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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超微速溶饮片的工艺优化
王志敏 1 陈乐 2 王小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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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栀子超微速溶饮片新工艺（冷冻 + 微波灭菌 + 超微粉碎）大生产技术参数进行优化。 方法：采用新工艺（冷冻 +
微波灭菌 + 超微粉碎）与传统工艺比较，观察薄层鉴别、有效成分及药粉得率的变化。 结果：新工艺与传统工艺相比较，饮片中薄层

鉴别效果更明显，有效成分含量高出 6%以上，药粉得率高出 10%左右。结论：工艺创新可行，可减少有效成分的流失，提高产品得率。

关键词：栀子超微速溶饮片；冷冻 + 微波灭菌 + 超微粉碎；传统工艺

Study on the Technology of Fructus Gardeniae Ultramicro Instant Tablets

WANG Zhi-min1, CHEN Le2, WANG Xiao-qing2

(1China%Huarun%Sanjiu%[Nanchang]%Pharmaceutical%Co.%Ltd,%Nanchang330012;%2Jiangxi%Institute%of%Chinese%Traditional%Medicine,%Nanchang3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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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冷冻、微波灭菌和超微粉碎技术同时
运用到江西省道地药材“三子一壳”中的“栀子”的加
工炮制中，将其加工成为微米级的颗粒饮片，方便中
药配伍和病人服用。 中药超微速溶饮片是一种新型
中药剂型，其先将中药进行超微粉碎或提取制成颗
粒，然后进行配方，这样既使用方便，又能节省药材、
提高药理效应[1]。
1%%%%仪器与试药
1.1%%%%仪器 FL-10型风冷粗碎机（江阴市丫匀机械
制造公司），FD-C1型便携式固体水分测定仪（潍坊
中特电子仪器有限公司），CT-C 型热风循环烘箱
（常州市轶宝干燥设备有限公司），75HP 冷冻干燥
机（江西捷豹空压机厂），LHC 气旋式气流粉碎机
（潍坊正远粉体工程设备有限公司），Olympus%STM6
测量显微镜（奥林巴斯中国公司），GWM-连续隧道
微波干燥灭菌机（天水华圆制药设备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岛津 LC-20AD高效液相色谱仪（LC-solution
工作站，LC-20AD 二元泵，SPD-20A 紫外检测器），
SimplicityTM型超纯水系统（Millipore公司）；Mettller%
Toledo%AG135双量程电子天平（十万分之一）。
1.2%%%%试药 栀子苷对照品（供含量测定用， 批号：
111828-201102，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供）；栀子
对照药材（供薄层鉴别用，批号：120986-200605，中
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供）；栀子（华润三九[南昌]
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试验用乙腈为色谱纯，其余试
剂为分析纯，水为超纯水。

2%%%%方法与结果
2.1%%%%原药材的净制 拣去杂质，筛去泥屑。
2.2%%%%原药材的含量测定 按照 2015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中栀子的含量测定项下[2]的方法进
行测定。 栀子原药材中栀子苷的含量为 3.85%。
2.3%%%%常规干燥 栀子净制后需要初步干燥，药典中
规定栀子药材的水分是不得过 8.5%，由于水分太大
就会产生粘连现象， 所以应将水分控制在 6.0%以
下，以减少粘连现象。 为确定最佳常规干燥的温度，
采用热风循环烘箱， 分别在 50%℃、60%℃、70%℃、80%
℃条件下干燥，使其水分控制在 5.5%，以干燥时间
及栀子中栀子苷的含量来确定最佳干燥温度， 水分
采用固体水分测定仪进行测定。 结果见表 1。 在 50%
℃、60%℃条件下干燥，栀子苷含量最高且相近，从节
能角度来考虑，60%℃烘干 5.5%h， 即可达到满意的效
果，故确定本产品的常规干燥温度为 60%℃烘干 5.5%h。

表 1%%%%常规干燥温度及所需干燥时间

2.4%%%%常规粗粉 采用 FL-10 型风冷粗碎机将常规
干燥的栀子粉碎成粗粉，过 20目筛，备用。
2.5%%%%冷冻干燥 在进行超微粉碎前，要预先将粉碎
的药材粗粉冷冻到较低的温度， 这样可以避免高速
粉碎所产生的高温， 减少栀子药材中有效成分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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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60
70
80

6
%%%5.5
%%%4.7
4

3.85
3.83
3.63
3.55

86· ·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16年 9月第 16卷第 9期

失。 影响冷冻干燥的因素主要有冷冻温度及冷冻时
间，采用 L9（23）正交设计，以栀子苷为指标，考察冷
冻温度及时间。结果见表 2、表 3。 由极差 R可以看
出，因素主次为 RA＞RB，即冷冻温度＞冷冻时间，方
案 A3B2有效成分保留效果最好， 方案 A3B3效果与
之相近，但冷冻时间较长。 从节约能源、提高效率的
角度考虑，最终选择方案 A3B2，即冷冻温度 -4%℃，冷
冻时间 4%h。

