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3 大黄酚纳米囊透射电镜照片

Fig 3 Electron microscope photograph

of chrysophanol loaded nanocapsules

遇水自动聚合、低毒、生物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等特

点[ 10] ,因此实验以聚氰基丙烯酸丁酯作为纳米囊的

包封材料,制备大黄酚纳米囊。

由于 氰基丙烯酸丁酯的聚合是以 H 2O 中的

OH
-
作引发剂

[ 11]
,所以 pH 值是影响粒径大小和分

布的最关键的因素。最适合的 pH 值为 2~ 3,这可能

是因为 pH 值太低时, OH- 太少,聚合反应太慢, 不易

成核; pH 值太高时, OH- 太多,聚合反应太快, 易结

块,故本实验中选择的 pH 值因素水平为 2、4、6。

目前制备聚氰基丙烯酸丁酯纳米囊的方法主要

有两类:一类是乳化聚合法;另一类是界面聚合法。

乳化聚合法适用于水溶性对酸稳定药物的制备, 所

得纳米粒为骨架型的纳米球。而界面聚合法适用脂

溶性药物的制备,且所得纳米粒为油核型或水核型

的膜核结构的纳米囊。由于大黄酚几乎不溶于水,

所以不宜用乳化聚合法制备其纳米球, 故选用界面

聚合法制备大黄酚聚氰基丙烯酸丁酯纳米囊。

在加入 氰基丙烯酸丁酯时,实验采用醋酸乙

酯稀释后加入或预先将磁子放在一定酸度的水溶液

中浸泡一段时间,以防止 氰基丙烯酸丁酯加入后

因局部浓度过高或磁子表面pH值过高, 分散不均

匀,结成团块 [ 12]。

文献报道用超速离心法测定纳米粒的包封率,通

常是测定离心后的上清液中游离的药物质量浓度,再

通过总药量减去游离药物的量得包裹在纳米粒中的

药量。但由于丙酮被蒸出后溶剂只有水,而大黄酚的

水溶性极差,游离的大黄酚会在上清液水中析出。所

以在浓缩后的混悬液中加入甲醇定容, 可以充分溶解

未包合的大黄酚,再测定和计算包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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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敏感型盐酸小檗碱眼用原位凝胶的制备研究

郝吉福,赵雪梅,王建筑,郭丰广,孝建华,孔志峰
(泰山医学院药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 要:目的 制备温度敏感型盐酸小檗碱眼用原位凝胶。方法 以泊洛沙姆 407 和 188 为温敏材料, 采用搅拌

子法测定溶液 凝胶相转变温度优化处方;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盐酸小檗碱。结果 温度敏感型原位凝胶的

胶凝温度随泊洛沙姆 407 浓度增大而降低,随泊洛沙姆 188 浓度增加先升高后降低, 模拟泪液的稀释可使胶凝温

度升高,建立了泪液稀释后相变温度与泊洛沙姆浓度的拟合方程,经 Design Exper t软件优化盐酸小檗碱温敏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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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位凝胶的处方为 25%泊洛沙姆 407 和 4 19%泊洛沙姆 188; 优化处方在 29 7 ∀ 为自由流动的液体, 泪液稀释后

在 34 5 ∀ 能够发生相变形成凝胶。结论 该眼用温度敏感凝胶符合眼部应用要求,体现出良好的眼部应用前景。

关键词:盐酸小檗碱; 泊洛沙姆;原位温敏凝胶; 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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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system containing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for ocular use

HAO Ji fu, ZHAO Xue mei, WANG Jian zhu, GU O Feng guang , XIAO Jian hua, KONG Zhi feng

( Depart ment o f Pharmacy, Taishan Medica l Univer sity, T ai#an 27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 o prepare a thermosensit ive in si tu gel system containing berberine hydrochlo

r ide for o cular use Methods T he in si tu thermosensitive gel sy stem of berberine hydrochlo ride w as pre

pared by Po lox amer 407 ( P407) and Polo xamer 188 ( P188) as thermosensit ive materials, the formulat ion

w as optim ized by determining solut ion gelat ion conversion temperature by using st ir ring method T he con

tent of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w as determ ined by HPLC Results T he gelat ion temperatur e of in si tu

thermosensitive gel containing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formulat ions low ered as the P407 concentrat ion in

creased, as the P188 concentrat ion increased gr adually the gelat ion temperature init ially incr eased to max i

mum and then decreased T he gelat ion temperatur e all incr eased after simulated tear fluid ( STF) dilut ion

