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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制备齐墩果酸固体分散体( 方法!共沉淀法制备固体分散体后’ 以累积溶出度为评价指标’ 复合载体
"K‘KU$() G:17R17M# 比例) 药物与复合载体比例为影响因素筛选处方( 然后’ 通过 P射线衍射 "PA]#) 扫描电子
显微镜 "G2W#) 红外光谱 "FA#) 差示扫描量热 "]GO# 进行表征( 结果!最佳处方为复合载体比例 " d#’ 药物与
复合载体比例为 " d,’ 固体分散体在 "#( 35> 内的累积溶出度达 *,!( 齐墩果酸以无定形状态高度分散在复合载体
中( 结论!复合载体制备的固体分散体可明显提高齐墩果酸溶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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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墩果酸是一种三萜类有机化合物’ 常以游离
酸或苷元的形式分布于自然界多种植物中%"& ’ 具
有保肝%#& ) 抗炎%$& ) 抗肿瘤%)& ) 抗艾滋病病毒%’&

等多种生物活性’ 受到医药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但
它在水中的溶解性极差 " V" $?&3E# %-& ’ 渗透性
低 %!4RR g ""D" f"D$# i"( h-93&M& %,& ’ 生物利
用度不理想 "(D,!# %*& ’ 使其药效发挥受到了很
大影响( 为了改善该成分溶解和吸收特性’ 研究人

员先后应用了纳米制剂%.& ) 包合物%"(& ) 微囊%""& )
脂质体%"#& ) 固体分散体%"$&等制剂新技术’ 其中固
体分散体制备工艺相对简单’ 常作为提高药物溶出
度的手段之一’ 它能使药物具有高度润湿性’ 对药
物溶出速率) 生物利用度等均有较大提高’ 速释型
固体分散体常用的载体有聚乙二醇 "K2L#) 聚维
酮"K‘K#) 泊洛沙姆+"** "K:1:c430;+"**# 等%")& (

目前’ 关于齐墩果酸分散体的报道常采用单一
载体’ 包括 K‘K) K2L) 交联聚维酮 "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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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c430;+"**) 纳米碳酸钙) 二氧化硅) 聚乙烯己
内酞胺+聚醋酸乙烯醋+聚乙二醇接枝共聚物 "G:17+
R17M# 等( 在相同条件下’ 以K‘K为载体’ 乙醇为
溶剂’ 通过共沉淀法制备的齐墩果酸固体分散体溶
出效果明显好于 K:1:c430;+"**%"’&为载体$ 以纳米
碳酸钙为载体’ 乙醇为溶剂时’ 样品收率较低%"-& $
采用热熔挤出法) 熔融法) 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等手
段制备的固体分散体对实验仪器设备的要求较高’
而且工艺相对复杂%",& (

前期实验发现’ 相同工艺条件下单一载体制备
的固体分散体在 "#( 35>内的累积溶出度仅为 )*!
左右’ 而联合载体则达到了 *,!以上’ 并且性质
明显更优( 另据文献报道’ # 种载体联合应用可优
化载体系统理化性质’ 使得相关制剂稳定性) 溶解
度等参数得以改善’ 并能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 (
因此’ 本实验采用共沉淀法’ 联合应用 K‘KU$(
与新型载体 G:17R17M制备齐墩果酸固体分散体’ 为
其质量控制及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MN仪器与试药
"D"!仪器!B?510>6"#-(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B?510>6公司#$ BL+#’) 电子分析天平) G/BA0GC
""D(( 型热分析仪 "瑞士W06610;+/:10a:公司#$ SB+
#(($ 电子天平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AO*(- 溶出试验仪 "天津市天大天发科技有限公
司#$ GY*(#( 扫描电镜 "日本日立公司#$ H59:106
-,(( 红外光谱仪 "美国 /@0;3:I5M@0;G950>65_59公
司#$ ]*+Ba 4̂>90P射线衍射仪 "德国 Q;7U0;公
司#$ G[Z+]循环水式真空泵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
限责任公司#$ L/"-+$ 高速台式离心机 "北京时代
北利离心机有限公司#$ To+"(((2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公司#(
"D#!试药!齐墩果酸对照品 "含有量%.*!’ 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批号 ""(,(.+#("-(, #$
齐墩果酸原料药 "江西安邦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
#("-(.("#( K‘KU$( "批号L’$$#-K/(#) G:17R17M
"批号 *))")$-*2(’ 德国 QBGI公司#( 甲醇) 磷
酸为色谱纯 "美国迈瑞达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分
析纯$ 水为蒸馏水(
%N方法与结果
#D"!样品制备
#D"D"!固体分散体!按一定比例精密称取齐墩果
酸原料药和 # 种载体 "K‘KU$() G:17R17M#’ 分别
置于圆底烧瓶中’ 二氯甲烷超声使其完全溶解’ 合
并溶液’ 超声混匀’ )( e下减压浓缩除去溶剂’