表 2%%%%因素水平表

表 3%%%%正交实验及结果

2.6%%%%超微粉碎与常规粉碎比较 将经过常温粗粉
及冷冻干燥的栀子粗粉 5%kg，加入 LHC气旋式气流
粉碎机中，进行粉碎，收集粉体，即为栀子超微粉。
同步将经过常规粗粉及冷冻干燥的栀子粗粉 5%kg，
加入粉碎机中，经过多次粉碎，筛分，得到粒度 100
目的粉体。 将两种粉体分别进行含量测定，薄层鉴
别，并采用显微镜测量粉体粒径。 结果比较见表 4、
图 1和图 2。 超微粉碎较常规粉碎，粉碎次数少，效
率高，且所得粉体更细，得率更高，对有效成分保留
更好。

表 4%%%%常规粉碎与超微粉碎比较

%

%%%%%%%%%%%a%%%%%%%b%%%%%%%c%%%%%d%%%%%%e%%%%%%%%%%%%%%%%%%%%%%%%%%%%%%%%%%%%%%f%%%%%%g%%%%%%h%%%%%%%i%%%%%%%%j
%%%%%%%%注：a、f为栀子苷；b、g为栀子对照药材；c、d、e为超微粉碎细粉；h、i、j为
常规粉碎细粉。
图 1%%%%超微粉碎细粉薄层色谱图 图 2%%%%常规粉碎细粉薄层色谱图

2.7%%%%灭菌方式比较 采用微波干燥灭菌和湿热蒸
汽灭菌两种方式， 比较研究栀子超微速溶饮片灭菌
时间、灭菌效果和灭菌后有效成分含量。比较效果见
表 5。 微波干燥灭菌所需时间短，灭菌效果更优，有
效成分损失小，更适合生产需要。

表 5%%%%微波干燥灭菌与湿热蒸汽灭菌比较

2.8%%%%栀子苷含量测定方法 按照 2015年版《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栀子的含量测定项下[2]的方法
进行测定。
2.9%%%%总结 综上所述，新技术与传统工艺技术相比
较，饮片中薄层鉴别效果更明显，有效成分含量高出
6%以上，药粉得率高出 10%左右。
3%%%%讨论

超微粉碎是压缩空气经过冷却、过滤、干燥后，
经喷嘴形成超音速气流摄入旋转粉碎室， 使物料呈
流态化，在旋转粉碎室内，被加速的物料在数个喷嘴
的喷射气流交汇点汇合，产生剧烈的碰撞、摩擦、剪
切而达到药材的超细粉碎。 粉碎后的物料被上升的
气流输送至叶轮分级区内， 在分级轮离心力和风机
抽力的作用下，实现粗细粉的分离，粗粉根据自身的
重力返回粉碎室继续粉碎， 合格的细粉随气流进入
旋风收集器，微细粉尘由袋式除尘器收集，净化的气
体由引风机排出。 将传统中药饮片按新工艺加工成
超微速溶饮片， 既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药材中的有
效成分，又可提高其体外溶出度，超微粉溶出速率远
远大于普通粉 [3~4]， 超微粉碎后粒子形态及结构均
匀，溶出速率快[5]。

栀子为茜草科植物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的干燥成熟果实[2]，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
毒；外用消肿止痛。用于热病心烦、湿热黄疸、淋证涩
痛、血热吐衄、目赤肿痛、火毒疮疡；外治扭挫伤痛。
目前，对栀子果实的化学成分研究较充分，主要包括
环烯醚萜苷类、二萜类（西红花苷类）、有机酸酯类以
及其他类化合物 [6]。 栀子含有的京尼平苷有保肝作
用， 对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同样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7],还有抗焦虑活性[8]，另有实验研究发现栀子苷是
栀子利胆的有效成分[9]，对胰腺具有保护作用[10]。 此
外，栀子提取物还有抗炎[11]、抗氧化[12]、抗肿瘤[13]、抗
病原体[14]等作用，在对心血管系统方面，还有抗动脉
粥样硬化[15]、降血脂[3]、抗血栓[16]及降血糖等作用[17]。
所以，将栀子原药材经过加工成为超微速溶饮片后，
能更好的发挥其各种药理作用， 提供更好的临床疗
效，并且方便中药配伍或单方使用。（下转第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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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方式 粉碎次数（次） 粒径（滋m） 得率（%） 薄层色谱鉴别 栀子苷（%）

常规粉碎
超微粉碎

4
%1

150
%0.2~15

83.23%
93.47%

斑点清晰
斑点更清晰

3.85
4.09

灭菌方式 灭菌时间（min） 灭菌后细菌数（cfu/g） 栀子苷（%）

湿热蒸汽灭菌
微波干燥灭菌

180
45

250
100

3.65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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