂 乙基苯乙烯 非极性

,$ 南开大学化工厂 乙基苯乙烯 非极性 /3$ !//
,/ 南开大学化工厂 乙基苯乙烯 非极性

,2 南开大学化工厂 乙基苯乙烯 非极性

,. 南开大学化工厂 乙基苯乙烯 非极性

,0 南开大学化工厂 乙基苯乙烯 非极性 200 1/
,3 南开大学化工厂 乙基苯乙烯 非极性 1!$ 00
,:$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非极性 02$ .6
,:.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非极性 2!. !-2
,#$ 南开大学化工厂 ! & 甲基苯乙烯 非极性 $00 $2
,#. 南开大学化工厂 ! & 甲基苯乙烯 非极性 2!/ /$
5 & .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非极性 .-- 9 0-- $6-
, & /.$-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非极性 23- 9 .$- 3. 9 6-
, & 2--0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非极性 2-- 9 22- 0. 9 1.
* & !-1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非极性 !--- 9 !/--
(; & 3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弱极性 23- 9 .$- !/- 9 !2-
<=( & 6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极 性 $.- 9 $6- !.. 9 !0.
<=( &"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极 性

7 & 3 南开大学化工厂 苯乙烯 极 性 !-- 9 !$- $3- 9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高新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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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美国）、+,-,%. /0 和 10 系列