The f itted equat ion w as established fo r the gelat ion temperature w ith the concentrat ion o f Polox amer solu

t ions after diluted by STF An opt im ized formulat ion by Design Expert sof tw are w as fr eely flow ing liquid

at 29 7 ∀ and convert to a firm gel at 34 5 ∀ after ST F diluted Conclusion I n situ thermosensitve gel

system complies w ith the requirement for ophthalmic applicat ion and shows g reat potent ial in o cular appli

cation

Key words: ber berine hydro chloride; Po loxamer; in situ thermosensitiv e gel; preparat ion

眼睛是非常敏感的器官, 眼部解剖学、生理学的

特征能够使其避免外来刺激, 同时由于泪液分泌、鼻

泪管排出及眨眼反射等, 这些结构保护机制造成药

物在眼部停留时间较短而使药物吸收减少, 因而生

物利用度较低
[ 1]
。在眼部给药方式中, 人们设计了

各种药物传递系统增加药物在眼部的吸收, 解决的

目的主要集中于延长药物与眼球表面接触时间和改

善药物在角膜的通透性。凝胶剂是研究较多的经皮

给药新剂型之一
[ 2]

,而温度敏感型眼用原位凝胶利

用了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对外界特定环境变化的响

应,表现出由溶液向凝胶的相转变过程;室温下制剂

以液体形式给药,经结膜囊内给药后,能迅速在眼内

发生相转变形成半固体状凝胶, 黏附于角膜和结膜

囊表面,延缓药物释放,使药物在眼部的滞留时间延

长,从而提高生物利用度。因此原位凝胶是眼用制

剂的优良载体, 为眼部药物传递提供新的给药系

统[ 2]。泊洛沙姆( Po loxamer )为聚氧乙烯( PEO)和

聚氧丙烯( PPO)组成的 A B A 型嵌段共聚物, 是非

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由于其独特的热敏可逆性凝胶

转变特征, 逐渐成为使用最广泛的热敏材料之一 [ 3]。

黄连为一传统中药, 在历代中医文献中多见配伍黄

连治疗各类眼病的方剂,常用于目赤肿痛、眼目红肿

等。黄连的有效成分为生物碱, 其中小檗碱量最高,

以盐酸盐的状态存在于黄连中。盐酸小檗碱的定量

研究相对较多, 主要方法为 HPLC 法
[ 4]

, 而制剂研

究相对较少。现代以盐酸小檗碱的制剂主要有片

剂、注射剂、胶囊剂等用于肠道细菌感染, 在眼部应

用方面剂型有黄连素滴眼剂。盐酸小檗碱口服制剂

具有肝首过效应, 在水中难溶解, 吸收差, 将其制成

纳米乳可有效提高盐酸小檗碱的生物利用度[ 5] 。本

实验以盐酸小檗碱为模型药物, 以泊洛沙姆为温敏

材料,将其设计成眼用原位凝胶,使其具备液体与凝

胶制剂的优点,以液体状态加载药物,以期解决常规

眼用液体制剂眼部滞留时间短、生物利用度不高的

问题,克服普通眼用凝胶铺展性较差、剂量不易控制

的问题[ 6] , 为传统中药眼部药物传递提供新的给药

系统。

1 材料与试剂

95 ! 1型磁力搅拌器 (上海司乐仪器有限公

司) ; FC ! 104型分析天平(上海恒平科学仪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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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温度计(量程: 100 ∀ , 精密度: 0 1 ∀ ) ; KDM

型调温恒温水浴锅(山东鄄城精佳仪器有限公司)。

泊洛沙姆 407( Polo xamer 407)、泊洛沙姆 188

( Po loxamer 188)由 BASF 提供; 盐酸小檗碱对照品

(批号 0810263,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盐酸小

檗碱粗品由泰山医学院药学院天然药化实验室提

供; AB 8大孔吸附树脂(天津市巴斯夫化工有限公

司) ; 其余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 1 盐酸小檗碱的分离纯化:取盐酸小檗碱粗品,

