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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网格吸附剂是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 

术．胃外最早用于废水处理．医药工业．化学工业、分 

析化学、临床检定和治疗等顿域。我国主要用于医药 

工业的药物及生物活性物质的提纯和中草药化学成 

分的捱取分离。 

1 大孔吸附树脂在医药工业上的应用 

有采用 5种墨号的大孔暖附树脂。从猪血红细 

胞恻取SOD．以SIP~1300的效果为最佳．井考察 

了最佳条件0】。也有报道用TDx一2大孔暖附树脂 

选择性地吸附自潸中高级脂肪艘乙酯，而不吸附或 

扳少吸附其他溶质。其特点是经树脂处理后的白酒 

质量明显地得到改善。起到了催动作用咖。李氏用不 

同结构的大孔嗳附树脂对素水性爵娄衍生物的嗳附 

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t同类吸附质在各种树脂 

上的吸附容量均与其韫性、水藩性有关．吸附作用随 

吸附质结构不同而有所差异[， 。王氏应用大孔吸附 

树脂提取翻福霉豪S钠盐，与溶攥法比较．可不经过 

撼直接从发醇藏提取。完善工艺后可降低藩媒消耗， 

改善劳动保护。提高产品质量 ．许氏将大孔吸附树 

脂应用于争光霉豪和其他抗菌素的分离、脱盐、浓缩 

以及有机杂质的击除．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馀 

氏用不同投性和孔结构的大孔吸附树脂对腮醇的吸 

附作用．以及膘尊溶液的维度、纯度和pH等作研 

究。认为大孔树脂对膘醇暖附窖量大，耐碱稳定性 

好．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固定化膘尊载体 。同时 

也有采用SIP系列大孔吸附树脂不仅在红霉亲、头 

孢菌素C、青霉素、羟基喜树碱、辅酶A等提取方面 

取得了显著效果．而且还在中草药甜昧剂、农用抗生 

束的提取、血藏解毒、芳香气体的吸附、水处理、脱色 

以及新抗生紊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为医 

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十新的分离手段0’。井有选 

用cHA—ul丑吸附树脂对氟基苯酚生产过程中 

的含爵废水进行了处理和回收，在进行研究树脂种 

类吸附流避和脱附荆的类型、浓度、流速、温度的同 

时，考察了cHA—n1墨暖附性的实验．在树脂再生 

的过程中可回收 Bo 的氯基爵，井回用于生产 

中啪． 

2 太孔吸附树脂在中草药化学成分提取分离中的 

应用 

·40· 

大孔吸附树脂在7O年代束开始应用于中草药 

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根据赍辩统计用于中草药化 

学成分提取分离的大孔嗳附树脂型号有tD一1O1 

型、DA_ 201型、MD一05271、GDX一105型、CAD 

— 4O曩、XAD~4墨、SIP系列．D--型等。常用的嗳 

附树脂有 D—lO1墨、DA--201型(夭津制胶厂)． 

D一_墨(夭律骨胶厂)。首先试用大孔吸附树脂对糖、 

生物碱、黄甯进行吸附．井用于天麻中天麻甙的分 

离哪I薄盖灵芝中尿嘧啶和睦啶棱甙的分禽[Ⅲ．在 

此基础上．又用于三探针生物碱的提取段赤芍中甙 

和糖的分离，从实验结果来看．大孔吸附树脂是提取 

分离中草药中水藩性成分的一种有救方法[u]．尚有 

用大孔吸附树膪法测定三七厦其1皇I剂冠心宁总皂 

甙，试验证明 D一_墨吸附树脂对兰七、人参三菇皂 

甙在水溶液中不仅吸附快，解吸也快．而且吸附容量 

相当可观．方法简便有效．用于分离纯化植韵药中皂 

甙有一定价值n日。曾有应用四种不同墨号的大孔树 

膪法提取甜蒲丑c．均获得较好的效果．其中以Am— 

kdh e~I)A-4墨为最好，其吸附量为6．14 ．井认 

为此方法简便，结晶纯度高，对改进生产工艺有一定 

作用n目．有用D—lO1塑非极性树脂作为吸附剂．提 

取甜菊总甙．粗品收率在8 左右．精品收率在3 

左右。其法操作简单，再生方便，得率恒定．成品质量 

稳定等特点Ⅱ‘]。也有采用D一_型吸附树脂分离比色 

法测定甜叶菊叶中甜叶菊甙含量．用本法与高技藏 

相法测定。两者结果相近，故率方法准确．可靠 ． 

报道用大孔吸附树脂比色法测定气血注射潼、生脉 

注射液、益气活血冲剂等复方制品中人参皂甙的含 

量．此法重现性好．便于测定复方翻剂 中人参皂甙 

的含量 。魏峰在用大孔吸附树脂提取刺玫果皂甙 

的实验过程中，发现用水洗髓大孔树脂柱上刺攻果 

中的皂甙是一十更好的方法．优点是t不用有机藩 

撵，皂甙中杂质少．其吸附规律是在水溶液中．对极 

性大的嗳附力小．对极性小的吸附太 ．扬毅等利 

