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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制药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

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S1除磷：称

取混煎处方中的药材并混合，再加水并升温至

55-65℃，接着调节pH至酸性，然后加入碳酸镧，

每500ml加水量加入1-3g碳酸镧，加完后持续搅

拌1-3h，得到浸泡物；S2过滤：去除浸泡物中的镧

盐沉淀，得到过滤物；S3提取：对过滤物进行提

取，得到混煎中药。混煎中药预先经过处理，镧离

子与磷酸根结合形成难溶的化合物，进而降低混

煎中药中的磷含量，适用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CN 111686008 A

2020.09.22

CN
 1
11
68
60
08
 A



1.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除磷：称取混煎处方中的药材并混合，再加水并升温至55-65℃，接着调节pH至酸性，

然后加入碳酸镧，每500ml加水量加入1-3g碳酸镧，加完后持续搅拌1-3h，得到浸泡物；

S2过滤：去除浸泡物中的镧盐沉淀，得到过滤物；

S3提取：对过滤物进行提取，得到混煎中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1除磷中，总加水

质量与药材总质量相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1除磷中，用稀盐

酸调节pH至3-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2过滤的具体过程

如下：先将浸泡物过滤，得到药材和一次滤液，再将药材用水冲洗2-4次，得到冲洗液，接着

将冲洗液过滤，得到二次滤液，最后合并一次滤液、二次滤液和冲洗后的药材，得到过滤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3提取的具体过程

如下：将过滤物加热至100-110℃并搅拌，持续1-2h后过滤去除药材，得到混煎中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S4浓缩，其

具体过程如下：将混煎中药加热至100-110℃，浓缩至密度为1.3-1.4g/ml，得到浓缩液。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将浓缩液制成的

颗粒状药剂的步骤S5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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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制药技术的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肾功能不全即肾小球严重破坏，使身体在排泄代谢废物和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

衡等方面出现紊乱的临床综合症后群。对于该类患者而言，由于对磷的清除功能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因此对于自身代谢产生的磷都难以排出体外，导致血磷增高。患者除了在饮食

上要注重高钙低磷外，在中药的选用上也要注意钙、磷含量。

[0003] 目前使用低磷的中药治疗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属于一种常用的现代化治疗手段。

如仙茅、厚朴等中药的含磷量低且含钙量高，适宜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而如黄连、川穹等

中药含磷量高，不适宜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

[0004] 可见不是何种中药都适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而这也对治疗方案提高难度要求，

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高磷中药不适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

于提供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其具有可降低中药内磷含量的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除磷：称取混煎处方中的药材并混合，再加水并升温至55-65℃，接着调节pH至酸性，

然后加入碳酸镧，每500ml加水量加入1-3g碳酸镧，加完后持续搅拌1-3h，得到浸泡物；

S2过滤：去除浸泡物中的镧盐沉淀，得到过滤物；

S3提取：对过滤物进行提取，得到混煎中药。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化学吸附的原理去除中药内部分的磷。镧离子与磷

酸根结合形成难溶的化合物，进而降低混煎中药中的磷含量。镧的化合价态稳定，其与磷结

合后不会因氧化还原反应而重新释放。

[0008] 混煎中药预先经过处理，使磷含量降低，适用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而混煎处方不

受高磷中药材的限制。相比于直接服用碳酸镧的方式，预处理的方式具有如下优点：1、人体

不会因碳酸镧而产生副作用，安全性高；2、碳酸镧不会对其余药剂作用产生不利影响；3、患

者可直接服用中药制剂，方便且不会因忘记服用碳酸镧而造成麻烦；4、成本降低。

[0009] 进一步地，所述S1除磷中，总加水质量与药材总质量相等。

[0010] 进一步地，所述S1除磷中，用稀盐酸调节pH至3-4。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pH值范围下碳酸镧容易解离，镧离子与磷酸根结合形

成难溶的化合物，去磷效果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S2过滤的具体过程如下：先将浸泡物过滤，得到药材和一次滤液，

再将药材用水冲洗2-4次，得到冲洗液，接着将冲洗液过滤，得到二次滤液，最后合并一次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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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二次滤液和冲洗后的药材，得到过滤物。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过滤去除浸泡物中的磷酸镧沉淀及未反应的碳酸镧沉

淀。

[0014] 进一步地，所述S3提取的具体过程如下：将过滤物加热至100-110℃并搅拌，持续

1-2h后过滤去除药材，得到混煎中药。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充分提取药材中的有效物质。

[0016] 进一步地，还包括步骤S4浓缩，其具体过程如下：将混煎中药加热至100-110℃，浓

缩至密度为1.3-1.4g/ml，得到浓缩液。

[0017] 进一步地，还包括将浓缩液制成的颗粒状药剂的步骤S5制粒。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中药制剂可为浓缩液或是颗粒状，适用于不同的处方。

[0019]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采用碳酸镧降低中药内的磷含量，使

混煎中药适用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而混煎处方不受高磷中药材的限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予以特别说明的是：以下实施例中

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以下实施例中所用原料除特

殊说明外均可来源于普通市售。

[0021] 本发明的实施例采用如下混煎处方：30g黄芪(生)、10g何首乌(制)、15g茯苓、10g

滑石粉、20g丹参、10g补骨脂、10g车前子(炒)、10g牡丹皮、10g茜草、10g党参、10g白术(炒)、

6g甘草(炙)、10g泽泻、15g仙灵脾、15g菟丝子、10g赤芍、15g白茅根、9g当归。

[0022] 实施例1：

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除磷：称取上述混煎处方中的药材并混合，得到总质量为225g的混合药材，再加入

