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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芍 藥 ⽢ 草 湯 為 中 藥 著 名 ⽅ 劑 ， 由 芍 藥 與 ⽢ 草 組 成 。 本 研 究 中 ， 探 討 ⼆ 藥 之 指 標 成 分 ， 芍 藥 苷 與 ⽢ 草 酸
以 單 獨 成 分 注 射 與 混 合 注 射 於 家 免 後 的 藥 物 動 ⼒ 學 。 實 驗 採 隨 機 交 叉 試 驗 設 計 ， 6 隻 家 兔 分 別 接 受 芍 藥
苷 或 ⽢ 草 酸 單 次 劑 量 （ 2 5   m g / k g ） 或 ⼆ 成 分 之 混 合 注 射 （ 各 2 5   m g / k g ） ， 間 隔 1 週 之 交 叉 給 藥 。 ⾎ 中
濃 度 分 析 探   H P I C   定 量 法 。 研 究 結 果 顯 ⽰ ， 家 免 接 受 ⼆ 成 分 混 合 注 射 後 ， 芍 藥 苷 的 曲 線 下 ⾯ 積 （ A U C ）
明 顯 的 比 單 獨 注 射 時 ⼩ （ 3 7 . 2 9 ⼟ 2 . 5 8   對 2 8 . 9 7   ⼟ 5 . 5 9   u   g • h r / m L ） ︔ 排 除 半 衰 期 （ 0 . 8 7   ⼟ 0 . 1 0 對   0 . 6 4
⼠ 0 . 2 7   h r ） 及 平 均 滯 留 時 間 （ 1 . 1 5   ⼟ 0 . 1 8   0 . 9 0   ⼠ 0 . 0 8   h r ） 均 縮 短 ︔ 清 除 率 明 顯 的 增 加 （ 1 . 2 8 ⼠ 0 . 1 4 對
1 . 7 8   ⼠   0 . 2 9   L / h r ） 。 顯 ⽰ ⽢ 草 酸 有 加 速 芍 藥 苷 從 體 內 排 除 之 現 象 。

關 鍵 詞 ： 芍 藥 苷 、 ⽢ 草 酸 、 藥 物 動 ⼒ 學 、 交 互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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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 藥 ⽢ 草 湯 是 傷 寒 論 中 著 名 ⽅ 劑 ， 由 芍 藥
與 ⽢ 草 ⼆ 藥 組 成 ， 主 治 因 外 感 誤 ⽤ 汗 法 造 成 腹
部 疼 痛 。 芍 藥 苷 （ P a e o n i f l o r i n ， 圖 1 ） 為 芍 藥 的
有 效 成 分 。 近 代 的 研 究 ， 證 明 苟 藥 苷 有 抗 過 敏
（ 1 ） 、 抗 痙 攣 （ 2 ） 、 鎮 痛 （ 3 ） 、 肌 ⾁ 鬆 弛 （ 4 ） 及 抗 炎
作 ⽤ （ S ） 。 ⽽ 苟 藥 的 療 效 可 以 ⽤ 芍 藥 苷 的 藥 理 說
明 （ 0 。 ⽢ 草 酸 （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i c   a c i d ， 圖 2 ） 是
⽢ 草 的 有 效 成 分 ， 有 抗 炎 （ 7 ） 、 保 肝 （ 8 ） 、 類 腎
上 腺 ⽪ 質 素 作 ⽤ （ 9 ） 及 抗 病 毒 作 ⽤ （ 1 0 ） 。 過 去 對
於 芍 藥 苷 之 藥 動 學 與 ⽢ 草 酸 的 藥 動 學 各 有 單 獨
的 報 告 ， 但 未 ⾒ ⼆ 者 同 時 給 藥 的 報 告 。 在 本 研
究 將 在 家 免 進 ⾏ ⼆ 個 成 分 混 合 注 射 之 藥 物 動 ⼒
學 研 究 ， 並 與 個 別 成 分 做 交 叉 實 驗 比 較 ， 分 析
可 能 有 的 藥 物 動 ⼒ 學 交 互 作 ⽤ ， 並 作 為 後 續 進
⾏ 相 關 ⽅ 劑 藥 物 動 ⼒ 學 研 究 之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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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藥 物
⽢ 草 酸 含 量 爲 9 5 %   購 於 ⽇ 本 F l u k a 公 司 ，