（ 日 本 ）、 0%2-3-4 系 列 及 567%8
9%2%7: 系列等，国内常见的商品

树脂型号、主要理化性质见表 ;。

*’ 大孔吸附树脂对有机成分

的分离、纯化原理

大孔吸附树脂具有很大的比

表面积，主要通过分子间作用力

对被吸附的分子进行吸附；另一

方面它具有一定的孔径，不同分

子 大 小 的 化 合 物 经 过 树 脂 柱 时 ，

树脂又具有一定的分子筛作用。

不同极性、不同孔径的树脂对不

同 种 类 的 化 合 物 的 选 择 性 不 同 ，

从而达到分离纯化的目的。通常，

对于分子量相似的化合物，极性

越小，吸附能力越强，则越难洗脱

下来；极性越大，吸附能力越弱，

则越易洗脱下来。对于极性相似

的化合物，分子量越大，越易洗脱

下来。由于树脂与被分离成分之

间的吸附为物理吸附，使得被吸

附的物质较易洗脱下来，同时树

脂本身容易再生，因此大孔吸附

树脂的应用技术已成为中药现代

生产关键技术之一。

#’ 国产树脂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产树脂上市已数十年，目

前的合成工艺也比较成熟，但与

进口树脂相比，仍存在着很多问

题，主要包括：

< ; = 有机残留物高，预处理难

度大；

< ! = 强度差，使用过程中破碎

严重，使用寿命短；

< * =粒径分布广，分离效果差；

< # = 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

一型号树脂，各批之间比表面积

和功能基团含量差别大，在中药

成分纯化中重现性差。

希望国内树脂生产企业重视

相关的生产工艺研究，建立树脂

的质量标准，提高质量，推动其在

中药产业中的应用。

二、大孔吸附树脂的

预处理与再生

;’ 预处理

普通商品大孔吸附 树脂常含

有一定量未聚合的单体、致孔剂、

分散剂及交联剂等，既影响其吸

附性能，又具有毒性，造成药品的

不安全性，使用前必须经过预处

理以除去树脂中的有机残留物。

通 常 的 预 处 理 方 法 包 括 回 流 法 、

渗漉法和水蒸气蒸馏法等，所用

溶剂主要有乙醇、甲醇、丙酮、异

丙醇及稀酸、稀碱溶液。用渗漉法

预处理的方法为树脂装柱，加有

机溶剂浸泡 ;!6，洗脱 ! > * 倍柱

体积（?$），再浸泡 * > @6，洗脱，

浸泡，洗脱，加 !A > @A 盐酸浸

泡，洗脱，水洗至 3/ 值中性，加

! > @A 氢氧化钠浸泡，洗脱，水洗

至 3/ 值中性。此类方法溶剂用量

大、树脂预处理时间长、环境污染

较大，我们发明了一种高效、快捷

的大孔吸附树脂预处理方法，已

申请了专利。其基本方法是，将大

孔吸附树脂装柱，先用少量稀碱

溶液浸泡、洗脱，去离子水洗至

3/ 中性后，再用一定量有机溶剂

在适当温度下浸泡、洗脱，即得到

药用要求的树脂，可直接用于中

药研究和生产。

树脂有机残留物的 检测方法

可采用气相色谱法和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法。许兴臣 B ; C 等用 D5 法检

测了处理后树脂 EF+ G! H 结果

是处理后的树脂不含苯乙烯、二乙

烯苯等有机残留物；袁铸人 B ! C 等研

究了以 D5 法检测 I? G J 大孔吸

附树脂残留物的可行性，认为该

法简便、灵敏，可用于检测I? G J
大孔吸附树脂残留物。但目前还

没有一种通用和法定的树脂有机

残留物检测方法，尚需研究、制定

出科学、简捷、有效的有机残留物

检测方法。

!’ 树脂的再生

树脂使 用一定周 期后会 受污

染以致吸附能力下降，需再生以

恢复其吸附性能。卢锦花 B * C 等用

树 脂 +K G ;*" 纯 化 银 杏 黄 酮 时 ，

认为树脂使用 * 次后需要再生。

树脂再生所用的溶剂有乙醇、甲

醇、丙酮、异丙醇及稀酸、稀碱溶

液等。树脂再生可分为简单再生

和强化再生。简单再生的方法是

用不同浓度的溶剂按极性从大到

小 梯 度 洗 脱 ， 再 用 ! > *?$ 的 稀

酸、稀碱溶液浸泡洗脱，水洗至3/
值中性即可使用。树脂经过几次

简单再生使用后，如果吸附性能

下降较多时需强化再生。强化再

生的方法是先用不同浓度的有机

溶剂洗脱后，反复用大体积稀酸、

稀碱溶液交替强化洗脱后，水洗

至 3/ 值中性即可使用。

应该指 出的是， 目前很 多人

在树脂再生时，往往未经系统的

试验就直接用 L@A 的乙醇进行洗

脱，这是不科学的，其再生效果也

会很差。因为不同的中药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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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树脂的污染物质也不同，如果

