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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实
、

积 壳
、

青皮和 陈皮等药材 中

辛弗林含量侧定研究

口赵 宇 谢培山 卢平华 王祥红

珠海科曼中药研究有 限公司 珠海

杨 辉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长沙

摘 要 西 方食品增补剂禁用麻黄后化学结构与麻黄碱相似的辛弗林 又备受关注
。

本文从含量测 定的 角度
,

建立 了辛弗林含量测定方法
。

分析 了积 实
、

积 壳
、

青皮和陈皮药材共 份样

品 中辛弗林的含量分布情况
,

并采用该 方法考察 了新会
、

长沙和 自贡产地 自采果皮在不 同采收 时间

内辛弗林含量变化情况
。

测定结果表明
,

青皮和积 实药材 中辛弗林含量最高
,

约 为 和
,

陈

皮和积 壳中相对略少
,

为 和 未成熟药材 青皮 辛弗林含量比成熟果皮为高
。

由此推算相

应 的用 药齐 量
,

从而 为检测和使用积 实
、

积壳
、

青皮和 陈皮等药材提供参考和依据
。

关键词 辛弗林 含量测 定

美 国食 品药 品管理局 在 世纪 年代

颁发 限制麻黄碱使用 的相关规定
,

年 月
,

又发

布禁止销售含有麻黄碱 的食品增补剂

的禁令
,

辛弗林 印 因其化学结构近

似麻黄碱 图
,

也受到波及
。

近来
,

美 国
、

欧洲
、

澳洲

等 国家 和 地 区 开 始对含 辛弗林草药 的使用 提 出警

告
,

引起人们的注意
。

辛弗林 主 要 存 在 于 芸香 科 柑橘 属 植

物
,

常用 中药陈皮
、

青皮
、

积实和积壳均为该属植物

果 皮或果 实
。

尤其积实
,

文献报道辛弗林含量较高
,

除 中医 的传统 应 用 外
,

也有 生 产 注射 剂 在 临床应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场 一

用
,

用 于抢救各种 休克
、

心 衰 以 及治疗 胃及 十二指

肠溃疡等病症川
。

积实提取物是西方 国家用 于减肥

的食品添加剂产品的原料
。

不论从其生理活性
,

还

是不 良反应
,

辛弗林的的存在使上 述柑橘类果实药

材倍受关注
。

中国药典 版一部 以辛弗林作为

考察积实药材 的指标性成分
,

也有文献对积实和

积 壳 中辛弗林 含量 测 定 的报道
一 ,

但很 少 涉及 青

皮和 陈皮药材 中辛弗林的含量测 定
。

本 文 建立 了辛弗林在 积 实
、

积壳
、

青 皮和 陈皮

药材 中的含量测 定方法
,

考察 了该成分在积实
、

积

壳
、

陈皮
、

青皮
、

化橘红
、

香椽
、

佛手 和橘核 中的含量

分布情况
,

并对辛弗林在橘果实生 长期 内含量 变化

进行 了跟踪检测
。

旨在 为这些药物 的安全使用 以及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助项 目 中医药科 中药材质 研究
,

负责人 谢培山
。

联系人 谢培山
,

本刊学术顾问
,

研究员
,

长期从事中药质 标准及色讲指纹图语研究
, , 一 。

〔 吞月淤凡 山王 必。乃为凌。女公艺 乃 , 成 勿耐 腕 田翻公姗画 血 肠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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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药理研究提供依据
。