得到黏稠状样品’ 室温下置于干燥器中干燥 #) @’
刮取样品’ 研细后过 *( 目筛’ 即得’ 置于干燥器
中密封保存(
#D"D#!物理混合物!按一定比例精密称取齐墩果
酸原料药和 # 种载体’ 先取少量载体置于研钵中’
再采用等量递加法将原料药与载体混匀’ 过 *( 目
筛’ 即得’ 密封置于干燥器中(
#D#![KEO法测定齐墩果酸含有量#".$

#D#D"!色谱条件!B?510>62915RM0K17MO"*色谱柱
"#’( 33i)D- 33’ ’ $3#$ 流动相甲醇+(D#!磷
酸 "., d$#$ 体积流量 "D( 3E&35>$ 检测波长
#"’ >3$ 柱温 $( e$ 进样量 #( $E(
#D#D#!溶液制备
#D#D#D"!对照品溶液!精密称取齐墩果酸对照品
适量’ 置于量瓶中’ 甲醇超声溶解’ 放冷后定容’
即得 "质量浓度为 )( $?&3E#(
#D#D#D#!供试品溶液!按溶出度测定方法取样
# 3E’ (D)’ $3微孔滤膜滤过’ 取续滤液’ 即得(
#D#D#D$!溶出介质及溶剂!取适量溶出介质
"(D$!G]G溶液# 和溶剂 "甲醇#’ (D)’ $3微孔
滤膜滤过’ 即得(
#D#D$!专属性试验!取 .#D#D#/ 项下溶液’ 在
.#D#D"/ 项色谱条件下各进样 #( $E测定’ 结果
见图 "( 由图可知’ 齐墩果酸保留时间在 - 35> 左
右’ 而且其他非指标成分对测定无干扰(
#D#D)!线性关系考察!精密称取齐墩果酸对照品
适量’ 加甲醇定容至 "(( 3E量瓶中’ 超声溶解后
放冷并稀释至刻度’ 配成 #(( $?&3E的贮备液’
精密量取适量至量瓶中’ 甲醇稀释至刻度’ 配制成
#) )) *) #() )() "-() #(( $?&3E对照品溶液’
在 .#D#D"/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以齐墩果酸
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Q#’ 峰面积为纵坐标 "V#
进行回归’ 得到回归方程为Vg-D",) ’Qh#D,#" *
"*g(D... *#’ 在 # f#(( $?&3E范围内线性关系
良好(
#D$!溶出度测定##($

#D$D"!测定方法!按照 #("’ 年版 *中国药典+
第四部通则中 (.$" 项下溶出度与释放度测定法中
的桨法’ 将固体分散体或物理混合物 "相当于原
料药 )( 3?# 置于 .(( 3E脱气后的纯水中’ 介质
温度为 " $, j(D’ #e’ 于 ’) "() "’) $() )’)
-() .() "#( 35>各吸取 # 3E溶出液’ 同时补加等
体积同温同质溶出介质’ 在 .#D#D"/ 项色谱条件
下进样 #( $E测定’ 计算溶出度( 以时间为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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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墩果酸
"%:104>:159495a

