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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度 为 � � 一 � �拜�
,

个别颗 粒在 � � � � �拌�
。

用气流粉碎机作微粉化处理的微晶颖粒细度

为 � � � �拌�
,

个别在 � � 一 � �拌�
。

经过玻璃珠

湿结研磨处理
,

颗粒细度大多在 �一 �� 拜�
,

少数在 �� 一�� 拜�
。

主药颗粒细度的增加和

粒度 的均匀
,

对混悬剂剂型的稳定无疑 发挥

很重要的作用
。

醋酸氢化可的松为水不溶性

物质
,

湿法研磨不会影响其理化性质
。

另外
,

主药颗粒细度更细
,

对疏水性药物应 用于眼

局部
,

有利于渗透进角膜和结膜
,

更好地发挥

� � �

疗效
。

质量分析及稳定性 试验结果表 明
,

用改

进方法制备的醋酸氢化可的松滴眼液质量更

为可靠稳定
。

临床实际应用反馈的信息也提

示
,

改进制法的本品刺激性小
,

疗效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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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三黄鸡作为优质氮源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

观察了不同的酶解时间
、

醛用量以及纯鸡汤与

鸡肉水解前后氨基酸含量的变化
,

并加以评判
,

从而得出了一条省时
、

有力
、

得率高的新的制备工艺
。

关键词 三黄鸡
�
水解氮基酸

�
含贡浏定

增氮 口 服液是利用本地产营养价值高
、

资源丰富
、

价格便宜的三黄鸡作为优质氮源
,

辅以健脾益智中药材而制成的一种融传统中

医食疗与现代营养学为一体
,

具有广泛开发

前景的液体 口服制剂
。

为提高该制剂的工艺

质量
,

保证疗效确实
,

我们对三黄鸡作为优质

氮源进行 了研究和分析
,

并探讨了制备工艺

对水解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

一
、

材料及仪器

� � � � � � �  ! � 一 � � � � � �� 氮 基酸

测定仪
�
三黄鸡 �俗称本鸡

、

毛黄
、

嘴黄
、

脚黄 �

蛋白水解酶
,

由杭州生化制药厂提供
� 山植等

中药
,

由浙江中医学院实验药厂提供
。

二
、

方法及结果

�
�

三黄鸡 肉的处理 取生鸡 肉糜 � � � �

份
,

将其中 � 份加水适量
,

加热至沸后改用文

,

浙江省武普总队杭州医院

火继续煮提 �
�

��
。

� 份样品均定容为 �� � � �
,

同时加蛋白水解酶〔‘一 �〕
,

�� 士 � ℃水解 ��
。

结

果生鸡 肉糜样品大部分未被液化
,

肉渣沉于

瓶底
�而经煮提的鸡肉糜样品已基本上液化

。

由些可见
,

鸡肉经过煮提后酶解的速度大大

加快
。

原因可能是经过煮提的鸡肉蛋白质分

子发 生了变化
,

使有程序的紧密结构变成无

程序散漫结构
,

水解部位增加
,

从而加快了水

解速度�� 
。

�
�

相 同条件 下 晦解时间对水 解氛基酸

总童的影响 取生鸡肉糜 � 份
,

每份 � ��
,

加

水煮提 �
�

��
,

定容 � �� � �
,

然后加蛋 白水解

酶各 ��
,

于 � � 土 � ℃酶解
。

酶解时间为 � �
,

��
,

� �
,

��
,

��
。

分别取 出
,

加热使之失活
,

过

滤
,

弃去残渣
,

定容 为 � �� ��
,

以观察在 相同

条件下不同的酶解时间对水解氨基酸总量的

影响
,

结果见表 �
。

实验中观察到前 �� 鸡 肉糜液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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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较缓慢
,

从 �� 后液化速度逐渐加快
,

有浓郁

的鸡香味
。

酶解 � � 后开始出现气泡
,

� � ��

则出现大量气泡和异味
,

提示酶解液变质
。

�
�

蛋 白水解 晦用贡与水解氛基酸总圣

的关来 取生鸡肉糜 � 份
,

每份 �鲍
,

加水煮

提 �
�

��
,

定容为 �� �� �
。

依次加入蛋 白水解

酶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 � � 水解后
,

加 热使之 失活
,

过 滤
,

弃去 残渣 并稀 释至

�� � � �
,

测水解氨基酸含量
,

结果见表 �
。

氨基酸种类

表 � 相 同条件下晦解时间对水解氛基酸总贡的影响

酶解时间��� 及氨基酸含量 �� � � �� � � �

� � � � 名

天门冬氨基酸

谷氨酸

丝氨酸

甘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苏氨酸

丙氨酸

脯氨酸

酷氨酸

撷氨酸

蛋氨酸

半脱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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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蛋 白晦用 全与水解氛基酸全 (m g/1 009 )的 关来

氨基酸种类
蛋白酶用量(g/509 )

0.5 0.75 1.0 1.5 2.0

天门冬氨基酸

谷氨酸

丝氨酸

甘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苏氨酸

丙氨酸

脯氨酸

酪氨酸

撷氨酸

蛋氨酸

半胧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总计

589。 9
8

1 3 2 1

.

