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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优化蒲葵子总黄酮提取工艺# 并评价其体外抗肿瘤活性’ 方法!以提取时间& 超声功率& 乙醇体积分
数& 液料比为影响因素# 总黄酮提取率为评价指标# 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化提取工艺’ 然后# M00法检测总黄酮对
ZXO-’&"& [1KX#& L,(’ 细胞的抑制作用’ 结果!最佳条件为提取时间 $& 467# 超声功率 *& [b# 乙醇体积分数 ),!#
液料比 $& k"# 总黄酮提取率 ""Q,’!’ 与阴性对照比较# 总黄酮对 $ 种肿瘤细胞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P&Q&,#
!P&Q&"$# 并呈量效关系# (* C内最大抑制率分别为 *$Q--!& ’$Q$$!& -(Q$’!’ 结论!该方法稳定可靠# 可用于
提取具有较强体外抗肿瘤活性的蒲葵子总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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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中国每年新发癌症达 (#’ 万# 占全球
#&!# 其中死亡 #*" 万(") # 其防治已成为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 目前# 上市的抗癌药大多副作用较大#
在治疗的同时也会产生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故发现
高效低毒的相关药物至关重要’

蒲葵子在民间常被用于治疗各种癌症 "如肝
癌& 肺癌& 食管癌等$ (#) # 为棕榈科植物蒲葵
L+7+),(3- <%+3&3)+)"V5;p%$ I%.D%的干燥成熟果
实# 性味甘& 淡& 涩& 平# 具有止血抗癌功效#
含有黄酮& 甾体& 三萜& 蒽醌& 多糖& 鞣质等成
分($+() # 有着抗肿瘤& 抗氧化& 保肝等作用(,+*) ’
研究表明# 从蒲葵子中分离出的抗肿瘤活性成分
主要为黄酮(’+"&) # 故本实验采用星点设计+效应面
法优化蒲葵子总黄酮提取工艺# 并通过 M00法考
察其对 ZXO-’&"& [1KX#& L,(’ 细胞的抑制作
用# 以期为预防癌症的相关保健产品开发提供参
考依据’
JK材料
"Q"!仪器!0T+"*"&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
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o,#&& 数控超声
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ON##,d
电子天平 "十万分之一# 德国 Z5DF<D69E公司$%
Z;617 0\+"& J冷冻干燥机 "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Y’& Oa# 培养箱 (力新仪器 "上
海$ 有限公司)% L3#&&& 倒置显微镜 "麦克奥迪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Rh*&& 酶标仪 "美国
.6<01B公司$% X171ZK11@ (") 离心机 "基因有限
公司$’
"Q#!试药!蒲葵子由广东德鑫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经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数理工程研究院陈建南研
究员鉴定为棕榈科植物蒲葵 L+7+),(3- <%+3&3)+)
"V5;p%$ I%.D%的干燥成熟果实’ 芦丁对照品
"批号 ","&#$# 含有量"’*!# 成都普菲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M00"批号 M#"#*# 美国 Z6?45公
司$% dMZa "美国MN公司$% 高糖 dM3M "批号
;"’’,,&&HF# 美国 X6H;<公司$% 胎牛血清& N.Z&
青链霉素混合液 "美国 [=;2<71公司$’ 硝酸铝&
亚硝酸钠& 氢氧化钠& 乙醇均为分析纯’
"Q$!细胞!人胃癌细胞 ZXO-’&"& 人肝癌细胞
[1KX#& 人肺癌细胞 L,(’ 均购自吉欧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K方法与结果
#Q"!方法学考察
#Q"Q"!供试品溶液制备!药材粉碎后过 ,& 目筛#

