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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宋代茶艺盛行，北宋蔡襄《茶录》介绍当时饮茶方法多

为将茶碾为细末再沸水冲饮，“点茶”“点汤”方法由此而来，

一些古方中亦提及“白汤点服”的方法。汤剂作为中国临床

应用最早、最广的一种剂型，可适应中医的辨证施治、随症

加减的原则，具有吸收快，作用强的优点。中药疗效除了与

药材的质量、炮制方法相关外，煎煮方法尤为关键 >��。通过

查阅大量文献，同时对临床煎煮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各地煎

煮方法差异大。临床医生、药房、汤剂煎煮等相关行业人员

大多未有可靠又具事实依据的说法。针对这一现状，中国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行业专项对中药汤剂传统煎煮方法进行规范

化系统研究，目的是制定合理的煎煮操作流程，提高汤剂质量。

四君子汤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人参、白

术、茯苓、甘草组成，具益气健脾之功，主治脾胃气虚证，

是补气基本方。西洋参与人参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的根，

人参在中国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西洋参始载于清吴仪

路的《本草从新》（����年），发现及应用均晚于人参 >��。

随着西洋参在中国的引种成功，近年来对其研究也有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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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四君子汤的不同提取方法，获得一种高效实用的提取工艺。方法：以汤剂中人参皂苷5J�和甘草酸铵含量为指标，
药物颗粒大小、煎煮时间、加水量及煎煮次数为考察因素，采用/���

��正交设计对四君子汤传统煎煮工艺进行多指标综合优
选。选取最佳传统煎煮工艺与茶饮对比，比较所得汤药中人参皂苷5J�和甘草酸铵含量。结果：优选传统煎煮工艺为加��目，
��倍量的水浸泡�K，用文火煎煮��PLQ，煎煮�次，合并药液。茶饮与传统煎煮工艺比较，人参皂苷5J�和甘草酸铵含量无明显
区别。结论：优选出茶饮新型工艺稳定可行，能较好地保留有效成分，保证汤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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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特别是在抗肿瘤方面 >��。研究表明，人参皂苷 5K�和

5J�为主要抗癌活性成分
>��，其在西洋参中含量高于人参 >��，

故本次试验中用西洋参代替人参，不仅保持人参固有的扶正

固本功效，更提高了抗癌有效成分含量。方中描述“上为细末。

每服二钱，水一盏，煎至七分，通口服，不拘时，入盐少许，

白汤点亦得。”论文欲探讨“细末”具体大小及煎煮法与“白

汤点”服即茶饮法的区别。据文献报道四君子汤有效成分为

黄酮类、皂苷类、多糖类及有机酸类等成分 >��，有学者应用

液相串联质谱、质谱—质谱串联技术对复方四君子汤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四君子汤的水溶性成分主要来源于君药人

参和使药甘草 >��，结合 ����版《中国药典》中人参和甘草

质量标准中含量测定指标 >��，选择汤剂中人参皂苷 5J�和

甘草酸铵为指标性成分，本实验以四君子汤为研究对象，

以颗粒度、煎煮时间、加水量及煎煮次数为考察因素，采

用 /���
��正交设计对四君子汤传统煎煮工艺进行多指标综

合优选，最终优选出一种传统煎煮方法，与新方法茶饮法

对比，判断不同提取方法对汤剂质量的影响 >��。本方煎煮

的规范化研究，将对补益类中药汤剂煎煮提供规范化研究

的借鉴；茶饮方法的探讨，有可能开发出一种新型、高效、

方便的中药提取方法。

2�材料

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63��0��检测器；%2)����超纯

水发生器；+�1*3,1*�)�����电子天平；.4�����9 数控

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药材粉碎机；

/�����医用低速离心机；6�2�����真空不锈钢保温杯。

人参皂苷 5J�标准品 �批号 ������—��������、甘草酸

铵标准品（批号 ������—������），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检定所；乙腈（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色谱纯，