图 MN齐墩果酸ETIB色谱图
S,W(MNETIB4/8+;71+W87;5+3+:27.+:,474,*

标’ 溶出度为纵坐标’ 绘制累积溶出曲线(
#D$D#!十二烷基硫酸钠 "G]G# 浓度考察!取固
体分散体适量 "含 )( 3?齐墩果酸#’ 以 (D$!)
(D)!) (D’!G]G 溶液为溶出介质’ 按 .#D$D"/
项下方法测定溶出度’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不
同浓度 G]G 溶液下累积溶出曲线走势大致相同’
而且随着浓度增加溶出度逐渐升高( 在浓度 (D’!
时’ $( 35> 内溶出 *(!左右’ 虽然溶出较快’ 但
溶出度区分度不理想’ 对载体比例筛选结果的差异
不明显$ 在浓度 (D$!时’ 累积溶出度虽相对较
低’ 但在 ( f)( 35>时的增加趋势相对缓和’ 而且
具有区分度( 同时’ 齐墩果酸在不同浓度 G]G 溶
液中均满足漏槽条件’ 浓度较低时溶出差异会更明

显( 因此’ 选择 (D$!G]G溶液作为溶出介质(

图 %N@G@浓度对齐墩果酸累积溶出度的影响
S,W(%ND33241+3@G@4+.42.1871,+.+.1/2744>!

;>:71,62*,55+:>1,+.8712+3+:27.+:,474,*

#D$D$!取样时间考察%#"&!按 .#D$D"/ 项下方法
测定溶出度’ 于 ’) "() "’) $() )’) -() .()
"#() "’( 35>取样’ 按 .#D#D#/ 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 在 .#D#D"/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发现在 .( f"#( 35> 内溶出曲线趋于平稳( 因此’
选择 "#( 35>作为取样时间(
#D$D)!投药方式考察!取固体分散体适量’ 固定
其他溶出条件不变’ 分别以不装胶囊和装入胶囊后
放入沉降篮中 # 种方式投药’ 按 .#D$D"/ 项下方
法测定溶出度( 结果’ 装入胶囊投药时溶出效果受
胶囊壳影响较大’ 溶出速率不稳定’ .( 35>内累积
溶出度仅为 #(!’ 而不装胶囊投药时 .( 35> 内累
积溶出度为前者的 ) 倍左右( 因此’ 选择不装胶囊
作为投药方式(
#D$D’!转速考察!取固体分散体适量’ 固定其他
溶出条件不变’ 选择转速 ’() ,’) "(( ;&35>’ 按
.#D$D"/ 项下方法测定溶出度’ 结果见图 $( 由图
可知’ 在 ( f-( 35>内’ 转速 ’() ,’ ;&35> 下累积
溶出度较低’ 区分度不理想’ 会对筛选处方造成一
定误差’ 而且同一批样品在不同溶出杯中的溶出效
果不稳定$ -( 35>后’ 转速对药物的溶出结果几乎
无影响( 结合前期实验及载体比例考察的需要’ 选
择 "(( ;&35>作为转速(

图 ON转速对齐墩果酸累积溶出度的影响
S,W(OND33241+38+171,+.7:5<22*+.1/2744>;>:71,62

*,55+:>1,+.8712+3+:27.+:,474,*

#D)!处方筛选###$

#D)D"!复合载体比例考察!固定药物与复合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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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d$’ 选择复合载体 "K‘KU$( dG:17R17M# 比
例( d$) $ d() " d") # d") " d#’ 按 .#D"D"/ 项
下方法制备固体分散体’ 按 .#D$D"/ 项下方法测定
溶出度’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复合载体比例为
" d#时’ "#( 35>内累积溶出度达到 ,(!’ 明显高于
单一载体 "$ d(或 ( d$# 及 # 种载体等比例 "" d
"#( 因此’ 选择 " d#作为复合载体比例(

注! " d$ h" d" 表示药物与复合载体比例 " d$’ 复合载体比例
" d"’ 以此类推( 下同

图 ’N复合载体比例对齐墩果酸累积溶出度的影响
S,W(’ND33241+34+;<+5,124788,28871,+ +.1/2744>;>:7!