芍 藥 苷 含 量 為 9 1 % 購 於 ⽇ 本 ⽶ 山 公 司 。 其 他 分
析 試 劑 及 溶 媒 均 為 H P L C 級 。
⽢ 草 酸 注 射 液 或 芍 藥 苷 注 射 液 之 製 備 ， 均

分 別 精 確 秤 取 2 0 0 m g ， 以 少 量 ⼄ 醇 溶 解 ， ⽽ 後
溶 於 ⽣ 理 食 鹽 ⽔ ， 配 成 濃 度 爲 2 0   m g / m L 之 注
射 液 。 混 合 注 射 液 之 製 備 相 同 ， 惟 其 所 含 ⼆ 成
分 之 濃 度 各 爲 2 0 m g / m L 。

⼆ 、 動 物 實 驗
6 隻 紐 西 蘭 家 兔 （ 2 - 3   k g ） 經 隨 機 設 計 接 受 單

獨 注 射 芍 藥 苷 （ 劑 量 2 5   m g / k g ） ， 單 獨 注 射 ⽢
草 酸 （ 2 5   m g / k g ） 或 芍 藥 苷 加 ⽢ 草 酸 混 合 注 射 液
（ 各 2 5   m g / k g ） ， 注 射 入 家 兔 ⽿ 靜 脈 。 交 叉 實
驗 的 間 隔 時 間 在 1 週 以 上 。 ⾎ 液 檢 品 於 給 藥 前
及 給 藥 後 的 2 . 5 , 5 ,   1 0 ,   1 5 , 2 0 , 3 0 m i n   及 1 , 1 . 5 ， 2 ，
2 . 5 ,   3 ,   3 . 5 ,   4 ,   4 . 5 ,   5 ,   5 . 5 ,   6 , 8   h r s 。 從 家 兔 ⽿ 靜
脈 之 留 置 針 上 抽 ⾎ ， 每 次 1 m l 置 入 ⽤ 肝 素
（ h e p a r i n ,   2 5   I U / m L ）   溼 潤 過 的 檢 品 管 内 。 ⾎ 液
經 離 ⼼ 後 ， 取 出 上 層 ⾎ 漿 ， 保 存 於 - 2 0 ° C 之 冷
凍 櫃 内 待 分 析 。

三 、 定 量 分 析 法
⾼ 效 液 相 層 析 （ H P L C ） 系 統 ， 包 括 層 析 幫

浦 （ J a s c o ,   P U - 9 8 0 ， ⽇ 本 ） ， 配 置 U V 偵 測 器
（ J a s c o ,   P U - 9 8 5 ， ⽇ 本 ） 與 ⾃ 動 取 樣 器 （ J a s c o ，

8 5 1 - A S ， ⽇ 本 ） 。 H P L C 的 定 量 分 析 條 件 如
下 ： 管 柱 ⽤ L i C h r o s p h e r   1 0 0   R P - 1 8 管 柱 （ 2 5 0 x

4 m m ,   M e r c k ） ︔ 移 動 相 爲 氰 甲 烷 （ 含 甲 醇 1 5
% ） / ⽔ （ 含 磷 酸 1 0 % ） ， 對 藥 苷 爲 2 0 / 8
0 ， ⽢ 草 酸 4 0 / 6 0 。 U V 偵 測 波 長 ， 芍 藥 苷 在 2 4 3
n m ， ⽢ 草 酸 在 2 5 4 n m 。 流 速 為 1   m l / m i n 。
芍 藥 苷 與 ⽢ 草 酸 定 量 之 標 準 溶 液 （ 1 m g / m L ）

係 將 成 分 溶 於 ⼄ 醇 内 製 備 ⽽ 成 ， 儲 於 0 ° C 備
⽤ 。 供 分 析 之 檢 品 處 理 ， 是 以 微 量 吸 管 精 確 的
量 取 ⾎ 漿 檢 品 2 0 0 从   L ， 置 入 試 管 中 ， 加 氰 甲
烷 8 0 0 从 L 混 合 均 勻 ， 以 除 去 蛋 ⽩ 質 。 混 合 液
於 震 盪 器 上 振 搖 2 0 秒 ， 於 1 0 0 0 0   r p m 離 ⼼ 1 5 分