用蒸馏水加热溶解后滤过, 滤液用 10%N aOH 溶液

调节 pH 8, 作为上柱液。将上柱液缓缓注入大孔吸

附树脂分离柱中,先用蒸馏水洗去水溶性杂质,再以

50%乙醇( pH 8)为洗脱剂, 体积流量 1 mL/ m in。

洗脱液每 10 mL 收集一管, 洗脱液随时 T LC 展板

与对照品对照直至洗脱液中无盐酸小檗碱存在。合

并收集的洗脱液减压浓缩,挥干乙醇,浓缩液静置一

夜,逐渐析出盐酸小檗碱,抽滤,进行重结晶, 测定盐

酸小檗碱的质量分数为 98 65% ,收率为 7 44%。

2 2 盐酸小檗碱眼用温敏凝胶处方优化

2 2 1 泊洛沙姆溶液的配制: 采用冷溶法
[ 7]
制备凝

胶溶液。将泊洛沙姆均匀撒在水面上, 然后置于 4

∀ 冰箱冷藏过夜,使其慢慢充分溶胀并溶解后,得到

澄清、无团块、分散均匀的溶液备用。

2 2 2 胶凝温度的测定方法:参考文献方法
[ 8]

, 采

用∃搅拌子法%测定胶凝温度。将泊洛沙姆溶液储存

于 4 ∀ 冰箱中, 测定时在 6 mL 西林瓶中盛有一定

量溶液,插入温度计, 使水银球完全浸没在凝胶溶

液;同时于西林瓶中放置 0 5 cm & 1 0 cm 的搅拌

子,调节搅拌速率为 150 r/ min, 保持水浴以 1 0~

2 0 ∀ / min速度缓慢升温, 观察搅拌子停止转动时

的温度,定义此时的温度为胶凝温度。每个样品平

行测定 3次,结果取平均值。

2 2 3 不同浓度泊洛沙姆 407对胶凝温度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
[ 7, 8]

,泊洛沙姆 407溶液的胶凝温度呈

现浓度依赖性, 即高浓度的泊洛沙姆溶液在较低温

度下即可发生胶凝, 反之胶凝温度较高。当质量浓

度低于15%( 0 15 g/ mL)时则失去胶凝能力。实验

考察了一系列不同浓度的泊洛沙姆 407 溶液, 依据

2 2 1项下方法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16%、17%、

18%、19%、20%、21%、22%、23%、25%的溶液, 按

2 2 2项下测定相变温度。结果见图 1。可见质量

浓度高于 18%( 0 18 g/ mL)的泊洛沙姆 407溶液受

热后能够可逆的形成透明的凝胶,当温度降低时又

图 1 不同浓度泊洛沙姆 407 溶液对胶凝温度影响

Fig 1 Influence of Poloxamer 407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n gelation temperatures

能变成澄清溶液, 其相变温度随泊洛沙姆 407浓度

的增大而下降,浓度越高,胶凝温度越低。

2 2 4 泊洛沙姆 188 与泊洛沙姆 407对凝胶温度

的影响:将不同量的泊洛沙姆 407 和泊洛沙姆 188

加入 100 mL 蒸馏水中, 依据 2 2 1 项下方法制成

不同浓度的泊洛沙姆水溶液,按 2 2 2项下方法测

定其相变温度。结果见图 2。可以看出, 少量泊洛

沙姆 188即可对泊洛沙姆 407的相变温度的改变产

生影响。随着泊洛沙姆 188 加入的量的增加,相变

温度逐渐上升。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将相变温度

( Y 1 )对泊洛沙姆 407 浓度( C407 )、泊洛沙姆 188浓

度( C188 )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回归方程为: Y 1 =

236 73- 17 74 & C407 + 6 24 & C188 - 0 21 & C407 &

C188+ 0 36 & C407
2+ 0 064 & C188

2。

图 2 不同浓度泊洛沙姆 407 和 188 对胶凝温度的影响

Fig 2 Interaction between Poloxamer 407 and Poloxamer

188 at various levels on gelation temperatures

尽管泊洛沙姆 407和泊洛沙姆 188对溶液的相

变温度均有显著影响,但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 泊洛

沙姆 407的浓度对相变温度的影响更大。因此结合

眼用温敏凝胶贮存及使用情况,选择不同比例的泊洛

沙姆 407和泊洛沙姆 188使其具有适合的相变温度。

2 2 5 泪液稀释对泊洛沙姆溶液的影响:文献报

道
[ 9]