纯度≥ ����％，批号 ��������）；甲醇（购自天津市科密欧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号 ��������）；正丁醇（广东汕头市

西陇化工厂，色谱纯，纯度≥ ����％，批号 �������）四君

子汤处方：西洋参 �J，白术 �J，茯苓 �J，炙甘草 �J。西洋

参（美国产，批号 ������，够自毫州市宏宇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白术（浙江产，批号 ��������）、茯苓�（湖北产，批

号���������）、炙甘草（内蒙古产，批号 ��������），四种

饮片均购自鄂神农本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经湖北医药学院

药学院汪选斌教授鉴定均为正品。

3�方法与结果

3.1�人参皂苷Rg1 和甘草酸铵的测定

������色谱条件及系统适应性实验�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乙腈为流动相

�，以水为流动相 %，按表 �中的规定进行梯度洗脱；检测

波长为 ���QP。理论板数按人参皂苷 5J�，峰计算应不低于

����。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乙腈为流动相 �，

以 �����磷酸为流动相 %，按下表（见表 �）中的规定进行

梯度洗脱；检测波长为 ���QP。理论板数按甘草酸铵，峰计

算应不低于 ����。

进样体积 �μ/。在此色谱条件下人参皂苷 5J�，甘草酸

铵能与杂质完全分离，并取得较好的峰形和较高的理论塔板

数，效果满意。

表 1�人参皂苷HPLC 条件

时间（分钟） 流动相（�） 流动相（%）

�a�� �� ��

��a�� ����� �����

��a�� �� ��

��a��� ����� �����

表 2�甘草酸铵HPLC 条件

时间（分钟） 流动相（��） 流动相（%�）

�a�� �� ��

�a�� ����� �����

��a�� ������ ����

��a�� ������ ����

������供试溶液的制备�

先将四中药材分别粉碎为 ��、��、���目颗粒度大小，

按照正交试验设计表分别称取 �剂药材，其中，西洋参 �J，

白术 �J，茯苓 �J，炙甘草 �J。常温浸泡 �小时备煎。各

剂药材按正交条件煎煮，所得汤药自然冷却，低速离心机

����U�PLQ离心 �PLQ，取上清合并，再将各组所得上清药液

蒸发浓缩至 ���P/备用。精密量取 �P/四君子汤药液，甲

醇定容到 ��P/，取 �P/上清过滤进样。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适量人参皂苷5J�对照品，转移至��P/容量瓶，

甲醇定容为 �����PJ�P/溶液，取甘草酸铵适量，精密称定，置

于 ��P/容量瓶中，加甲醇溶液至刻度，摇匀，即得 ���PJ�P/�

标准品溶液。

3.2�四君子汤传统煎煮工艺影响因素的优选

以人参皂苷 5J�及甘草酸铵提取量为考察指标，选择药

材粉碎度、加水量、提取时间、煎煮次数为考察因素，每个

因素选择�个水平，因素水平见表 �。按处方称取西洋参、白术、

茯苓、甘草共 �份，按/���
��正交表进行试验，实验安排见表 �。

在 �����+3/&条件下检测人参皂苷 5J�及甘草酸铵，结果见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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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四君子汤传统水煎工艺与新型茶饮工艺对比

由上述结果不难看出 �组和 �组所得人参皂苷和甘草

酸铵含量较其他组高，为优选方案。为进一步验证，重复 �

组和 �组试验，每组设两个平行对照，列为 ��、�%、��、

�%。分析上述试验发现人参皂苷提取率偏低，参照药典，改

水煎醇沉法为水煎正丁醇萃取法，煎煮方法不变，低速离心

机离心取上清蒸发浓缩后，精密量取 ��P/四君子汤药液，

置分液漏斗中，用正丁醇萃取 �次，每次 ��P/。合并正丁醇

液，蒸干，残渣加甲醇适量分次溶解，移置 ��P/量瓶中，

加甲醇至刻度，作为供试品溶液。与标准品对照结果如表 �。

试验证明，方案 �优于方案 �，方案 �条件为 ��目，��倍水，

��PLQ煎 �次。

按照方案 �称取四君子汤药材，于相同条件下改水煎煮

表 4�四君子汤提取试验方案

�因素

列号
�药材粉碎度（目） %加水量（倍） &煎煮时间（PLQ） �煎煮次数（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5�正交试验 HPLC实验结果