8
4

3
8

1 6

.

3
9

3 3 2

.

0 2

6
4 5

。

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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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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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0

.

6
7

2 3 9
2

.

1 4

1 9 4 1

.

9
8

6 1 4

。

8 3

1
3 8

7

.

4 4

9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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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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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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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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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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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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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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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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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4 2 2 4

.

1 1

1 3 9 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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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丫9
.
7 8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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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
.
8 1

17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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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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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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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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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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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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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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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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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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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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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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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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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3
8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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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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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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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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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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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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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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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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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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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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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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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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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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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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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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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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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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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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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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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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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9

.

4 7

2 5

.

7 1

8
4 1

8

.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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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纯鸡汤与鸡 肉水解后水 解氛基酸总

全的比较 取鸡汤 1 份
,

取鸡肉糜 509
,

加水

适量
,

煮沸后改用文火继续煮提 1
.
5h

,

过滤
,

去残 渣
,

定容为 IOom l
。

另取生鸡肉糜 1 份

509 ,

制备方法按 3 项下操作
,

定容为 100 m l
。

测定水解氨基酸含量
,

结果见表 3
。

5

.

添加 中药后 对水解氛基酸总黄的影

响 取生鸡肉糜 2 份 (5 09 )
,

制备方法按 3 项

下操作
。

取其中 1份加入 山植等中药制成的

提取液适量
。

2 份样品定容为 10 om l
,

以观察

添加山植等中药提取液后对水解氨基酸含量

的影响
,

结果见表 4
。

表 3 纯鸡汤与鸡肉水解后

水解氛基酸含量比较

235

氨基酸种类
含量(m g八009)

纯鸡汤

72
.
68

2 76
.
84

1 80
.
3 5

5 87
.
0 4

2 83
。

9 4

鸡肉水解液

天门冬氨基酸
谷氨酸

丝氨酸

甘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苏氨酸

丙氨酸

脯氨酸

酷氨酸

撷氨酸

蛋氨酸

半胧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总计

614.83

1387
.44

975.53

2303.13

1765.72

522.76

162.98

2721.91

1.44

122.38

655.07

2979.38

1092。 5 9

4 4 2 8

.

3 6

1 5 3
8

.

1
8

1 9 0 5

.

4 9

1 2 6
6

.

8 8

1 1 0

.

1 3

3 4
8

.

7 5

1

.

3 2

1 2 8

.

8
9

6 1 7 6

.

4 8

1 3 6 1

.

1
8

1 6
8 2

.

6 7

1 0 6 1

.

1 9

3 0

.

6 8

2 4 3 9 3

.

2
5

三
、

讨论

1
.
根据表 1 结果所示

,

酶解 时间 以 6h

水解氨基酸含量最高
,

而经 7~ 8h 水解氨基

酸的含量明显下降
。

原因可能是水解后蛋白

质中琉基链断裂
,

游离出硫离子
,

而硫离子被

氧化生成硫化氢气体所致闭
。

所以本工艺确

定酶解时间为 6 小时
。

2

.

由表 2 结果可知
,

蛋白水解酶的用量

以 o
·

7 5 9 一 l
·

5 9 为适宜剂量
,

而加 2
·

0 9 蛋白

水解酶经 6h 水解
,

则产生大量气泡和异味
,

致使水解氨基酸含量明显下降
。

由此得知过

多添加蛋 白水解酶
,

并非能取得最佳效果
.
同

时蛋 白水解酶价格较贵
,

选择适宜的酶用量

(0
·

75

9

/

5 0 9
) 既 能提 高得率

,

还能降低 生产

成本
,

可谓两全其美
。

表 4 添加 中药后对水解氮基

酸总童的影响

氨基酸种类 样品含量(护g /10 09 )