鐘 。 上 清 液 移 至 另 ⼀ 乾 淨 試 管 ， ⽤ 氮 氣 噴 吹 至
乾 ， 殘 渣 ⽤ 移 動 相 2 0 0 从 L 溶 解 ， 然 後 ⽤ 超 ⾳ 波
震 盪 使 混 合 均 勻 。 利 ⽤ ⾃ 動 取 樣 器 ， 每 次 2 0 从
L 注 入 H P L C 系 統 中 ， 進 ⾏ 分 析 。
檢 量 線 分 別 由 芍 藥 苷 或 ⽢ 草 酸 之 標 準 溶 液

加 於 兔 ⾎ 漿 配 成 濃 度 為 1 0 0   从   g / m L 至 0 . 0 5   K   g
/ m L   構 成 。 ⾎ 漿 檢 品 中 的 成 分 濃 度 ， 由 波 峰 ⾯
積 與 濃 度 之 間 之 回 歸 直 線 ， 經 内 插 求 得 。

分 析 ⽅ 法 的 確 效 ， 精 確 性 試 驗 由 同 ⽇ 與 間
⽇ 之 標 準 ⾎ 漿 檢 品 溶 液 之 標 準 曲 線 濃 度 測 量 （ n
= 3 ） 。 回 收 率 試 驗 以 ⽢ 草 酸 或 芍 藥 苷 添 加 在 ⾎
漿 和 ⽔ 中 ， 經 同 樣 檢 品 處 理 及 分 析 後 比 較 ⽽
得 。 ⾎ 漿 檢 品 的 安 定 性 則 分 別 於 - 2 0 ° C 貯 存 後
解 凍 處 理 及 3 7 ° C 貯 存 後 ， 依 設 定 時 間 取 檢 品 分
析 觀 察 。

四 、 數 據 的 處 理 與 統 計 學 的 分 析
各 投 藥 法 所 得 之 ⾎ 漿 檢 品 ， 經 定 量 之 後 ，

所 得 ⾎ 中 成 分 濃 度 值 ， 利 ⽤ 電 腦 程 式 P C N O N -
L I N 處 理 ， 取 得 相 關 之 藥 物 動 ⼒ 學 參 數 ， 包 括
半 衰 期 （ t 1 / 2 ） 、 曲 線 下 ⾯ 積 （ A U C ） 、 和 清 除 率
（ C I ） 等 。 不 同 給 藥 之 參 數 間 差 異 ， 利 ⽤ 統 計 學
單 向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w a y   A N O V A ） 來 分 析 。 顯
著 ⽔ 平 訂 於 P < 0 . 0 5 。

結 果 與 討 論
⼀ 、 定 量 法

⾎ 漿 中 芍 藥 苷 濃 度 之 定 量 法 ， 依 本 實 驗
H P L C   之 條 件 具 專 ⼀ 性 ， 靈 敏 度 爲 2 0   n g / m L 。
由 標 準 品 配 成 的 0 . 0 5 ～ 1 0 0   从   g / m L 免 ⾎ 漿 液 ，
構 成 之 檢 量 線 ， 有 良 好 的 線 性 關 係 （ R 2 = 0 . 9 9 9 9
8 ， y =   1 2 3 5 7 . 3 4 x   +   2 6 7 . 0 9 ） 。 此 定 量 法 的 回 收
率 為 9 3 . 3 8 % 。 在 同 ⽇ 與 異 ⽇ 之 精 確 性 試 驗 ， 變
異 係 數 在 1 0 % 以 下 。 芍 藥 苷 在 家 免 ⾎ 漿 中 ， 不
論 於 - 2 0 ° C ， 冷 凍 或 室 溫 ， 皆 能 維 持 2 週 之 安
定 。

⾎ 漿 中 ⽢ 草 酸 濃 度 之 定 量 ， 依 本 實 驗
H P L C 之 條 件 也 具 專 ⼀ 性 ， 靈 敏 度 亦 可 達 2 0 n g
/ m L ， 由 0 . 0 5 ~ 1 0 0   x   g / m L   構 成 之 檢 量 線 有 良
好 的 線 性 關 係 （ R 2 = 0 . 9 9 9 8 ， y =   1 3 3 0 8 . 7 9   X -
3 6 8 8 . 3 8 ） 。 回 收 率 爲 8 2 . 7 % ， 同 ⽇ 與 異 ⽇ 之 精