一
、

材料与方法

样品收集
本实验收集到权实

、

积壳
、

青皮
、

陈皮 以及化橘

红
、

香椽
、

佛手和橘核药材共 份
,

其中积实药材

份 个为江西道地药材 积壳药材 份 个为道

地药材 陈皮药材 份 青皮药材 份 化橘红

份 个为化州道地药材 香椽药材 份 佛手药材

和橘核药材各 份
。

试剂和仪器

系列高效液相 色谱仪 包括

全 自动进样仪 巧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恒

温柱温箱 万分之一 电子天平 超纯水发生器 甲醇
、

乙睛试剂均 为光谱纯
,

水为去离子蒸馏水 磷酸为分

析纯 辛弗林对照品购 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对照品制备

精 密称 定 辛 弗 林 对 照 品
,

加 人 磷 酸 水 溶 液
· 一‘ 溶解

,

制成每毫升含辛弗林 约 的

溶液 即得
。

供试品制备
取样品粉末约 过 号筛

,

干燥
,

精密称

定
,

加人
· 一‘磷酸水溶液

,

℃水浴加

热 回流提取
。

放冷
,

滤人 容量瓶中
,

残渣及

容器用提取溶剂适量洗涤
,

定容至刻度
。

精密量取本

溶液
,

通过预处 理 的 小柱
,

收集洗脱液
,

继

续用
· 一 , 的磷酸溶液洗脱

,

收集洗脱液并

定容至 即得
。

样品临用前过 林 微孔滤膜

即可进样分析
。

鱼鳌全析圭笠

色谱柱 即 柱
,

林
,

大连依利特生产
,

流动相 为 乙 睛 一水 一十二烷

基磺酸钠 用磷酸调节 值至 流

速
· 一 , 柱温 ℃ 检测波长 运行时间

。

测定法

分别取供试 品溶液和对 照 品溶液各 卜 注入

分析
,

记录流 出曲线即得
。

在实验过程 中
,

曾与文献
、

提供的方法进行

了对 比
,

结果表明这些方法辛弗林提取率相对偏低
。

色谱条件是在对 比文献 的基础之上
,

参考 了 版

药典未 出版前 网上发布的积实提取物 的含量测定色

谱条件 后未列人 版药典
,

略作修改而成
。

经

实验方法学验证和系统适应性考察后
,

认为本实验

采用方法较 为合理
,

并 能 同时适用 于陈皮
、

青 皮
、

积

实和积壳 味药材 中辛弗林含量测定之用
。

二
、

实验结果

药挂主主主丛含量望工鱼主迭全验延

重现性
。

取同一批号药材
,

按供试品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 份
,

记录色谱流 出信号
。

以辛弗林含量为考察对

象
,

计算 份样品所得辛弗林含量
,

小于
。

精密度
。

取同一份供试 品溶液
,

连续进样 次
,

记 录色谱

流 出信号
。

以辛弗林含量为考察对象
,

计算 次分析

所得辛弗林含量
,

小于
。

回收率
。

采用 同一批药材
,

取药材粉末约 巧
,

精密称

定
。

精密加人相 当于药材 中辛弗林含量 的对照品溶

液 约相 当于辛弗林浓度为
· 一 , 的对照 品

溶液
,

再加人
一‘
磷酸水溶液

,

按

供试 品制 备方 法 制备样 品共 份
,

所 得 回收率 为
、 、 、 、

和
, ,

等于
。

线性
。

精密取对照品溶液
、

和 和
,

分别置于 容量瓶 中
,

用
· 一 , 磷酸水溶液

稀释至刻度得 到
、 、

和 号标准溶液
。

另取 号

标准溶液
,

置于 容量瓶 中
,

加
· 一 ,

。日

丫、
、砂尹 丫八

、 ‘ 心成
,

图 辛弗林 左 ,和麻黄碱 右 化学分子结构图

〔 记 。 砚己 咭州肠 访 切耐 朋 几爪盆。 讯 旅 司 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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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的陈皮在不 同采收期 内辛弗林含量变化 曲线有

差异
,

以新产陈皮辛弗林含量最小
,

为 左右
,

长

沙产陈皮辛弗林含量较高
。

这种差异可能主要是 由

地域和环境等外在因素的不 同所致
。

三
、

讨 论

近年来
,

由于含辛弗林成分的柑橘属果实提取

物在西方的滥用
,

其毒副作用开始被越来越多 的医

药界人士关注
。

意大利 曾有学者通过动物实验测试

了酸橙提取物 约含 的辛弗林
,

指 出该提取物在

较低剂量时就呈 现 出异常毒性
,

因而认为该物质对

人 的身体健康存在潜在威胁
。

而且
,

当辛弗林与其

它 中枢神经兴奋药如咖啡 因等合用 时
,

它们对 心血

管的作用加剧
。

因此研究柑橘属果实类常用 中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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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水溶液稀释至刻度
,

得 号标准溶液
。

取上述各

标准溶液和未稀释对照品溶液各 林 进样分析
,

以

样 品峰 面 积对 样 品 质 量 作 图
,

得 到 校 正 曲线
一 ,

相关系数
。

药材 中辛弗林含量测定结果

陈皮药材 中辛弗林含量分布在 一 之

间
,

其中辛弗林含量在 一 之间的陈皮样 品 占

总体样本 的 以上
。

以辛弗林含量绘制陈皮样本

正态概率 图
,

所有样本基本分布在 图示直线附近
,

表

明样 品辛弗林含量分布具有正态性
,

从 而说 明样 品

取样具有代表性
,

辛弗林含量在陈皮 中分布具有规

律性 图
。

以下青皮
、

积实和积壳样本经过正态概

率统计分析
,

每类样本 中辛弗林含量均具有规律性
,

不再一一 列举
。

以 和 百分位数计算
,

陈皮

样 品辛弗林含量 主要分布区间为 一 。

统计样

本测定结果 按 中位数计算
,

下 同
,

陈皮药材 中辛弗

林含量平均为
。

青皮样品含有辛弗林的量 比较高
,

大部分样 品

含量在 以上
,

最高含量超过
。

以样本 中位数

计算
,

辛弗林含量为
。

积壳药材 中辛弗林含量均小于
,

甚至有

份药材基本检测 不到辛弗林 经过鉴定分析后发现

该样品是袖幼果的混淆 品
,

统计结果为
。

积实药材 中辛弗林含量 比积壳 中高
,

大部分药

材含量在 一 之间
,

统计结果表明积实含辛弗

林
。

香椽
、

橘核
、

化橘红 以及佛手在 收集到 的样 品 中

均未检出辛弗林
。

药旦显些期对生主丛全量丝里堕
以陈皮样品为例

,

考察 了辛弗林在橘果皮生长

期内的含量变化
,

辛弗林含量随药材 的生长程度变

化呈规律性变化
,

即果实越趋于成熟
,

辛弗林含量越

低
,

一般在未成熟果皮中的含量较高 图
。

辛弗林在未成熟果皮中含量较高而成熟果皮中

减少 的现象应该与其在植物体内的代谢转化过程相

关
。

据报道
,

积实等药材 中还含有与辛弗林结构类

似的 一 甲基胳胺等生物碱成分
。

这些成分之间是否

存生源途径上 的竞争或转换值得进 一步研究
。

不 同

采收月份

图 不同采收期陈皮药材中辛弗林含且变化

〔 。 山“泣 乃而山 。让 衍 升 勿耐 沁 山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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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