用大孔吸附树脂法．除去西洋参糟口服菠的庶糖、蜂 

蜜等干扰．用薄层扫描法测定人参皂甙含量[川。有 

用大孔吸附树脂法提取精制三七总皂甙，提取率在 

88 以上，井能除去糖类等水溶性杂质及大部分磨 

溶性杂质．肆低了提取暂的吸潮性．色坪好，同时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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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高，质量稳定L川 董林荨报道用大孔吸附树脂 

nA一2o1型提取分离遂癖化痰拓中人参总皂甙，简 

便，迅速，三份样品同时操作．半天即可完成。吸附柱 

用大约100ml水洗后，即可重复上样．本法准确可 

靠，加量回收率可达99．4 。避免了以往的乳化严 

重现象和给定量分离带来的因难，该氏认为本法准 

确可靠，茼便，迅建．三份样品同时操作．半天即可完 

成 柳．李义侠等用D—lo1大孔吸洗树脂法，将西洋 

参茎叶粗总皂甙．进行常水洗涤．8O 正丁醉洗脱， 

精制皂甙．其古量在9O 左右啪 。棣氏报道对绞股 

蓝原装与口服藏总皂甙合量测定，用正丁尊提取法 

与大孔吸附树脂分离法进行了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原浆中总皂甙的古量潮定两种方法均可适甩，但设 

法较正丁醉法优越，特别对 绞股蓝口服液等制荆的 

捌定．大孔树脂法变异小，数据精确、操作茼便哪]． 

董#等用DA一201型大孔吸附树脂法测定三七蜂 

壬浆中三七皂甙及其制剂中总皂甙 ]．诈剐等将大 

孔吸附树脂法用于绽股蓝皂甙的分离提取，发现在 

用碱液冲洗柱子时，绞股蓝皂甙能很好地吸附于柱 

子上．而用6O 乙醇冲洗柱子时，剐很快解吸附，而 

30ml郾能将绞 股蓝皂甙垒部洗脱下来00。钟国华， 

利用吸附树脂法对龟鹿朴肾液的生产工艺进行了改 

进研究，由原来的澶沉法改为树脂法。对两w r艺试 

制的刚眼液成品．通过淫羊藿甙、蛋白质、多糖等成 

分的古量比较，表咀树脂法工艺试制口服液成品的 

各项指标不仅有明显提高，而且树脂法工艺生产中 

药品服藏制荆省去了大量}酉精．工艺中减少了一步 

浓缩 可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目 

的【剐。金继曙等采用DA一2ol型大孔吸附树脂分离 

白芍总甙，收率为 5 ，且具有操作茼便、树脂再 

生容易、得率恒定、产品质量稳定等特点0日。江林 

等，用树脂吸附分离一比色法嘲定三七中总皂甙含 

量，同时对兰七垒株不同生长部位、不同规格、不同 

产地的22十样品进行三七总皂甙的古量捌定【”]。 

周小华等研究用D一6I树脂吸附和分离萝 红色 

素的方法．结果表明：吸附平衡时间为4,~min。梭吸 

附的萝 h红色素用古 0．1molHCl／L的80 乙醇洗 

脱，洗脱藏温度为50℃，流速为2BV，h．D--61树脂 

非常稳定，使用15d后交换容量仅降低 n ．再生 

I2次对其吸附能力无明显影响啪]．尚有用大孔吸附 

树脂一比色法考察了毁股蓝药材及合荆中蚊股蓝总 

皂甙的含量．该实验表明。本制荆不需醉沉，印保持 

传坑的中医理论用药特色，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 

有技成分，工艺茼单，且不舍蔗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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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集了1979年至1996年 29篇有关大孔 

吸附树脂在医药工业方面的应用．但重点报道了大 

孔吸附树脂在中草药化学成分方面的提纯分离．从 

选用大孔吸附树脂法进行化学成分的研究应用中表 

明，大孔吸附树脂在中草药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方 

面确实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尤其是l对中草药化学 

成分皂甙在水溶液中．不仅吸收快，解吸也快．而且 

吸附容量大。冼脱下来的成分易结晶．纯度好，有效 

成分回收完垒。小分子糖和无机盐类在水洗过程中 

即梭除去．生药中赡溶于稀薛的蛋白质等其它杂质 

艟沉曲．此外，在用大孔暖附树脂提取 纯化甙类成 

分高低的同时。认为与天然产物的质量、密切相关， 

产地、采集、干燥、贮藏都会影响植物药的古量．总 

之，大孔吸附树脂的应用，将对中草药制剂工艺的改 

进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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