1,62*,55+:>1,+.8712+3+:27.+:,474,*

#D)D#!药物与复合载体比例考察!固定复合载体
"K‘KU$( dG:17R17M# 比例 " d#’ 选择药物与复合
载体比例 " d$) " d’) " d,’ 按 .#D"D"/ 项下方
法制备固体分散体和物理混合物’ 按 .#D$D"/ 项
下测定溶出度’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固体分散
体累积溶出度明显高于原料药$ 随着药物与复合载
体比例增大’ 固体分散体及物理混合物累积溶出度
也随之升高’ 两者比例为 " d, 时’ 固体分散体
"#( 35>内累积溶出度达到 *,!’ 再增加复合载体
用量时变化不大( 因此’ 选择 " d, 作为药物与复
合载体比例(

图 ]N药物与复合载体比例对齐墩果酸累积溶出度的影响
S,W(]ND33241+3*8>W!4+;<+5,124788,28871,+ +.1/2744>!

;>:71,62*,55+:>1,+.8712+3+:27.+:,474,*

#D’!物相表征
#D’D"!P射线衍射 "PA]# %#$&!按照 #("’ 年版
*中国药典+ 四部通则 ()’" 操作’ 取齐墩果酸)

K‘KU$() G:17R17M) 固体分散体) 物理混合物适量
进行分析’ 条件为波长 "O7 靶# "D’)( - >3’ 工
作电流 )( 3B’ 工作电压 )( U‘’ 扫描范围 $vf
)(v’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齐墩果酸 "图 - B#
在 -vf#(v范围内显示出多个衍射峰’ 其中较强的
特征 峰 为 )D*v) *D$v) "#D*v) "$D’v) "’D"v)
",D-v) ".D)v’ 表明药物具有结晶性$ K‘KU$(
"图 -Q#) G:17R17M"图 -O# 在扫描范围为 $vf)(v
衍射图上无明显衍射峰’ 只有在 "#v) ##v左右和
""v) ".v左右分别存在宽峰’ 表明载体以无定形形
式存在$ 固体分散体 "图 -I) -L# 衍射图显示’
缺少齐墩果酸的特征峰’ 表明原料药均匀分散在 #
种载体中’ 并可能在固体分散体中以无定形形式存
在$ 物理混合物 "图 -]) -2# PA]图谱仍显示了
原料药和 # 种载体的相关特征峰’ 只是峰强度有所
减弱’ 表明原料药仍以晶体形式存在(

注! BfL分别为齐墩果酸) K‘KU$() G:17R17M) 物理混合物
"" d$ h" d##) 物理混合物 "" d, h" d##) 固体分散体
"" d$ h" d##) 固体分散体 "" d, h" d##

图 &N样品V"G图
S,W(&NV"G5<24187 +357;<:25

#D’D#!扫描电子显微镜 "G2W# %#)&!观察齐墩果
酸) K‘KU $() G:17R17M) 固体分散体) 物理混合物
的表面外观形貌和晶型结构’ 记录图像’ 条件为电
流 "( 3B’ 加速电压 ’D( U‘’ 结果见图 ,( 由图可
知’ 齐墩果酸 "图 , B# 以散在的细针状结晶形式
存在$ K‘KU$( "图 ,Q#) G:17R17M"图 ,O# 以球
形或类球形颗粒状存在$ 物理混合物 "图 ,])
,2# 中仍可观察到原料药和 # 种载体的混合结构
特征$ 固体分散体 "图 ,I) ,L# 显微特征与上述
结构有着明显差异’ 并且未发现针状晶体’ 表明药
物以无定形状态均匀分散在 # 种载体中’ 原有结晶
形式基本消失(
#D’D$!红外光谱 "FA# %#’& !将齐墩果酸) K‘K
U$() G:17R17M) 固体分散体) 物理混合物与适量
TQ;研磨’ 混合均匀后压片’ 在 ) ((( f)(( 93h"

波数范围内扫描’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齐墩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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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样品@DC图 $ %̂__&
S,W()N@DC ,;7W25+357;<:25$ %̂__&