m g / 100 9 未添加中药 添加中药

天门冬氨基酸 614.83 467.35

谷氮酸 1387
.44 1095.31

丝氨酸 975.53 834.49

甘氨酸 2303.13 2296.53

组氨酸 1765
.
72 868

.
90

精氨酸 一 一

苏氨酸 2979.38 2322
.06

丙氨酸 1092.59 682
.20

脯氨酸 4428.36 8176
.53

酷氨酸 1555.28 919.94

撷氨酸 1905.49 1785
.01

蛋氨酸 1266.88 1515.36

半光氮酸 一 一

异亮氮酸 1561.18 1701.8-

亮氨酸 1682
.67 2131.85

苯丙氨酸 1061
.
19 1251

.
58

赖氨酸 30.68 87
.68

总计 24393.25 26136
.38

3
.
表 3 结果表明

,

鸡肉经酶解后水解氨

基酸含量明显高于鸡汤
。

蛋白质经水解可成

为溶于水的陈
、

脉
、

肤和氨基酸
,

这不仅有利

于 人体 吸 收
,

而 且 还能变废 为 宝
,

提 高 产

率[2]
。

鸡汤中水解氨基酸含量低的主要原因

是蛋白质过热后变性凝固而东溶于水
。

鸡汤

中的成 份主要是一些无机盐
、

乳酸和 一些含

氮化合物
,

这些化合物并非是蛋白质[’]
。

故弃

鸡肉取 汤的做法致 奎白质损 失太大而不足

取
。

4

.

表 4 结果 可看 出添加 山植等中药材

提取液使水解氨基酸的含量增加
,

表明这些

中药除能健脾益智外
,

本身含有氨基酸和蛋

白质[
, 〕

。

( 下转 第 25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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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赖氨酸有极强的透过血脑屏障的功能
,

可直接进入脑组织中
,

帮助神经组织的修复
,

还能

影响呼吸链
,

并具有抗组织缺氧的功能
,

从而可以改善脑组织缺氧的状况
。

使用口服药用赖氨酸可加快神经细胞代谢过程
,

提高脑组织的生理功能
,

增强记忆力
,

是

生物活性所必须的成 份之一
。

药用赖氨酸作为营养保健剂
,

适量长期服用
,

可升高血红蛋 白
,

改善贫血
,

并有良好的调节

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

其次
,

氨基酸是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
,

而赖氨酸是

众多氨基酸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

它又是人体不能自身合成
,

而又为肌体所必须的 8 种氨基酸之

一
。

组成生命现象的各种活动
:
如人的呼吸运动

,

消化功能
,

神经传导
,

思维活动等
,

都必须有蛋

白质这一重要物质来完成这些活动
,

而蛋 白质的基本物质就是氨基酸
,

然而赖氨酸与其他氨基

酸相 比较
,

通过 口 服是最容易被人体 内所吸收的一种
,

它是一种水溶性氨基酸和小分子多酞之

混合物
,

具有促进人体生长发育
,

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

尤其是对人体组织损伤的恢复
,

特别对中

枢神经的作用尤为重要
。

1

.

长期服用药用赖氨酸
,

可升高血红蛋白
,

并能改善贫血
,

增强体质
,

减少发病机会
。

2

.

赖氨酸有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

同时具有调节植物神经
,

尤其是副交感神经的作用
。

3

.

赖氨酸应用于儿科方面
:
对脑瘫

、

智力低下
、

大脑缺乏集中能力
,

多动综合症等都有 良

好的效果
。

4

.

经大量的临床证明
,

赖氨酸可提高血中 SO D 和 C A T 活性
,

降低血中氧自由基含量
,

从

而达到保护脑组织的作用
,

为大脑细胞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和修复提供了必须的氨基酸和能量

来源
。

5

.

赖氨酸还有 良好的止血功能
,

其作用原理就是
:
药用赖氨酸可以对抗纤维蛋白溶酶

,

从

而成为止血过程中的重要物质—纤维蛋白元不受纤维蛋白溶酶的破坏
,

而达到止血的作用
。

其止血的功效与我 们最常用的止血药 6—
氨基 已酸 (EA C A )的作用相 同

,

因此可作为出血

病人的辅助用药
。

( 上接第 235 页)

5
.
我国传统医学强调饮食在 防病

、

治病

和强身中的作用
,

早在远古时代
,

我们祖先就

创 导 了
“

药食 同源
”

学 说
。

《肘后 方 》
、

《圣 惠

方》及《食疗本草 》中就有百合粳米鸡(黄鸡)
、

黄鸡 赤小 豆汤 治疗脾虚或营养不 良征 的记

载
,

充分恳定了鸡的营养作用
。

随着近代科学

技术的进 步
,

鸡 的营养价值通过科学的测试

被证实含有人体所需的 18 种氨基酸及多种

人 体必 需的微量 元 素
,

营养成分含量较 全

面 [6j
。

我们在
“

药食同源
”

的原理指导下
,

开发

了以三黄鸡作 为营养氮源
,

辅以健脾益智 中

药
,

经试用较好地解决了儿童生长发育期
、

孕

妇
、

哺乳期妇女及老年人对营养成份的需求
,

提高免疫力
,

增强抗病能力
。

致谢 浙江中医学院中心N.I 试室梁炳听

副研 究员
、

葛尔宁助理研 究员代浏氛墓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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