確 性 ， 其 變 異 係 數 也 低 於 1 0 % 。 ⽢ 草 酸 在 兔 ⾎
漿 中 也 能 維 持 2 週 以 上 之 安 定 。

⼆ 、 家 兔 單 獨 靜 脈 注 射 芍 藥 苷 之 藥 動 學

6 隻 家 兔 經 靜 脈 注 射 單 劑 量 （ 2 5   m g / k g ） 之
芍 藥 苷 後 ， ⾎ 中 濃 度 變 化 ⽰ 於 圖 3 ， 芍 藥 苷 在
家 免 體 内 的 ⾎ 中 濃 度 - 時 間 曲 線 ， 經 配 適 成 ⼆
室 模 式 ， 可 以 ⽤ 下 式 表 ⽰ ： C p =   3 2 . 4 l e   1 . 8 o t   +
19.60€0.801 (Cp: M g/mL; t : hr)
經 處 理 所 得 之 藥 物 動 ⼒ 學 參 數 ， 列 於 （ 表

⼀ ） 。 苟 藥 苷 在 6 隻 家 免 靜 脈 注 射 後 ， 平 均 半
衰 期 0 . 8 7 ⼠ 0 . 1 0 h r ， 清 除 率 為 1 . 2 8 ⼠ 0 . 1 4 L / h r ，
曲 線 下 ⾯ 積 3 7 . 2 9 ⼟ 2 . 5 8   M   g • h r / m L 。 過 去 ，
I s h i d a   等 ⼈ 在 ⼤ 鼠 的 試 驗 ， 發 現 芍 藥 苷 屬 ⼆ 室
模 式 ， 但 半 衰 期 只 1 0 分 鐘 （ 1 2 ） ， 陳 崇 宏 等 ⼈ 在
狗 的 試 驗 ， 也 證 實 芍 藥 苷 屬 ⼆ 室 模 式 動 ⼒ 學 ，
半 衰 期 為 1 3 3 . 4 1   ⼟ 8 4 . 8 9 分 鐘 （ 1 3 ） ， 此 次 在 家 兔
實 驗 之 觀 察 結 果 與 陳 光 亮 等 ⼈ 在 家 免 試 驗 結 果
6 6 . 0 2 分 鐘 相 近 （ 1 4 ） ， 如 果 家 兔 的 ⾎ 容 量 依 5 6   m l
/ k g   計 算 （ 2 1 ） ， 實 驗 所 得 之 分 佈 體 積 （ 近 似 5 8 4
m l / k g ） 約 為 ⾎ 容 量 之 1 0 倍 ， 顯 ⽰ 芍 藥 苷 可 能 分
佈 到 組 織 中 。

三 、 家 兔 單 獨 靜 脈 注 射 ⽢ 草 酸 之 藥 動 學
6 隻 家 兔 經 靜 脈 注 射 單 劑 量 （ 2 5   m g / k g ） 之

⽢ 草 酸 後 ， ⾎ 中 濃 度 變 化 ⽰ 於 圖 4 ， ⽢ 草 酸 在
家 免 體 内 的 ⾎ 中 濃 度 - 時 間 曲 線 ， 經 配 適 成 ⼆
室 模 式 ， 可 以 ⽤ 下 式 表 ⽰ ： C p = 4 2 . 6 0 e 6 . 5 6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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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隻 家 免 單 獨 注 射 芍 藥 苷 及 與 ⽢ 草 酸 混 合 注 射 後 ⾎
漿 中 芍 藥 苷 之 平 均 濃 度 經 時 變 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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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1 6 e   0 . 4 7 6 （ C p :   g / m L ;   t : h r ） ， 經 處 理 所 得 之
藥 物 動 ⼒ 學 參 數 ， 列 於 （ 表 ⼆ ） 。 ⽢ 草 酸 在 6
隻 家 兔 靜 脈 注 射 後 ， 平 均 半 衰 期 1 . 4 5 ⼟ 0 . 1 2 h r ，
清 除 率 為 0 . 6 4   ⼠ 0 . 1 1   L / h r ， 曲 線 下 ⾯ 積 1 2 5 . 5 4
≥ 21.68 m g • hr/mL °
以 往 對 於 ⽢ 草 酸 之 藥 物 動 ⼒ 學 研 究 ， 幾 乎