污染物质属水溶性杂质，在 !"#
乙醇中溶解度差，其再生效果也

会很差。根据我们的经验，应该先

进行梯度洗脱，考察树脂再生的

乙醇浓度，或先用低浓度的乙醇

洗脱，再采用高浓度的乙醇效果

较好，如采用大孔吸附树脂进行

红花黄色素的纯化，其树脂再生

先 采 用 "$# 乙 醇 洗 脱 ， 再 采 用

!"# 乙醇洗脱。另外，对于难再生

的树脂，亦可先用稀碱浸泡、洗脱

后，再用不同浓度的乙醇洗脱，仍

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对于再生的树脂，其吸附能

力是否达到使用要求，需要科学、

简捷的测定方法和指标，但目前

还未见报道。

三、树脂在新药研究中的应用

%& 树脂适用的中药新药类型

大孔吸附树脂分离技术作为

一种有效的分离纯化手段，适用

的新药类别有 ’ 种：

( % )有效成分的粗分与精制；

( * )单味药有效部位的制备；

( + )复方有效部位的制备；

( ’ ) 复方制剂中除去糖、氨基

酸、多肽等水溶性杂质，以降低服

用剂量或吸湿性。

使用大孔吸附树脂时应注意：

( % ) 复方中各味药所含成分

性质相似，可混煎后一起纯化；

( * ) 复方中各味药所含成分

性质差别较大的，应单独提取后

再分别纯化；

( + ) 单味药中含有多类有效

成分、且性质差别较大的，各类成

分应分别纯化。

*& 成分类型与树脂的选择

不同极性和 含不同官 能团的

树脂对各类化合物的吸附能力不

同，因此，对于中药有效成分或有

效部位的纯化，树脂型号的选择

非常重要。脂溶性成分 (包括甾体

类、二萜、三萜、黄酮、木脂素、香

豆素、生物碱等 ) 应选择非极性或

弱 极 性 树 脂 ， 如 ,%$%、 -./0、

12,%$$ 等；皂苷和生物碱苷类成

分应选择弱极性或极性树脂，如

,*$%、,+$%、12,+$$、12,3$$、

-./0、45-/! 等；黄酮苷、蒽醌苷、

木脂素苷、香豆素苷等应选择合

成原料中加有甲基丙烯酸甲酯或

丙烯腈的树脂，如 ,*$%、,+$%、

12,3$$、45-/! 等。环烯醚萜苷

类 成 分 在 树 脂 上 吸 附 能 力 较 差 ，

应 选 择 极 性 或 弱 极 性 树 脂 ， 如

12,3$$、-./0、45-/! 等。

虽然大孔树 脂吸附法 在中药

有效成分提取、分离中的应用已

很多，但中药品种繁多，有效成分

性质千差万别，相对而言，目前树

脂的种类还太少，还需针对不同

用途和不同性质的化合物开发更

多的种类。史作清 6 ’ 7 等研制了一

系 列 选 择 性 高 的 树 脂 — -,8 系

列，日本三菱化学株式会社在其

一 些 型 号 树 脂 中 引 入 了 新 的 基

团，如树脂 82*$9 引入溴原子而

使极性和密度增大。

+& 树脂用于新药研发时应考

察的内容

树脂用于中药新药的研发是

近几年来不断发展的，所以在树脂

纯化工艺的考察中，应考察什么内

容，采用什么方法，大部分研发人

员没有成熟经验，由此造成申报的

新药在审评后，由于树脂纯化工艺

的问题，需要补充大量的实验，浪

费时间、人力和物力，因此必须重

视并建立规范化的考察内容和方

法。我们根据多年的树脂应用经

验，结合文献方法，提出以下考察

内容和方法，供大家参考。

( % ) 树脂型号。

不同型号的 树脂，对 各类成

分的吸附性能会有明显的差别。

因 此 ， 考 察 树 脂 的 型 号 非 常 重

要。应从两方面考察树脂：即吸附

性能和分离性能。有效的吸附树

脂应吸附量大、分离效果好。

吸附性能也 称比吸附 值，即

树脂对所纯化的目标成分的吸附

量。一般考察方法为：将适量的树

脂加入已知指标成分含量的药液

中，搅拌后放置一定的时间，使树

脂充分吸附后，滤出树脂，测定药

液中指标成分的含量，计算树脂

的吸附量。选择吸附量较大者再

进行分离性能试验。

分离性能即 树脂对目 标成分

吸附的专属性。一般考察方法为：

将适量的药液加入选定的各种型

号的树脂柱中，先用水洗脱，再用

不同浓度的乙醇从低浓度到高浓

度进行梯度洗脱，测定各流份中

指标成分的含量，分析树脂的分

离性能，选择目标成分在流份中

较集中、指标成分含量高的树脂

作为纯化树脂。

麻秀萍 6 " 7 等对 %$ 种树脂经过

筛选，发现树脂 -./0 对银杏叶黄

酮有优良的吸附性能；向大雄 6 3 7 等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高新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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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适合于葛根总黄酮的分