保留时间 峰面积 含量

人参皂苷 甘草酸铵 人参皂苷 甘草酸铵 人参皂苷 甘草酸铵

标准品 ������ ������� ������ ������� ����� �

样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6�3 组、7组 HPLC实验结果

保留时间 峰面积 含量

人参皂苷 甘草酸铵 人参皂苷 甘草酸铵 人参皂苷 甘草酸铵

标准品 ������ ������ ������ �������� ����� �

样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茶饮 ������ ������ ������ ������� �������� ��������

（下转第 ��页）

表 3�四君子汤传统煎煮工艺因素水平表

水平 �药材粉碎度（目） %加水量（倍） &煎煮时间（PLQ） �煎煮次数（次）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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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组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相互对比没有统计学差异性，�

3＞ ����，护理服务之后实验组的分数低于对照组，3＜ ����。

主要因为合理使用心理护理的方式在患者入院的最初阶段就

可以分析与研究心理状态与情绪状态，为其详细介绍病房的

情况、治疗的流程、后续的进展等，相互沟通交流缓解负面

的情绪，有效预防因为不良情绪的影响出现病情的问题。并

且在实际护理服务的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心理疏导、思想层面

的开解等方式，引导患者自主性调整心理状态，增强患者家

庭的支持度，使得患者认真、仔细配合参与治疗活动，不会

出现抗拒治疗的心理或是其他的现象。因此在重症肺结核实

际护理期间应重视心理护理方式和措施的运用，切实根据患

者的情绪状态、具体心理情况等筛选最佳的心理疏导措施、

情绪引导措施等，按照不同患者的状态制定差异性的心理护

理计划与方案，形成良好的不良情绪预防作用，增强参与治

疗的自信心，保证患者可以顺利参与治疗 >��。

综上所述，重症肺结核的治疗过程中合理运用心理护理

的方式，不仅能够提升临床效果，还能改善患者对于服务的

满意度，具备一定的推广价值、普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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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温杯浸泡，合并三次所得汤药浓缩至 ��P/正丁醇萃取，

结果与方案 �对比见表 �。

4�讨论

中药制剂提取工艺的科学合理性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与

疗效。有研究表明，在室温下浸泡的时间越长，甘草酸的提

取率越高，但是超过 ��PLQ，提取率几乎无变化［�］，颗粒度

大小直接影响了有效物质的溶出 >���。论文选择颗粒度大小、

煎煮次数、加水倍数、煎煮时间等影响因素，参考 ����版《中

国药典》中四君子汤有效成分的测定指标，以人参皂苷 5J�

及甘草酸铵提取量为考察指标，设计 /���
��正交试验对四君

子汤进行提取工艺参数的优化。

结果表明，四个因素对有效成分提取均有影响，传统

水煎煮优化工艺为加 ��倍量的水浸泡 �K，用文火，煎煮�

���PLQ，煎煮 �次，合并药液。茶饮与传统煎煮工艺比较，

人参皂苷 5J�和甘草酸铵含量无明显区别，茶饮可以成为一

种四君子汤提取新工艺。但目前对于茶饮工艺研究尚少，更

多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论文相较于其他四君子汤文献报告，创新之处在于第一

次引入了茶饮方法，具有提取率高、方便、经济等优点。另外，

选择颗粒度大小作为正交因素也是首次提出，同样可以提高

药材提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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