都 在 ⼤ 鼠 進 ⾏ （ 1 6 - 1 9 ） ， 發 現 ⽢ 草 酸 在 ⼤ 鼠 體 内
爲 ⼆ 室 模 式 動 ⼒ 學 。 靜 脈 注 射 給 藥 劑 量 會 逐 漸
飽 和 ， ⾎ 漿 蛋 ⽩ 結 合 率 ⾼ ， 排 除 半 衰 期 為 5 4 ～
4 2 5   m i n   不 等 。 本 實 驗 中 ， 發 現 ⽢ 草 酸 在 家 免 的
半 衰 期 也 在 此 範 圍 内 。 另 外 根 據 I c h i k a w a 等 之
報 告 （ 1 6 ） ， ⽢ 草 酸 在 ⼤ 鼠 的 分 布 體 積 ⼩ （ 1 3 2   m l
/ k g ） 。 本 實 驗 中 ， ⽢ 草 酸 在 家 免 的 分 布 體 積 約
為 （ 5 2 8   m l / k g ） 亦 遠 ⼤ 於 家 兔 的 ⾎ 容 體 積 ， 顯 ⽰
⽢ 草 酸 可 分 佈 到 家 兔 組 織 中 。 ⽢ 草 酸 在 ⼈ 靜 脈
注 射 後 也 呈 ⼆ 室 模 式 動 ⼒ 學 ， 半 衰 期 約 3 . 8 - 4 . 8
⼩ 時 （ 2 0 ） 。

四 、 家 免 經 靜 脈 注 射 芍 藥 苷 加 ⽢ 草 酸 混
合 注 射 液 後 之 藥 動 學
六 隻 家 兔 經 靜 脈 注 射 芍 藥 苷 加 ⽢ 草 酸 混 合

注 射 液 （ 劑 量 各 2 5   m g / k g ） 之 後 ， 分 析 所 得 之
⾎ 漿 中 芍 藥 苷 濃 度 變 化 ⽰ 於 圖 3 ， ⽽ ⽢ 草 酸 之
濃 度 變 化 ⽰ 於 圖 4 ， 於 圖 3 可 以 ⾒ 到 芍 藥 苷 之 ⾎
中 濃 度 受 到 ⽢ 草 酸 之 影 響 ， 在 免 體 內 的 消 逝 變
快 ， ⽽ 圖 4 ⽢ 草 酸 之 ⾎ 中 濃 度 未 受 到 併 ⽤ 之 影
響 。 兩 種 成 份 在 混 合 注 射 後 ， 分 析 所 得 ⾎ 中 濃
度 經 時 變 化 ， 也 個 別 ⽤ ⼆ 室 模 式 配 適 ， 所 得 藥
物 動 ⼒ 學 參 數 分 列 於 表 ⼀ 及 表 ⼆ 。 混 合 注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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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六 隻 家 免 單 獨 注 射 ⽢ 草 酸 及 與 芍 藥 苷 混 合 注 射 後 ⾎
漿 中 ⽢ 草 酸 之 平 均 濃 度 經 時 變 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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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芍 藥 苷 的 半 衰 期 為 0 . 6 4   ⼠ 0 . 2 7 h r ， 分 佈 體
積 （ V d s s ） 爲 1 . 5 9 ⼟ 0 . 2 6 L ， 清 除 率 為 1 . 7 8 ⼠ 0 . 2 9
L / h r 及 曲 線 下 ⾯ 積 為 2 8 . 9 7   ⼟ 5 . 5 9   K   g • h r / m L 。
⽢ 草 酸 的 半 衰 期 為 1 . 4 5   0 . 4 0 h r ， 分 佈 體 積
（ V d s s ）   為 1 . 2 9 ⼟ 0 . 7 7 L ， 清 除 率 為 0 . 5 4 ⼟ 0 . 1 1 L
/ h r 及 曲 線 下 ⾯ 積 為 1 3 9 . 8 5   3 1 . 7 3   k g • h r / m L 。
家 免 在 混 合 靜 脈 苟 藥 苷 與 ⽢ 草 酸 後 ， 經 ⽤

統 計 學 A N O V A 分 析 （ 表 ⼀ ） ， 發 現 芍 藥 的 曲
線 下 ⾯ 積 明 顯 的 減 少 ， ⽽ 排 除 半 衰 期 及 平 均 滯
留 時 間 縮 短 。 穩 定 狀 態 分 佈 體 積 及 中 央 室 分 佈
體 積 無 顯 著 差 異 。 清 除 率 的 增 加 表 現 在 中 央 室
排 除 速 率 的 加 （ K 1 0 由 單 獨 注 射 的 1 . 4 1 ⼠ 0 . 3 2
h r   ' 增 加 至 2 . 1 5   ⼟ 0 . 6 3   h r ' 1 ） 。 可 能 是 ⽢ 草 酸 影