青皮
、

积实
、

积壳的辛弗林含量
,

无论从合理使用

还是从避免其毒副作用方面均有实际意义
。

这些关

于辛弗林毒副作用 的报道
,

似乎 与我们长期 以来 中

医一直使用积 实
、

积壳来治疗疾病的原则背道而驰
。

实际上这恰好反映了 中药现代化过程 中传统 中医药

与西方医药学之间的冲突
。

中医强调整体
、

多用复方

以求诸药多种成分之间的协调
、

互补或制约而得增

效而减毒 的效果
。

而西方医药则强调单一成分 的疗

效
,

而忽略天然药物多种成分之 间的制衡
。

此外
,

西

方过去 以为天然药物安全而滥用
,

等到毒副作用 出

现
,

又惊呼这些草药
“

不安 全
”

而加 以封杀
,

对此
,

西

方一些科研人员也有不 同的声音
。

其实导致麻黄
、

积实之类的药物 出现毒副作用 的始作俑者恰好是不

熟悉
、

不接受 中医传统经 验
,

视之为
”

不科学
”

的西方

医药对 中药的滥用造成的
。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
,

由于

现代 医药学 的深人研究
,

也 阐明了过 去长期 以来 中

医药没有发现的问题
,

如辛弗林 的毒 副作用 的发现

就需要我们更多的研究与关注
。

分析辛弗林在不 同产地
、

采收期 中药材含量变

化规律后
,

可 以 比较辛弗林用药剂量 与药材用药剂

量之间的定量关系
。

譬如积实
、

积壳
、

青皮和陈皮在

中医的用药剂量一般是每 日 一 摊
,

以辛弗林

提取率计算
,

实际相 当于辛弗林 的每 日摄入量约为

一 一 积实
、 一 积壳

、 一 青皮 和
一 陈皮

。

当然这种 比较 只是一种简单的换算

关系
,

实 际情 况下
,

还要 受到药物剂 型
、

给药途径 等

因素的影 响
,

更为重要 的是辛弗林与柑橘属植物果

皮 中的二氢黄酮类成分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 尚须综

合考察
。

在掌握辛弗林相关的药理作用后
,

应 当综合

这些 因素
,

将含辛弗林的中药材及其提取物
、

制剂控

制在合理用药范围
,

以确保用药安全
、

有效
。

致谢 感谢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中药现代化

研究 中心 易伦朝博士提供部分药材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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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强 同国外学术 团体或院校 的交流
,

选派

一些具有真才实学 的
,

愿为针刀 医学作奉献的专家

参与 国际交流
,

推广针刀 事业
,

使针刀 医学尽快被世

界医学界认同
。

应加强针刀 队伍 自身素质和能力建设
,

发扬

学术 民主
,

提倡 团结互助
,

和谐友爱
,

表彰先进
,

改进

不足
,

使学科建设蒸蒸 日上
。

针刀 医学 已 为中医 现代化做 了大量 的工作
,

事

实上针刀 医学本身就是 中医现代化 的产物
,

为 中医

现代化 的研究开辟 了一条道路
,

会起到实现 中医现

代化的示 范作用
。

我认为要使我们 中医在理论和技

术方面达到现代化水平
,

针刀 医学 已在很多方面做

到 了
,

如果沿着针刀 医学 的基本思路开展更加广泛

的 中医理论和技术 的研究
,

实现 中医现代化 的理想

就 已经不远 了
,

所 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一成果
,

爱护这

一成果
,

支持这一成果
。

尽管针刀 医学还有这样那样

的不足
,

但是
,

它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中医现代化 的基

本思路和框架
。

要实现 中医现代化
,

就是要结合现代 的 自然科

学成果
,

包括西 医的研究成果
,

对 中医 的基本理论和

诊疗技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

使之达到现代科学技

术水平
,

针 刀 医学就是这样做的 进行 了一 系列 的创

新性 的工作
,

提 出了一系列原创性 的理论
,

这些原创

性理论都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
,

吸收现代 自然

科学成果获得 的
,

它将中医 的基本理论和诊疗技术

在一些方面现代化 了
。

我们要加快 中医现代化 的步

伐
,

我认为首先要加强对针刀 医学 的有关 内容 的深

入研究和对针刀 医学 的思维方法进行研究
。

玩 址 场 由

动。。 咖耐 、 了

群 叩
,

盯 即
, ,

恻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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