,溶液型眼用制剂每滴的体积平均为40 L,而结

膜囊内泪液的体积为 7 L。泊洛沙姆溶液滴入到结

 552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1 卷第 4 期 2010 年 4 月



膜囊内后与泪液的混合过程存在两种极端可能: 最好

的情况是未经泪液稀释就已形成凝胶,这样可以保证

体温敏感凝胶制剂获得较理想的眼部滞留时间; 最差

的情况是首先完全与泪液混合,然后再形成凝胶。因

此将泊洛沙姆溶液与模拟泪液按体积比40∋ 7的比

例混合,并分别考察其混合前后的胶凝能力, 以便理

解泪液稀释浓度依赖型凝胶的体内过程。

根据泪液的电解质组成, 每升人工模拟泪液包

括: 6 7 g 氯化钠、0 08 g 二水氯化钙和 2 g 碳酸氢

钠。按上述组成配制人工模拟泪液,用硼酸调节其

pH 值约为 7 4[ 10] 。配制 16%、17%、18%、19%、

20%、21%、22%、23%、25%的泊洛沙姆 407溶液,

按 40∋ 7的比例用模拟人工泪液稀释, 按照 2 2 1

项下方法测定其相变温度, 考察泪液稀释对泊洛沙

姆 407溶液相变温度的影响,结果见图 3。可知经

泪液稀释后,凝胶相变温度上升。如 20% ( 0 20 g/

mL 的泊洛沙姆 407 溶液, 相变温度为 25 1 ∀ , 泪

液稀释后,相变温度为31 1 ∀ 。低浓度的泊洛沙姆

407溶液虽然能够发生相变,但经泪液稀释后失去

胶凝能力。如 19% ( 0 19 g/ mL)的泊洛沙姆 407溶

液的相变温度为 27 9 ∀ , 但经泪液稀释后, 加热至

50 ∀ 亦未能形成凝胶。

1人工泪液稀释前胶凝温度 2人工泪液稀释后胶凝温度

1 g elat ion temperatures before ST F dilut ion

2 gelat ion temperatu res after S TF dilut ion

图 3 泪液稀释后对泊洛沙姆 407 胶凝温度的影响

Fig 3 Inf luence of Poloxamer 407 at different concentra

tion af ter STF dilution on gelation temperatures

将不同量的泊洛沙姆 407 和泊洛沙姆 188 加

入 100 mL 蒸馏水中,配制成不同浓度的泊洛沙姆

溶液,按照 2 2 1 项下方法测定其经人工模拟泪液

按 40∋ 7的比例稀释后的相变温度。考察泪液稀释

后对泊洛沙姆 188与泊洛沙姆 407混合体系相变温

度的影响,结果见图 4。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 对模拟人工泪液稀释后

图 4 泪液稀释后对不同凝胶组成胶凝温度的影响

Fig 4 Interaction between Poloxamer 407 and Poloxamer

188 at various levels on gelation temperatures

after STF dilution

的相变温度( Y 2)对泊洛沙姆 407 浓度( C407 )、泊洛

沙姆 188浓度( C188)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

方程为: Y 2= 168 68- 11 18 & C407 + 10 25 & C188-

0 26 & C407 & C188+ 0 21 & C407
2
- 0 188 & C188

2
。从

回归方程可以看出, 泊洛沙姆 407的浓度对模拟人

工泪液稀释后的相变温度的影响更大, 此方程可为

优化处方提供数据支持。

根据眼用温敏凝胶的贮存与使用情况, 应该使

凝胶的相变温度控制在25~ 34 ∀ ,希望经人工泪液

稀释后的温度预测值在 30~ 34 ∀ , 经 Design Ex

pert 软件优化后得到表 1中的处方。
表 1 眼用温敏凝胶处方预测优化结果

Table 1 Predicted optimum conditions of thermosensitive

gel for ocular use

试验号
泊洛沙姆 407

质量浓度/%

泊洛沙姆 188

质量浓度/%

凝胶相变温度预测值/ ∀

人工泪液稀释前 人工泪液稀释后

1 21 1 42 26 89 34

2 21 1 38 26 79 33 81

3 25 4 19 28 52 34

4 23 7 6 50 25 52 33 5

由此配制上述不同比例的泊洛沙姆 407和泊洛

沙姆 188溶液,将其按 40 ∋ 7的比例与人工泪液混

合后,测定其相变温度, 其中泊洛沙姆 407/泊洛沙

姆 188( 25%/ 4 19% )相变温度为 29 52 ∀ , 与预测

温度较为接近, 人工泪液稀释后相变温度为 34 6