響 芍 藥 苷 的 排 除 ， 至 於 在 排 泄 或 代 謝 之 機 制 ，
有 待 進 ⼀ 步 之 研 究 。
家 兔 不 論 單 獨 靜 脈 之 注 射 ⽢ 草 酸 或 與 芍 藥

苷 混 合 注 射 後 ， 經 計 算 所 得 ⽢ 草 酸 之 藥 物 動 ⼒
學 參 數 ， 經 ⽤ 統 計 學   A N O V A 分 析 （ 表 ⼆ ） ，
發 現 不 論 在 曲 線 ⾯ 積 、 排 除 半 衰 期 、 平 均 滯 留
時 間 、 分 佈 體 積 、 清 除 率 均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顯
⽰ ⽢ 草 酸 在 家 免 體 內 藥 學 ⾏ 為 未 受 芍 藥 苷 之 影
響 。
總 之 ， 經 由 本 實 驗 之 結 果 ， 初 步 探 討 到 在

家 免 體 內 ， ⽢ 草 酸 可 能 會 加 速 芍 藥 苷 從 體 内 排
除 ， 其 中 有 可 能 的 藥 物 動 ⼒ 學 ⽅ ⾯ 之 交 互 作
⽤ 。

表 ⼀ 六 隻 家 免 單 獨 注 射 芍 藥 苷 （ 2 5 m g / k g ） 及 與 ⽢ 草 酸 （ 2 5 m g / k g ） 混 合 注 射 後 ， 芍
藥 苷 之 藥 動 學 參 數 比 較

a. mean ‡ S.D.
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參 數 單 獨 混 合
AUC 37.29 $ 2.58 2 8 . 9 7   ⼟ 5 . 5 9 P<0.05
5 1 / 2 8 0.87 $ 0.1 0.64 ÷ 0.27 P<0.05
CL 1.28 $ 0.14 1 . 7 8 ⼟ 0 . 2 9 P<0.05
Vdss 1.46 $ 0.15 1.59 $ 0.26 NS
MRT 1 . 1 5 ⼟ 0 . 1 8 0.90 ÷ 0.08 P<0.05

六 隻 家 免 單 獨 注 射 ⽢ 草 酸 （ 2 5   m g / k g ） 及 與 芍 藥 苷 （ 2 5 m g / k g ） 混 合 注 射
後 ， ⽢ 草 酸 之 藥 動 學 參 數 比 較

參 數 單 獨 混 合
AUC 125.54 ÷ 21.68 1 3 9 . 8 5   ⼟ 3 1 . 7 3 NS
41/2 B 1.45 ÷ 0.12 1.45 $ 0.40 NS

0.80 ₫ 0.05 0.71 ₫ 0.07 NS
CL 0 . 6 4 ⼠ 0 . 1 1 0 . 5 4   ⼟ 0 . 1 1 NS
Vdss 1 . 3 2   ⼠ 0 . 2 3 1.29 ÷ 0.77 NS
MRT 1.98 ÷ 0.28 2.41 ₫ 1.38 NS

a. mean + S.D.
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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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Influences of Glycyrrhizinic
Acid on the Pharmacokine t i c s

o f P a e o n i fl o r i n in R a b b i t s

Chun-Te Wei, Ming-Tsuen Hsieu, Cheng-Hsiung Liu

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 China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paeoniflorin and glycyrrhizinic acid in rabbits
after single intravenous dose (25 mg/kg) or coadministration both drugs were
studied. We used a randomized cross-over study. All blood samples were
assayed using the HPLC method. When paeoniflorin was combined with
glycyrrhizinic acid, the area under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curve of paeoni-
florin decreased (37.29 $ 2.58 vs. 28.97 $ 5.59 g:hr/mL). Terminal half-life
(0.87 $ 0.10 vs. 0.64 $ 0.27 hr) and mean residence time (1.15 ÷ 0.18 vs.
0.90 $ 0.08 hr) were shorter. The clearance (1.28 $ 0.14 vs. 1.78 $ 0.29 L/hr)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the levels for glycyrrhizinic acid administered
alone did not change.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was pharmacokinetics inter-
action between paeoniflorin and glycyrrhizinic acid.

Key words : Paeoniflorin, glycyrrhizinic acid, pharmacokinetics,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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