精密称取 "Q&&& ?# 加入 -&!乙醇 #& 4R# 超声提
取 $& 467# 抽滤# 滤液转至 "&& 4R量瓶中# 定容
至刻度# 即得’
#Q"Q#!对照品溶液制备!精密称取芦丁对照品
"&Q& 4?# 甲醇溶解# 转移至 ,& 4R量瓶中# 定容
至刻度# 即得 "质量浓度 &Q# 4?A4R$’
#Q"Q$!检测波长选择!取供试品& 对照品溶液各
" 4R# 置于 "& 4R量瓶中# J5Ja#+L2"Ja$ $ $+
J5a[系统显色后# 在 #&& e*&& 74波长处进行扫
描# 发现两者在 ,&( 74处均有最大吸收# 故选择
其作为检测波长’
#Q"Q(!线性关系考察!分别精密吸取 && &Q,&&
"Q&&& #Q&&& $Q&&& (Q&&& ,Q&& 4R对照品溶液于
"& 4R量瓶中# 加 ,!J5Ja# 溶液 " 4R# 混匀后静
置 ) 467# 加 (!L2"Ja$$ $ 溶液 " 4R# 混匀后静
置 ) 467# 再加 )!J5a[溶液 $Q& 4R# 蒸馏水稀
释至 "& 4R# 混匀# 静置 ", 467# 第 " 管作为空白
对照# 在 ,&( 74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以吸光度
"/$ 对溶液质量浓度 "T$ 进行回归# 得回归方
程为/q""Q$## *(Tj&Q&&’ &" "8q&Q’’’ #$# 在
&Q&" e&Q" 4?A4R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Q"Q,!精密度试验!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 4R#
按 *#Q"Q$+ 项下方法测定吸光度 , 次# 测得其
IZd为 "Q’&!#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Q"Q)!重复性试验!取同一批药材# 按 *#Q"Q"+
项下方法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 , 份# 分别精密量取
" 4R# 按 *#Q"Q$+ 项下方法测定吸光度 , 次# 测
得其IZd为 "Q*&!#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Q"Q-!稳定性试验!取同一批药材# 按 *#Q"Q"+
项下方法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 *#Q"Q$+ 项下
方法每隔 "& 467 测定吸光度 " 次# 持续 "#& 467#
测得其 IZd为 #Q-&!# 表明溶液在 "#& 467 内稳
定性良好’
#Q"Q*!加样回收率试验!取同一批含有量已知的
药材粉末 "含无水芦丁 )Q&-!$ , 份# 每份 &Q" ?#
精密加入芦丁对照品 )Q# 4?& -&!乙醇 # 4R# 超
声提取 $& 467后抽滤# 滤液转移至 "& 4R量瓶中#
定容至刻度# 按 *#Q"Q$+ 项下方法测定吸光度#
测 得 其 平 均 加 样 回 收 率 为 ’*Q**!# IZd
为 "Q##!’
#Q#!单因素试验
#Q#Q"!提取方法!精密称取同一批药材粉末
"&Q&&& ?# 加入 "&& 4R-&!乙醇# 分别回流& 超
声 ""&& [b$& 冷浸 $& 467# 过滤# 浓缩# 浓缩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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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至 "&& 4R量瓶中# -&!乙醇定容至刻度’ 取
" 4R# 稀释 #& 倍后取 " 4R稀释液# 置于 "& 4R量
瓶中# 按 *#Q"Q$+ 项下方法测定吸光度# 计算提
取率 ( "提取液中总黄酮质量A药材粉末质量$ h
"&&!# 下同)# 平行 , 次’ 结果# $ 种提取方法下
的提取率分别为 -Q’,!& *Q)-!& ,Q&#!# 即超
声提取最高’
#Q#Q#!超声功率!为了排除温度对实验结果的干
扰# 超声仪中的水处于循环更新状态’ 精密称取同
一批药材粉末 "&Q&&& ?# 加入 "&& 4R-&!乙醇#
超声功率选择 )&& -&& *&& ’&& "&& [b# 减压抽
滤# 浓缩# 浓缩液转移至 "&& 4R量瓶中# 提取溶
剂定容至刻度’ 取 " 4R# 稀释 #& 倍后取 " 4R稀
释液# 置于 "& 4R量瓶中# 计算提取率# 平行 ,
次’ 结果# , 种超声功率下的提取率分别为
)Q’$!& -Q-)!& *Q-(!& *Q)$!& *Q)*!# 即在
*& [b时最大# 之后反而有所下降# 可能是由于超
声功率过大对总黄酮化学结构有所破坏’
#Q#Q$!提取时间!固定超声功率 *& [b# 提取时
间选择 "&& #&& $&& (&& ,& 467# 计算提取率# 平
行 , 次’ 结果# , 种提取时间下的提取率分别为
)Q#,!& -Q$&!& *Q-&!& *Q))!& *Q)’!# 即在
$& 467时最高# 之后趋于平衡’
#Q#Q(!乙醇体积分数!固定超声功率 *& [b# 提
取时间 $& 467# 乙醇体积分数选择 ,&!& )&!&
-&!& *&!& ’,!# 计算提取率# 平行 , 次’ 结
果# , 种乙醇体积分数下的提取率分别为 )Q-,!&
-Q,$!& *Q,’!& *Q("!& *Q&-!# 即在 -&!时
最高# 之后有所下降’
#Q#Q,!液料比!固定超声功率 *& [b# 提取时间
$& 467# 乙醇体积分数 -&!# 液料比选择 "& k"&
", k"& #& k"& #, k"& $& k"# 计算提取率# 平行
, 次’ 结果# , 种液料比下的提取率分别为
*Q)-!& ’Q#-!& ’Q--!& "&Q")!& "&Q&"!# 即
在 #, k" 时最高# 之后趋于平衡’
#Q#Q)!提取次数!固定超声功率 *& [b# 提取时
间 $& 467# 乙醇体积分数 -&!# 液料比 #, k"# 选
择提取次数 "& #& $& ( 次# 计算提取率# 平行 ,
次’ 结果# ( 种提取次数下的提取率分别为
"&Q$)!& ""Q-$!& ""Q*(!& ""Q*)!# 即 # 次时
可基本保证完全提取# 后期不再优化’
#Q$!工艺优化$"(%!选择提取时间 "L$& 超声功
率 ".$& 乙醇体积分数 "O$& 液料比 "d$ 作为
影响因素# 总黄酮提取率 "U$ 作为评价指标进行