离纯化；冯建光 / 0 1 等筛选出树脂

2#"!"，对母液中的大豆异黄酮进

行纯化，纯化后产品的纯度可达

#"3 以上；刘斌 / . 1 等实验结果表明

+,-. 型树脂对蒲黄总黄酮有良好

吸附分离性能；张裕卿 / 4 1 等考察后

认 为 5 6 7 树 脂 是 一 种 提 取 番 茄

红 素和 ! 6 胡 萝 卜素 较适 宜 的吸

附剂；秦学功 / 8" 1 等用 29" 8 型树

脂直接从苦豆籽浸取液中吸附分

离了生物碱。

: ! ; 洗脱剂。

选择洗脱剂是色谱 技术中实

现有效分离的关键，大孔吸附树

脂也不例外。大孔吸附树脂色谱

常用的洗脱剂包括水、不同浓度

的乙醇、甲醇和丙酮等，由于安全

性等方面的原因，在中药有效成

分的纯化中，水和不同浓度的乙

醇为最常用的洗脱剂。洗脱剂的

一般考察方法为：将适量的药液

加入树脂中，先用水洗脱，再用不

同浓度的乙醇洗脱，每一浓度收

集一定的体积，测定目标成分的

含量，绘制洗脱曲线。选择水，或

先用水再用洗脱曲线开始上升前

的乙醇浓度作为洗脱杂质的洗脱

剂。选择洗脱曲线最高点的乙醇

浓度作为目标成分的洗脱剂。杨

华 / 88 1 等通过实验表明乙醇的浓度

对乌头类生物碱的洗脱效果有显

著影响，发现 ."3 乙醇作为洗脱

溶剂较为理想；任海彧 / 8! 1 等研究

了 4 种大孔吸附树脂对麻黄碱的

吸附能力，结果表明树脂 5+2 6 #
采用 "’ "!<%& = > 的 ?@& 与甲醇 8A 8
的混合液洗脱，麻黄碱得收率在

4"3 以上；卢锦花 / * 1等用树脂 2B 6
8*" 纯化银杏黄酮时，实验表明在

C?7 时 0"3 乙 醇 的 洗 脱 效 果 很

好，银杏黄酮含量达 !#3 。

: * ; 药材（或提取物）与树脂

比例。

药材（或提取物）与树脂的比

例是实现有效纯化的重要因素。

合适的比例既可确保有效成分不

流失，又不浪费树脂，提高树脂的

有效利用率。可以在树脂比吸附

值考察的基础上，在比吸附值以

下设 * D 7 个比例进行考察，测定

目标成分的得率和含量，分析优

选比例。考察药材与树脂之比时

以干树脂的量（扣除水分）计算较

为合理，可以保证工业生产中产

品的稳定性。

: # ; 色谱柱的径高比。

色谱的径高比一定 程度上影

响分离效果，适当的径高比既能

保证树脂柱良好的分离效果，又

能节约时间。通常适于工业生产

的 树 脂 柱 的 径 高 比 为 8： * D 8：

8"，所以我们可在这个范围内选

择几个比例进行考察。考察指标

为目标成分的得率和含量。

: 7 ; 吸附流速和洗脱流速。

树脂的粒径都较小 ，洗脱液

即使全部放开其流速也是很慢。

根据我们长期实验结果，吸附流

速和洗脱流速对目标成分的收率

和含量均无明显的影响。为了使

目标成分能够充分吸附，吸附流

速可适当减慢，一般可以采用全

流速的 8 = ! 速度。洗脱流速建议

采用全流速，不必进行考察。

: ( ; 收集洗脱液量。

在采用大孔 吸附树脂 进行有

效成分纯化的工艺中，收集洗脱

液的量直接关系到目标成分的得

率和含量，所以收集洗脱液量及

其检测方法的考察非常重要。目

前申报新药都采用收集洗脱液的

体积作为指标，我们认为此法不

科学。因为树脂的吸附性能随着

树脂的污染程度和老化程度发生

变化，所以含目标成分的流份体

积每次都在发生变化。为了有效

地收集目标成分，提高有效成分

的得率和含量，应建立相应的检

测方法，根据检测结果收集洗脱

液 。 检 测 方 法 最 简 单 的 是 采 用

E>@ 检测，工业化生产也可以采

用紫外检测器、视差折光检测器、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或近红外检测

器进行在线检测，确保有效成分

不被损失，同时保证含量。

: 0 ; 树脂使用寿命。

当树脂的吸附性能明显下降

时要及时更新树脂，以保证药品

质量。树脂使用寿命的考察可采

用上述比吸附值考察方法，将使

用后的树脂与新树脂进行最大吸

附量比较，以考察其吸附能力的

下 降 程 度 ， 一 般 吸 附 能 力 下 降

*"3 以上，应该树脂更新。

: . ; 其它影响因素。

树脂纯化中 药有效成 分，除

了上述影响因素外，吸附温度和

洗脱温度对纯化效果也有一定的

影响。吸附过程为放热反应，低温

有利于吸附，高温有利于解析，有

利于洗脱。侯世祥 / 8* 1 等曾报道，在

上样时 7"F 进行吸附，其目标成

分 的 吸 附 率 仅 为 !"F 时 吸 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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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树脂纯化工艺考察的因素、水平表