∀ ,而其他泊洛沙姆 407/泊洛沙姆 188比例未稀释

时相变温度较低, 从贮存及应用方面考虑,选择泊洛

沙姆 407/泊洛沙姆 188( 25%/ 4 19% )作为温敏凝

胶的基本处方。

2 2 6 盐酸小檗碱及附加剂对凝胶温度的影响:根

据盐酸小檗碱在水中的溶解情况, 拟制定眼用温度

敏感凝胶中盐酸小檗碱的质量浓度为 0 1%

( g / mL) , 将处方量盐酸小檗碱、苯扎溴铵(作为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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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及氯化钠(作为等渗调节剂)加入泊洛泊沙姆凝

胶基质中,测定其相变温度及泪液稀释后的相变温

度。结果见表 2。可见处方量盐酸小檗碱、苯扎溴

铵及氯化钠对泊洛沙姆溶液的相变温度影响较小。

可能由与盐酸小檗碱和苯扎溴铵等附加剂的用量少

有关, 对泊洛沙姆溶液无明显影响。因而符合体温

敏感眼用凝胶的要求。

表 2 盐酸小檗碱及附加剂对胶凝温度的影响

Table 2 Influence of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and adjuvants on gelation temperatures

项 目 胶凝温度/ ∀
人工泪液稀释后

胶凝温度/ ∀

空白凝胶 28 3 ( 0 3 34 3 ( 0 3

盐酸小檗碱及附加剂 29 7 ( 0 4 34 5 ( 0 2

2 3 盐酸小檗碱眼用温敏凝胶制备:将处方量的盐

酸小檗碱、氯化钠先溶于蒸馏水中,加入处方量的泊

洛沙姆, 低温贮存至泊洛沙姆完全溶解后, 加入

0 02%的苯扎溴铵制成温度敏感型盐酸小檗碱眼用

温敏凝胶, 测定其 pH 值为 7 1, 相变温度为 29 7

∀ ,模拟人工泪液稀释后相变温度为34 5 ∀ 。符合
眼用制剂的要求。

2 4 眼用温敏凝胶中盐酸小檗碱的 HPLC法测定

2 4 1 色谱条件: Kromasil C18色谱柱( 200 mm &

4 6 mm, 5 m ) ; 流动相: 水 乙腈 冰醋酸 三乙胺

( 60∋ 40 ∋ 0 3 ∋ 0 8) ; 体积流量: 1 0 mL/ min; 柱

温: 25 ∀ ;检测波长: 265 nm; 进样量: 20 L。在此

色谱条件下盐酸小檗碱保留时间为 5 1 min, 理论

塔板数以盐酸小檗碱计不得低于 2 000。

2 4 2 标准曲线制备:精密称取盐酸小檗碱对照品

0 78 mg ,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 10 mL,得到 0 078

mg/ mL 溶液, 作为对照品贮备液。取贮备液用甲

醇依次稀释为 78、39、3 9、0 78、0 39 g/ mL 的对

照品溶液,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记录色谱图,以

峰面积( Y)为纵坐标,质量浓度( C)为横坐标,进行线

性回归绘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Y= 53 037 C+

0 033 1, r= 0 999 3。表明盐酸小檗碱在 0 39~ 78

g/ mL 呈良好线性关系。

2 4 3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盐酸小檗碱对照品溶

液,在上述色谱条件下, 重复进样 5 次, 记录峰面

积,结果其 RSD为 3 20%。

2 4 4 重现性试验:取 5份盐酸小檗碱凝胶加甲醇

稀释后制备成供试品溶液, 在确定的色谱条件下分

别进样测定,结果其质量分数 RSD为 2 48%。

2 4 5 稳定性试验:取同一盐酸小檗碱凝胶供试品

溶液,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于 1、2、4、8、12 h 分别进样

测定,结果其峰面积无明显变化,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内基本稳定。

2 4 6 回收率试验:空白温敏凝胶中加入盐酸小檗

碱对照品适量, 制备供试品溶液, 在确定色谱条件

下,测定并计算得平均回收率为 94 12% , RSD 为

3 49% ( n= 5)。

2 4 7 测定:精密量取盐酸小檗碱眼用温敏凝胶 1

mL,加入 1 mL 甲醇充分混匀后 12 000 r/ 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10 L,按外