响应面试验# 因素水平见表 "# 结果见表 #’
表 JK因素水平

;(5PJKN(0&"-.(%!Q*7*Q.

因素
水平

i# i" & " #

L提取时间A467 "& #& $& (& ,&

.超声功率A[b )& -& *& ’& "&&

O乙醇A! ,& )& -& *& ’&

d液料比 ", k" #& k" #, k" $& k" $, k"

表 LK试验设计及结果
;(5PLKC*.#O%(%!-*.4Q&."/&*.&.

试验号 L . O d U总黄酮提取率A!
" i" i" i" i" )Q"(

# " i" i" i" ’Q&(

$ i" " i" i" *Q#$

( " " i" i" *Q),

, i" i" " i" ’Q(,

) " i" " i" ’Q),

- i" " " i" ’Q&$

* " " " i" ’Q()

’ i" i" i" " ’Q&*

"& " i" i" " "&Q#$

"" i" " i" " "&Q,-

"# " " i" " "&Q#,

"$ i" i" " " *Q*,

"( " i" " " "&Q((

", i" " " " ’Q()

") " " " " ’Q)#

"- i# & & & )Q&*

"* # & & & ’Q&$

"’ & i# & & ’Q*-

#& & # & & ""Q(*

#" & & i# & "&Q,#

## & & # & ""Q-’

#$ & & & i# ’Q,*

#( & & & # "&Q)-

#, & & & & "&Q)*

#) & & & & ""Q,,

#- & & & & ""Q*(

#* & & & & ""Q)#

#’ & & & & ""Q*(

$& & & & & ""Q*#

!!然后# 通过 d1E6?7+3]K1DF*Q&,H 软件进行拟
合# 得回归方程为Gqi’-Q((’ ,’* j"Q"#( &(/j
&Q*-# )#Kj&Q-’’ $-:j"Q)*& #,Ei&Q&&$ #"* -,/Ki
&Q&&" &)# ,/:i&Q&&" -"# ,&/Ei&Q&&# ,"* "-,K:j
&Q&&& #)# ,&&KEi&Q&&’ ""# ,&:Ei&Q&""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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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K# i&Q&&# &$* ,(:# i&Q&"* (,(E##
方差分析见表 $’ 由表可知# 二项式拟合模型 !P
&Q&&& "# 表明模型显著% 因素 L& d& Od& L#&
.#& d# 的!P&Q&,# 表明均具有显著性% 失拟项
!l&Q&,# 表明误差小# 模型拟合度较高’

注! 左图均为等高线图# 右图均为响应面图

图 JK各因素响应面图
N#OPJK<*.,"%.*.4-/(0*,Q"&./"-7(-#"4./(0&"-.