酸 "图 * B# 在 " ,(() $ )’( 93h"处有较强特征
峰’ 分别为 OgJ) +J[伸缩振动$ K‘KU $( "图
*Q#) G:17R17M"图 *O# 分别在 " --) 93h" 及
" ,$-) " -$$ 93h"处呈OgJ伸缩振动$ 物理混合
物 "图 *]) *2# 在 $ )’() " --() " -(( 93h"处有
吸收峰’ 其J+[及OgJ伸缩振动依然可见’ 表明
仅为药物与载体的简单叠加$ 固体分散体 "图 *I)
*L# 在 $ )’( 93h"处的吸收带以显著降低的强度
存在于 $ ),( 93h"处’ 而且吸收峰变宽) 变钝’ 同
时在 " -$, 93h"处仍有 " 个强吸收峰’ " ,$-)
" --) 93h"处吸收峰则消失’ 表明药物与 # 种载体
之间可能发生氢键相互作用(

注! BfL分别为齐墩果酸) K‘KU$() G:17R17M) 物理混合物
"" d$ h" d# #) 物理混合物 " " d, h" d# #) 固体分散体
"" d$ h" d##) 固体分散体 "" d, h" d##

图 YN样品-"图
S,W(YN-"5<24187 +357;<:25

#D’D)!差示扫描量热法 "]GO# %#-&!取齐墩果酸)
K‘KU$() G:17R17M) 固体分散体) 物理混合物适

量’ 均匀放入坩埚内进行分析’ 条件为升温速度
"( T&35>’ 扫描范围 #’ f)(( e’ 样品气体氮气’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齐墩果酸 "图 . B# 在
$") e处存在熔点峰$ K‘KU$( "图 .Q# 在 "#, e
处存在熔点峰$ G:17R17M"图 .O# 本身具有无定型
的特点’ 故无特征熔点峰出现$ 固体分散体 "图
.I) .L# 热分析图中仅存在载体特征峰’ 表明药
物完全分散于 # 种载体中’ 并以无定形形式存在’
具有较好的混溶性$ 物理混合物 "" d$ h" d#’ 图
.]# 热分析图显示了药物微弱峰’ 表明载体比例
较小时’ 药物与载体之间有可能存在混合不均匀的
情况$ 物理混合物 "" d, h" d#’ 图 .2# 热分析
图中不存在明显药物熔点峰’ 这可能是由加热过程
中药物和 # 种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

注! BfL分别为齐墩果酸) K‘KU$() G:17R17M) 物理混合物
"" d$ h" d##) 物理混合物 "" d, h" d##) 固体分散体
"" d$ h" d##) 固体分散体 "" d, h" d##

图 ‘N样品G@B图
S,W(‘NG@B5<24187 +357;<:25

ON讨论
$D"!溶出度测定方法选择!前期曾采用紫外分光
光度法%#,&测定齐墩果酸溶出度’ 发现在 #(* >3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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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处存在吸收峰’ 虽然该方法操作简便’ 但易受末
端吸收峰和甲醇溶剂峰的影响’ 对吸光度测定有较
大干扰( 当应用 [KEO法测定时’ 考察了 #"( f
#"’ >3波长’ 最终确定为 #"’ >3’ 此时齐墩果酸
分离度符合要求’ 而且溶剂) 溶出介质) 空白载体
溶液等在该处均无吸收( 在流动相选择方面’ 分别
考察了甲醇+(D#! 磷酸 " ., d$ # 和乙腈+水
".( d"(#’ 体积流量 "D( 3E&35>’ 发现前者保留
时间约为 * 35>’ 理论塔板数约为 ) ’(($ 后者保留
时间较长’ 理论塔板数小于 $ ’((’ 同时前者色谱
柱压力更低’ 色谱峰峰形理想’ 故选择甲醇+(D#!
磷酸作为流动相(
$D#!制备方法优化!前期对齐墩果酸固体分散体
的制备溶剂进行了考察’ 发现以无水乙醇为溶剂
时’ 存在溶剂用量大) 样品难以完全干燥) 收率
低) 转移不方便等缺点’ 故选择二氯甲烷作为溶
剂( 加入二氯甲烷后’ 药物与载体可均匀混合’ 除
去溶剂完全’ 所需温度也相对较低’ 相对容易干
燥’ 产物回收率较高’ 相应样品体外溶出度明显改
善) 制备工艺重复性较好(
$D$!载体选择!K‘KU$( 为高分子聚合物’ 具有
热稳定性好) 水溶性高) 生理耐受性强) 毒性低等
优点’ 而且熔点较高’ 对许多药物的抑晶作用较明
显’ 常作为共沉淀法制备固体分散体的载体’ 但它
溶解时会形成凝胶’ 不利于药物溶出与利用’ 故需
联用 G:17R17M这一新型载体来改善其溶出效果(
G:17R17M是一种亲水性) 非离子型药用载体’ 其溶
解度不随胃肠道 R[而改变’ 并具有轻微的表面活
性’ 可维持难溶性药物在胃肠道中的过饱和状态’
广泛应用于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溶解度和生物利用
度%#*& ( 本实验选择K‘KU$(+G:17R17M复合载体制备
齐墩果酸固体分散体’ 能明显提高该成分的溶解度
及溶出速率’ 并改善其溶出效果’ 为今后相关研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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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优化鸡土从菌属真菌总多酚提取工艺’ 并评价其抗氧化活性( 方法!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 以料液比)