因素水平 药材 " 树脂比例 色谱柱径高比
洗脱流速

# $% & ’ (
收集洗脱液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必要时应进行吸附温

度和洗脱温度的考察。另外，对于

有 效 成 分 为 酸 性 或 碱 性 的 样 品 ，

01 值对吸附也有明显的影响，如

生物碱，在酸性溶液中由于呈解

离状态，树脂的吸附能力很差，在

碱性溶液中由于呈游离状态，其

吸附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对于酸

性、碱性或两性的成分，还应进行

洗脱剂的 01 值考察。

# 2 ( 中试放大工艺试验。

树脂纯化工艺影响的因素较

复杂，实验室优选的工艺必须进

行放大试验，根据中试放大的试

验结果，调整工艺参数，否则，无

法进行工业化生产。所以说树脂

纯化工艺的最后参数应以中试放

大后得到的参数为准。

34 树脂纯化工艺条件的正交

试验

树脂纯化工艺条件的建立可

以采用单因素考察，也可以采用

多因素的正交试验，以减少实验

次数，确保优选得到的工艺参数

的科学性。根据我们的经验，建立

的因素、水平表 # 见表 ! ( ，供大家

在新药研发中参考。

,4 成 品 中 有 机 残 留 物 的 限

量检查 5 )3 6

由于目前尚无药用树脂，市

场上的化工树脂都残留大量的合

成原料和溶剂，各树脂的使用单

位也无统一的前处理方法和检测

标准，以致有些树脂纯化的产品

尚有一定量的有机残留物，这与

产品的安全性相关。为此，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使用大孔

树脂纯化的中药产品应制定相应

的有机残留物的限量检查标准。

!..) 年 我 们 承 担 了 国 家 科 技 部

“十五”重大专项“大孔吸附树脂

应用示范性研究”，系统研究产品

中有机残留物的限量检查方法及

相关标准，建立了限量检查的方

法 ， 并 根 据 ). 多 种 中 药 新 药 +.
多批样品的检查结果，制定了相

应的含量限度。

# ) ( 检查方法。气相色谱法。

# ! ( 检查成分。应根据树脂合

成过程中使用的原料和溶剂确定

检查成分。

# + ( 测定方法。顶空进样法或

溶剂进样法，溶剂进样法优于顶

空进样法。

# 3 ( 含量限度。苯不得超过

.4 ...!/ ， 其它 有机 残留 物 不得

超过 .4 ...!/ 。

# , ( 方法学考察。标准曲线和

线性关系考察、空白溶剂的气相

色谱检测、基线噪音和最低检测

限的测定、精密度考察、重现性考

察、对照品的测定、样品的测定。

有 机 残 留 物 的 限 量 检 查 中 ，

需要灵敏度很高的检测器及性能

很好的仪器。因为有机残留物的

限量检查为微量成分的检测，其

含量一般在 .4 ..!/ 以下，否则在

方法学考察中，有机残留物的含

量不太可能在线性范围以内。因

为是限量检查，有对照品对照，只

要峰面积或峰高不超过相应浓度

的对照品的峰面积或峰高，即说

明未超过该限量，可以考虑不考

察线性关系。

四、大孔吸附树脂在中药

及植物提取物生产中的应用

)4 应用范围

大孔吸 附树脂在 植物有 效成

分分离纯化中的作用和优势已被

认识，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主要用于皂苷类、黄酮及其苷类、

蒽醌及其苷类、生物碱类、酚酸类、

色素类及生物碱类等的分离纯化

以及质量标准的制定，已有大量报

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综述有马振

山 5 ), 6、李萍 5 )7 6、史作清 5 3 6等文。

!4 应用实例

# ) ( 槐 花 米 中 黄 酮 苷 类 成 分

的分离、纯化 5 )- 6 。

槐 花 花 穗 24 289&甲 醇 提 取

+7:&1;!. 吸附&甲醇溶剂 ,./