表 MK方差分析
;(5PMK$%(Q+.#."/7(-#(%0*

来源 离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值 !值
模型 ,-Q#)& "( (Q&’ ’Q’&& P&Q&&& "
L )Q((& " )Q((& ",Q,*& &Q&&" $
. "Q$"& " "Q$"& $Q"-& &Q&’, "
O "Q))& " "Q))& (Q&#& &Q&)$ ,
d ,Q&-& " ,Q&-& "#Q#-& &Q&&$ #
L. "Q))& " "Q))& (Q&"& &Q&)$ )
LO &Q#&& " &Q#&& &Q(-& &Q,&" -
Ld &Q"#& " &Q"#& &Q#*& &Q)&" ’
.O "Q&#& " "Q&#& #Q()& &Q"$- ’
.d &Q&&$ " &Q&&$ &Q&&- &Q’$)
Od $Q$#& " $Q$#& *Q&(& &Q&"# ,
L# $$Q(#& " $$Q(#& *&Q’&& P&Q&&& "
.# #Q**& " #Q**& )Q’)& &Q&"* )
O# "Q"(& " "Q"(& #Q-)& &Q""- ,
d# #Q*$& " #Q*$& )Q"$& &Q&#, -
残差 )Q#&& ", &Q("& . .
失拟项 ,Q"’& "& &Q,#& #Q,’& &Q",# ,
纯误差 "Q&&& , &Q#& . .
总离差 )$Q()& #’ . . .

!!响应面分析见图 "# 确定最优工艺为提取时间
$"Q,) 467# 超声功率 *,Q(’ [b# 乙醇体积分数

)$Q,-!# 液料比 #’Q&$ k"# 根据实际操作情况#
将其修正为提取时间 $& 467# 超声功率 *& [b# 乙
醇体积分数 ),!# 液料比 $& k"’ 称取 , 份药材粉
末# 每份 "&Q&&& ?# 按上述优化工艺进行验证试
验# 测 得 总 黄 酮 提 取 率 为 ""Q,’!# IZd 为
"Q#)!# 与预测值 ""Q-)!相当# 表明该模型预测
性良好’
#Q(!体外抗肿瘤活性评价!取对数生长期的
[1KX#& ZXO-’&"& L,(’ 细胞# 消化计数后 (细
胞密度约为 "$ e’$ h"&( A4R)# 按每孔 "&& "R
"$ e’$ h"&$ 个细胞接种于 ’) 孔细胞培养板中#
四周用无菌 N.Z 填充以防止边缘效应# 培养 #( C
待细胞贴壁后# 原培养液用移液枪移出# 对半稀释
方法配制成不同质量浓度 "*&&& (&&& #&&& "&&&
,&& #,& "#Q,& )Q#, "?A4R$# 每孔设 ) 个复孔#
加 "&& "R# 并各设 ) 个阴性& 阳性对照孔 ",+氟
尿嘧啶# ,& "?A4R$ 和 # 个调零孔# 调整板内各
孔液体总量# 使其均为 "&& "R# 不足者补充含
"&!胎牛血清的 dM3M高糖型培养液’ 药物与肿
瘤细胞分别孵育 #(& (* C 后# 加入 , 4?A4RM00
N.Z溶液 #& "R# 继续培养 ( C 后终止# 小心吸取
除去培养孔内的培养液# 每孔加入 ",& "RdMZa#
振摇 "& 467 以使形成的甲臜颗粒充分溶解# 混匀
后于 ,-& 74波长处测定各孔吸光度 "ad值$#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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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抑制率# 取平均值# 通过 ZNZZ #&Q& 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见表 ( e)’ 由表可知# 总黄酮对 $ 种

细胞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P&Q&,# !P&Q&"$#
并呈量效关系’

表 RK总黄酮对:U=[dXJ细胞的影响 %!T"’ ’̂ b&
;(5PRK@//*0&."/&"&(Q/Q(7"%"#!."%:U=[dXJ 0*QQ.%!T"’ ’̂ b&

给药剂量A""?04Ri"$
ad值 抑制率A!

#( C (* C #( C (* C

阴性对照组 &Q’)’ f&Q&&# &Q’&) f&Q&&) i i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Q, &Q*,’ f&Q&&,!! &Q-,( f&Q&&-!! ""Q$# f&Q(- ")Q-" f&Q-$

)Q#, &Q’#& f&Q&&$!! &Q*"" f&Q&&(!! ,Q&) f&Q#, "&Q(’ f&Q$’

阳性对照组 &Q#"( f&Q&&$!! &Q")’ f&Q&&,!! --Q’# f&Q#)& *"Q$, f&Q(#&

!!注!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Q&"

表 VK总黄酮对A*,UL细胞的影响 %!T"’ ’̂ b&
;(5PVK@//*0&."/&"&(Q/Q(7"%"#!."%A*,UL 0*QQ.%!T"’ ’̂ b&

给药剂量A""?04Ri"$
ad值 抑制率A!