提取温度) 提取时间) 提取次数为影响因素’ 总多酚得率为评价指标’ Q:c+Q0@>U0> 响应面法优化提取工艺( 然后’

测定总多酚对羟基自由基) ]KK[自由基) BQ/G自由基的清除作用及总抗氧化能力( 结果!最佳条件为料液比" d).’

提取温度 )( e’ 提取时间 #D’ @’ 提取次数 $ 次’ 总多酚得率 "#D-) 3?&?( "(( $?&3E总多酚对 $ 种自由基的清除率
均在 *(!以上’ 而且总抗氧化能力良好’ 并呈浓度依赖性( 结论!该方法稳定可行’ 可用于提取具有较强抗氧化活
性的鸡土从菌属真菌总多酚(

关键词! 鸡土从菌属真菌$ 总多酚$ 提取$ 抗氧化活性$ Q:c+Q0@>U0>响应面法
中图分类号! A#*)D#!!!!!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
*+,!"(D$.-.&X%5MM>%"(("+"’#*D#("*D"(D("#

DX18741,+.+<1,;,c71,+.3+81+17:<+:=</2.+:538+;84+(%&#(2"403>.W,7.*1/2
7.1,+X,*7.1741,6,1=

Z[BHL\74>+X54:’ ![YK0>?’ !EFP54>?’ !O[2HS54>+b05!

"S.,\&,B @,&+1*8&52)6F(&,181?1<&-&,1’ S.,\&,B G"DDGH’ F(&,.#

#?@A"#BA! #-C!/::R6535m06@00c6;4965:> _:;6:641R:1=R@0>:1M_;:3L1*7&5)72-18_7>?54>a 6:0̂4174606@0
4>65:c5a4>64965̂56=%CDAEFG@!C56@ M:15a+15n75a ;465:’ 0c6;4965:> 603R0;467;0’ 0c6;4965:> 65304>a 0c6;4965:>
6530M4M5>_170>95>?_496:;M’6:641R:1=R@0>:1M=501a 4M4> 0̂417465:> 5>a0c’6@00c6;4965:> b4M:R6535m0a N=Q:c+Q0+
@>U0> ;0MR:>M0M7;_490306@:a :> 6@0N4M5M:_M5>?10_496:;60M6%/@0> 6@0M94̂0>?5>?0__096M:_6:641R:1=R@0>:1M:>
@=a;:c=1’ ]KK[4>a BQ/G _;00;4a5941M’ 6:?06@0;b56@ 6:6414>65:c5a4>694R4956=’ b0;0a060;35>0a%"D@HIA@!
/@0:R653419:>a565:>Mb0;0a060;35>0a 6:N0"! ). _:;M:15a+15n75a ;465:’ )( e _:;0c6;4965:> 603R0;467;0’ #D’ @
_:;0c6;4965:> 6530’ 4>a 6@;006530M_:;0c6;4965:> 6530M’ 6@06:641R:1=R@0>:1M=501a b4M"#D-) 3?&?%/@0M94̂0>+

-,"#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中 成 药
O@5>0M0/;4a565:>41K460>6W0a595>0

J96:N0;#("*
‘:1%)(!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