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得样品质量分数 (标示量) 为

97 6%。

3 讨论

一般滴眼剂应用后约 70%的药液直接从眼中溢

出, 若眨眼将有 90% 的药液损失。随着泪液的更

新,药物从鼻泪管消除, 其生物利用度较低。原位凝

胶给药后在用药部位对外界刺激发生响应形成凝胶

状,药物在眼部被相对固定,局部吸收较多,可防止某

些极苦或强刺激性的药物不会大量快速通过鼻泪管

流入口鼻,增加患者依从性。其在一定程度上还减少

了滴眼剂的用量,减少了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眼用

原位凝胶对眼部给药系统是较适合给药途径。

研究表明[ 11] , 泊洛沙姆对组织无明显损伤, 刺

激性小,生物相容性好; 溶液的相变呈现浓度依赖

性,只有胶束在溶液中占有足够高的体积才能形成

凝胶。可能与洛泊沙姆在溶液中形成以疏水性

PPO嵌段为内核,包裹着亲水性 PEO 外壳的球状

胶束,随着聚合物所占溶液的体积分数不同,胶束间

相互缠结堆砌,使相转变温度升高,但当达到一定比

例又会出现下降趋势。理想的眼用温敏凝胶应在使

用前为液体,眼部应用后可立即形成凝胶,但在结膜

囊内给药时,泊洛沙姆溶液会部分或完全被泪液稀

释,导致相变温度升高, 泪液的稀释作用不能被忽

略。本实验采用泊洛沙姆溶液经模拟泪液稀释前后

的胶凝温度作为眼用温敏凝胶处方的评价指标, 通

过拟合方程建立数学模型探讨胶凝温度的变化规

律,考察相变温度与泊洛沙姆浓度和种类之间的关

系,研究体温敏感凝胶的胶凝温度变化规律,为制备

适宜相变温度的凝胶提供依据。在本实验中以盐酸

小檗碱为模型药物, 以泊洛沙姆温敏材料为基质制

备成眼用温敏凝胶, 希望能为中药现代化研究提供

思路与参考。在以后工作中尚需进一步考察眼用温

敏凝胶的体外释放度及与滴眼剂生物利用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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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泻饮片外观色泽信息的研究

谢一辉1 , 余无双2 , 罗金龙1 ,周丽姣1

( 1 江西中医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4; 2 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目的 探讨炮制饮片色泽评价方法, 定量分析饮片色泽与饮片内在质量之间的关系。方法 以泽泻不同

炮制工艺为研究对象,用照相机和 Adobe Phot oshop 软件,获取各饮片色泽的基本信息, 用 H PLC 法测定饮片的有

效成分。用 SPSS13 0 统计软件和数据挖掘软件 Clementine 8 0 对色泽信息和有效成分量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

饮片色泽信息获取方法和信息处理方法可定量评价炮制饮片的色泽、饮片色度差与有效成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结论 饮片色度差可以作为饮片质量评判标准的指标之一, 并易于推广。

关键词:泽泻; 饮片色泽;数据挖掘; 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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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earance colour information of Rhizoma Alismatis processing pieces

XIE Yi hui
1
, YU Wu shuang

2
, LU O Jin long

1
, ZH OU Li jiao

1

( 1. Jiangx i Univer sity o f T r 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2. Astr a Zeneca ( Wuxi) Co. , L td, Zhuhai 519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 o invest igate the evaluat ion method of processing pieces# co lour and quant if ica

t ionally analyse the relact ionship betw een the pieces# co lour and the internal quality Methods

Taking dif ferent processing techniques on Rhiz oma A li smat is as research objects, using a camera and Ado

be Photoshop sof tw are to acquire the elementar y informat ion of pro cessing pieces# co lour and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the act ive principle in Rhiz oma A l ismat i s by HPLC The act iv e principle in Rhiz oma Al i smati s

and the colour of processing pieces are analy zed quant if icationally by SPSS 13 0 stat ist ical softw are and da

ta mining sof tw ar e Clement ine 8 0 Results T he method for acquiring and handling colour informat ion of

pro cessing pieces in Rhiz oma A l ismati s could be used to quantif icat ionally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 f the

colour of processing pieces T here is a signif icant correlation betw een processing pieces# colour dif ference

and the internal quality Conclusion The colour difference of processing pieces can be one of target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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