#( C (* C #( C (* C

阴性对照组 &Q’’* f&Q&&# &Q’"# f&Q&&, i i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Q, &Q-’* f&Q&&(!! &Q)$$ f&Q&&’!! #&Q&& f&Q)&& $&Q)# f&Q’"&

)Q#, &Q’&& f&Q&&(!! &Q-$’ f&Q&&’!! ’Q-- f&Q)$& "’Q&# f&Q’#&

阳性对照组 &Q"*( f&Q&&$!! &Q"&’ f&Q&&,!! -*Q’" f&Q)&& *,Q’$ f&Q((&

!!注!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Q&"

表 bK总黄酮对$VRd 细胞的影响 %!T"’ ’̂ b&
;(5PbK@//*0&."/&"&(Q/Q(7"%"#!."%$VRd 0*QQ.%!T"’ ’̂ b&

给药剂量A""?04Ri"$
ad值 抑制率A!

#( C (* C #( C (* C

阴性对照组 &Q),) f&Q&"& &Q-’’ f&Q&$, i i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 &Q)"# f&Q&&-! &Q))) f&Q&&$! )Q-" f&Q))! ")Q)$ f&Q$#!

"#Q, &Q)#’ f&Q&&)! &Q-#) f&Q&"" (Q"& f&Q,’! ’Q"& f"Q""

)Q#, &Q)($ f&Q&&- &Q-*$ f&Q&&) #Q&" f&Q-# "Q’, f&Q,"

阳性对照组 &Q#$( f&Q&&$!! &Q"-’ f&Q&"(!! )(Q$$ f&Q&&#!! --Q)& f&Q&&)!

!!注!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Q&,#!!!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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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讨论
星点设计+效应面法具有试验次数少& 精度高

的优点(""+"#) % 超声提取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比较
普遍# 具有设备简单& 操作方便& 提取时间短& 提
取较完全的特点("$+",) # 故本实验采用该方法优化
蒲葵子总黄酮提取工艺# 可为后期相关药效学研
究奠定基础# 也为相关产品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另外# 考虑到温度对提取率的影响较大# 而本实
验所用超声仪无法控制温度# 故人为地使仪器中
的水处于流动更替状态# 以减少温度对实验结果
的影响’

在高质量浓度 ""&& e*&& "?A4R$ 下# 蒲葵
子总黄酮对 ZXO-’&"& [1KX#& L,(’ 细胞的抑制
率较大# 在 *&& "?A4R时作用 (* C 后达到最大#
分别为 -’Q""!& *’Q*)!& -(Q$’!% 低质量浓度
")Q#, "?A4R$ 下对其抑制率较小# 尤其是 L,(’
细胞# 其原因可能是此时 $ 种细胞对总黄酮敏感度
较低# 或提取物纯度不够高所致# 需进一步富集纯
化以增强其药效’

蒲葵子总黄酮提取物成分复杂# 对其抑制细胞
增殖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因此# 今后将对该成分
进行体内抗肿瘤活性研究# 以期更全面地评价其
作用’

参考文献!

( " ) !佚名%#&"- 年中国最新癌症数据(V)%中国肿瘤临床与康

复# #&"-# #(")$! -)&%

( # ) !黄月凤# 许海婷# 陈!平# 等%蒲葵籽的化学成分及其抗

癌活性成分研究(V)%海峡药学# #&""# #$"($! $*+(&%

( $ ) !江苏医学院%中药大词典 "下$ (M)%上海! 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 "’*)! #(,’%

( ( ) !陈!艳# 姚!宏# 李少光# 等%蒲葵子化学成分研究(V)%

海峡药学# #&"## #("*$! ,&+,$%

( , ) !刘国雄%蒲葵子质量评价方法研究(d)%广州! 广州中医

药大学# #&")%

( ) ) !张!亮%蒲葵子抗氧化及保肝活性研究(d)%广州! 广州

中医药大学# #&")%

( - ) !钟振国# 罗!沛# 黄!燕# 等%蒲葵子抗癌有效部位提取

物的小鼠微核实验 (V)%时珍国医国药# #&&’# #& "($!

--,+--)%

( * ) !柳!雷# 熊常健# 朱岳麟# 等%蒲葵籽活性单体的分离及

其抗癌活性研究(V)%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

( ’ ) !王!慧%中药蒲葵子有效部位化学成分及药材质量控制的

研究(d)%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

("&) !\17?W.# o69 o# V657?OX# &,-.#L7F6<]6@57F̂25‘571Ê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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