225ml纯化水，升温至60℃，接着用0.1mol/L的稀盐酸调节pH至3.5，然后加入0.9g碳酸镧，

持续搅拌2h，得到浸泡物；

S2过滤：将浸泡物经160目筛网过滤，得到药材和一次滤液，再将药材置于14目筛网上，

用纯化水冲洗3次，得到冲洗液，接着将冲洗液经160目筛网过滤，得到二次滤液，最后合并

一次滤液、二次滤液和药材，得到过滤物；

S3提取：将过滤物加热至105℃并搅拌，持续1h后过滤去除药材，得到混煎中药；

S4浓缩：将混煎中药加热至105℃，浓缩至密度为1.3g/ml，得到浓缩液；

S5制粒：将浓缩液烘制成干膏，再经制粒机制成颗粒状药剂。

[0023] 实施例2：

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除磷：称取上述混煎处方中的药材并混合，得到总质量为225g的混合药材，再加入

225ml纯化水，升温至55℃，接着用0.1mol/L的稀盐酸调节pH至3，然后加入1.35g碳酸镧，持

续搅拌1h，得到浸泡物；

S2过滤：将浸泡物经160目筛网过滤，得到药材和一次滤液，再将药材置于14目筛网上，

用纯化水冲洗2次，得到冲洗液，接着将冲洗液经160目筛网过滤，得到二次滤液，最后合并

一次滤液、二次滤液和药材，得到过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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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提取：将过滤物加热至100℃并搅拌，持续1.5h后过滤去除药材，得到混煎中药；

S4浓缩：将混煎中药加热至100℃，浓缩至密度为1.35g/ml，得到浓缩液；

S5制粒：将浓缩液烘制成干膏，再经制粒机制成颗粒状药剂。

[0024] 实施例3：

一种混煎中药去磷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除磷：称取上述混煎处方中的药材并混合，得到总质量为225g的混合药材，再加入

225ml纯化水，升温至65℃，接着用0.1mol/L的稀盐酸调节pH至4，然后加入0.45g碳酸镧，持

续搅拌3h，得到浸泡物；

S2过滤：将浸泡物经160目筛网过滤，得到药材和一次滤液，再将药材置于14目筛网上，

用纯化水冲洗4次，得到冲洗液，接着将冲洗液经160目筛网过滤，得到二次滤液，最后合并

一次滤液、二次滤液和药材，得到过滤物；

S3提取：将过滤物加热至100℃并搅拌，持续1.5h后过滤去除药材，得到混煎中药；

S4浓缩：将混煎中药加热至110℃，浓缩至密度为1.4g/ml，得到浓缩液；

S5制粒：将浓缩液烘制成干膏，再经制粒机制成颗粒状药剂。

[0025] 实施例4：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用稀盐酸调节pH至5。

[0026] 实施例5：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用稀盐酸调节pH至2。

[0027] 对比例1;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未加入碳酸镧。

[0028] 去磷测试：

测试过程参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3109中记载的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一)备料：

15%硫酸溶液：量取硫酸15ml，缓慢加入到80ml水中，冷却，用水稀释至100ml，混合均

匀；

0.04mol/L钼酸铵溶液：称取钼酸铵（四水合物）5g，加15%硫酸溶液溶解并稀释至

100ml；

对苯二酚溶液：称取0.5g对苯二酚，加100mL水溶解，溶解后加一滴浓硫酸；

20%亚硫酸钠溶液：称取20g无水亚硫酸钠，加100mL水溶解，临用时配制；

磷贮备液（760.2mM）（磷浓度：23.54mg/ml）：称取磷酸二氢钾约10.346g，精密称定，置

于100ml量瓶中，用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磷标准使用液（磷浓度：0.024mg/ml）：先精密量取磷贮备液1ml，置50ml量瓶中，加水稀

释至刻度，再精密量取1ml稀释后的磷贮备液，置20ml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

供试液：分别量取实施例1-5、对比例1的浓缩液，用水稀释125倍，再量取5ml稀释后的

浓缩液，经0.45μm滤膜过滤，接着精密量取滤液1ml，置10ml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作为

供试液；

(二)绘制磷标准曲线：

精密量取磷标准使用液0、0.5、1、2、3、4、5ml，分别置25ml量瓶中（磷浓度：0.47ug/ml-

4.7ug/ml），加入2ml钼酸铵溶液，摇匀；加入1ml亚硫酸钠溶液、1ml对苯二酚溶液，加水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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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刻度，摇匀，作为各浓度磷标准溶液，室温放置30  分钟后，在波长660nm处测定其吸光度，

以磷标准溶液的吸光度与浓度绘制标准曲线；

(三)供试液检测：

量取实施例1-5、对比例1制得的2ml供试液置25ml量瓶中，加0.04mol/L钼酸铵溶液

2ml，混匀，加入1ml亚硫酸钠溶液、1ml对苯二酚溶液，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室温放置30分

钟，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在波长660nm处测定吸光度，同时同法制备空白溶液校零，即

可读取供试液磷离子含量，结果见表1。

[0029] 表1  磷离子含量测试结果记录表

  磷含量(ppm)

实施例1 154

实施例2 162

实施例3 171

实施例4 241

实施例5 286

对比例1 1052

由表1结果可得：

1、实施例1和对比例1的结果对比可得，本发明具有优异的去磷效果；

2、实施例1-3的结果对比可得，实施例1的磷含量最低，其为优选实施例；

3、实施例1、4、5的结果对比例可得，实施例1的pH范围更适宜碳酸镧发挥去磷作用。

[0030]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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