" ).: < )../ " ).:&:1 " !. 吸

附 甲 醇 溶 解&=1;!.; 吸 附 ,./
乙醇流份&>?@ 层析分离 3,/ 甲

醇洗脱&+AB 3AB ,AB -A " 四羟基黄

酮 " +A " 葡萄糖酸苷。

# ! ( 大 孔 吸 附 树 脂 在 绞 股 蓝

总皂苷精制中的应用 5 )C 6 。

绞 股 蓝 水 煎 液&?).) 树 脂

!可根据检测结果，收集洗脱液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高新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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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液弃去&+,- 乙醇洗脱浓

缩&总皂苷。

. * / 大 孔 吸 附 树 脂 在 贯 叶 金

丝桃提取物制备中的应用。

贯叶金丝桃 0"- 乙醇提取物

&正己烷脱脂&乙酸乙酯提取黄

酮和双萘醌&残渣溶于水&12"2
树脂&水洗脱除杂质&+,- 乙醇

洗脱&浓缩总黄酮。

. # / 川 草 乌 中 总 生 物 碱 的 提

取分离 3 22 4 。

川 草 乌 水 提 液&56,&78 9
0 树 脂&水 洗 脱 除 杂 质&0"- 乙

醇洗脱&浓缩干燥总生物碱。

五、小 结

2’ 大孔吸附树脂适于推广

大孔吸附树脂具有吸附性能

好、对有机成分选择性较高、价格

低廉、可再生利用、洗脱剂安全、

价廉、操作简单等优点，特别适合

于中药和天然药物中有效成分或

有效部位的分离、纯化，对促进中

药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应推

广应用。

!’ 应加强树指的基础研究

大孔吸附树脂的生产和应用

尽管有很久，但其基础研究仍很

薄弱，如树脂的预处理、再生尚缺

少快速、经济的处理方法；各种树

脂对各类有机成分的吸附性能也

缺少系统研究，目前研究人员都

凭经验进行摸索；国产树脂的性

能较差，也无相应的质量标准。应

加强树脂的基础研究，使之能更

好地服务于中药产业。

*’ 应进行药用树脂的开发

目前尚无药用树脂使用树脂

的中药产品都必须建立有机残留

物的检测标准，给中药新药的研

制单位、生产企业和药品检验所

都带来很大的负担，进行药用树

脂的开发和上市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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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对人具有很强传染力的新型流

感，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宣布，将根据流感

传染情况分 # 个阶段采取预防措施。

这 # 个阶段分别是：在海外高致病性禽

流感发生人际间传播；日本国内发生高致病

性禽流感，并感染人类；海外发现在人与人

之间传播的新型流感；日本出现新型流感。

厚生劳动省说，日本目前处于第二阶

段，有关部门对宰杀禽流感病鸡者要进行预

防指导，如确认有人感染禽流感后，根据传

染病法采取消毒措施和进行医学调查。进入

第三阶段后，除劝告人们不要去疫区外，日

本还将强化入境者的健康检查，并把新型流

感定为指定传染病。进入第四阶段后日本将

根据传染病法强制患者入院，对患者采取隔

离措施等。

日本专家认为，人类对新型流感没有免

疫力，且新型流感疫苗问世尚需时日。

.摘 要 /

日本将分 # 个阶段
预防新型流感



〔 !"#$% &’()*’) +*% ,)’-*"$"./ 0 1"%)#*(2+3("* "4 ,#+%(3("*+$ 5-(*)6) 1)%(’(*) +*% 1+3)#(+ 1)%(’+〕 78

!"#$ %&’ ( )$ #*)++ ,-. /01 ( 2 3- 450 67-08 71 179:8 ,-. ;0<3;50<,= <0,9437- >? 3@@:-753847950@39,= @0457. ,8
A0== ,8 450 .?-,@39 95,-B0 71 #!C A345 80<:@ -0:<7- 8;09313934? >? @0,-8 71 CDE!&$ ,-. 84:.? 450 95,<,940<384398 71 450
,>7F0 ( @0-437-0. 95,-B08 ,-. 4503< <0=,437-8 A345 ;,457=7B39,= ;<7908808G !"#$%& H50 7>80<F,437- 1<7@ -0:<70457=7B?
3-.39,408 45,4 450 <097F0<? 71 450 @747< 1:-9437-8 71 450 0I;0<3@0-4,= <,48 ,88:@08 3- , 9:<F0 71 ;=,417<@ 4<0-. ,140< J
A00K8 71 %L&MG H503< ;,457@7<;57=7B? 857A8 45,4 ;?K-7 ( 89,< 4388:08 ,<0 17<@0. 3- 179:8 67-08 ,140< N A00K8 71
%L&M ,-. ,>-7<@,= 97==73. .0B0-0<,437- ,=87 17<@0. 3- 179:8 67-08 ,-. 4503< ,@>30-90 ,140< J A00K8G H50 3@@:-7O
53847950@39,= ,-. >37950@39,= 40848 8:BB084 45,4 34 38 450 F0<? 43@0 17< @7.0= <,48 47 5,F0 4503< ;=0<7838 3- 4388:08 ,-. B04
1:-9437-,==? <097F0<0. A3453- N A00K8 ,140< %L&MG ’()*%$#+() E8950@3, 84<7K0 80P:0=, @7.0= 71 <,48 9,- >0 084,>O
=3850. 3- J A00K8 ,140< %L&MG
,"- .(/0#1 38950@3, 84<7K0 80P:0=, @7.0=$ <,4$ @7.0= ,88088@0-4$ 0I;0<3@0-4,= 8?:.?

2 3&$0- () 456/76*(8+)"&+*# (9 3%(: !"%"6#+); </$;# (9 =/60+&+()6% ’5+)"#" >"0+*+)"
9+*. 1(*. +*% 9+*. :"*.;(*. < 5-)*.%= >*(?)#6(3/ "4 ,#+%(3("*+$ 5-(*)6) 1)%(’(*)@ 5-)*.%= ABCCD8E

!4,<43-B 1<7@ 450 <7=0 71 450 84:.? 7- 450 ;5,<@,97K3-04398 71 8=7A <0=0,83-B .<:B8 71 4<,.3437-,= L53-080 @0.393-0
QHL%R 3- 450 @7.0<-36,437- 71 HL% ,-. 4,K3-B 450 84:.? 7- 450 ;5,<@,97K3-04398 71 450 8=7A <0=0,83-B 9,;8:=0 17< =3F0<
,8 ,- 0I,@;=0$ 4538 ,<439=0 ,-,=?608 ,-. ,8808808 450 @0457. 17< 450 ;5,<@,97K3-04398 71 8=7A <0=0,83-B .<:B8 71 HL% ,-.
8:@@,<3608 348 @0<348 ,-. .010948G E- 450 ,<439=0 450 ,:457<8 ,-,=?60 ,-. 0;347@360 450 .31139:=4308 ,-. 40-.0-9? 71 450
84:.? 7- 450 ;5,<@,97K3-04398 71 8=7A <0=0,83-B .<:B8 71 HL% 7- 450 >,838 71 =,<B0 P:,-434308 71 =340<,4:<08 ,-. @,40<3,=8
,-. 3- ,997<.,-90 A345 450 ,:457<8 S 0I;0<30-90 3- 4503< 84:.? 7- 450 ;5,<@,97K3-04398 71 450 8=7A <0=0,83-B 9,;8:=0 17<
=3F0<G H50 84:.? 7- 450 ;5,<@,97K3-04398 71 8=7A <0=0,83-B .<:B8 71 HL% 38 843== 3- 450 0I;=7<,47<? ;0<37.$ >:4 348 4507<?
,-. 4095-39,= 8?840@ ,<0 >7:-. 47 >0 1:<450< -7<@,=360. ,-. B<7A <3;0 A345 450 .0F0=7;@0-4 71 8930-90 ,-. 4095-7=7B?
,-. 450- ;:85 ,50,. 450 @7.0<-36,437- ,-. 3-40<-,437-,=36,437- 71 HL%G
,"- .(/0#1 8=7A <0=0,83-B .<:B8 71 HL%$ ;5,<@,97K3-04398$ 8=7A <0=0,83-B 9,;8:=0 17< =3F0<

2??%+*6&+() (9 >6*/(?(/($# 20#(/?&+() !"#+)# &( 3&$0- 6)0 4/(0$*&+() (9 =’> @": </$;#
,= F)*.4)(@ G(+ 5=*H(* +*% I-+*. J"*.H=+* < &’-""$ "4 1+3)#(+ 1)%(’+@ F)K(*. >*(?)#6(3/@ L)(M(*. BCCC7N E

MA3-B 47 =,BB3-B >053-. 3- >,839 <080,<95 ;<7>=0@8 5,F0 1<0P:0-4=? ,<7:80. 3- 450 ,;;=39,437- 71 <083-8 47 450 84:.?
,-. ;<7.:9437- 71 HL% -0A .<:B8 ,=457:B5 @,9<7;7<7:8 ,.87<;437- <083-8 5,F0 >00- A3.0=? :80. 3- 450 80;,<,437- ,-.
;:<3139,437- 71 ,943F0 97-8434:0-48 ,-. 0110943F0 ;,<48 71 -,4:<,= @0.393-,= @,40<3,=8 ,-. HL% 3- L53-, ,-. ,8 450 <08:=4
450 0110943F0 ,;;=39,437- 71 450@ 5,8 47 >0 B<,F0=? 3-1=:0-90.G M- 450 >,838 71 4503< 84:.? ,-. 0I;0<3@0-48 450 ,:457<8 71
4538 ,<439=0 8:@@,<360 450 F,<304308 71 @,9<7;7<7:8 ,.87<;437- <083-8 ,8 A0== ,8 4503< 1:-9437-8 ,-. ;<0 ( ;<790883-B ,-.
450 @0457. 71 4503< <0B0-0<,437- ,-. ;<7>0 87@0 4095-39,= ;<7>=0@8 A5395 857:=. >0 B3F0- @7<0 ,440-437- 3- 450 84:.?
,-. ;<7.:9437- 71 HL% -0A .<:B8 F3, 450 ,;;=39,437- 71 @,9<7;7<7:8 ,.87<;437- <083-8 87 ,8 47 ;<7F3.0 , <010<0-90 17< 450
84:.? ,-. ;<7.:9437- 71 HL% -0A .<:B8G H50? ,=87 8:BB084 45,4 @0.393-,= <083-8 857:=. >0 .0F0=7;0. ,-. ;<7.:90. 3-
450 97:-4<?G
,"- .(/0#1 @,9<7;7<7:8 ,.87<;437- <083-$ ;<0 ( ;<790883-B$ <0B0-0<,437-$ !4:.? 71 HL% -0A .<:B

3&6&$# A$( (9 <"B"%(?7")& (9 ’"%% >(0"% 3-#&"7 6)0 CD?%(/6&+() (9
E&# 2??%+*6&+() &( 3&$0+"# (9 =/60+&+()6% ’5+)"#" >"0+*+)"

!+*. 5-=*O)( +*% P(+" 9+*M(+*.< Q);+#3O)*3 "4 F-+#O+’)=3(’6@ &’-""$ "4 5-(*)6) 1+3)#(+ 1)%(’+@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英文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