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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呋塞米及其纯化方法，通

过将呋塞米粗品置于无机碱溶液中，充分反应生

成呋塞米盐，经脱色、过滤后，对滤液进行重结晶

处理，得到纯化的呋塞米盐；再将所述纯化的呋

塞米盐溶于纯化水中，用酸液调节其pH至酸性条

件，充分水解析晶后，经过滤、干燥，得到纯化的

呋塞米。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能够仅通过简单

的成盐、水解步骤对呋塞米粗品进行纯化，并在

不使用有机溶剂的条件下进行重结晶，从而显著

提高呋塞米的纯度及产率。同时，本发明提供的

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工艺简单、易于实施，适合工

业化大规模生产，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具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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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呋塞米粗品加入无机碱溶液中，充分反应生成呋塞米盐，经脱色、过滤后，对滤液

进行重结晶处理，得到纯化的呋塞米盐；

S2、将步骤S1得到的所述纯化的呋塞米盐溶于纯化水中，用酸液调节其pH至酸性条件，

充分水解析晶后，经过滤、干燥，得到纯化的呋塞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所述重结

晶处理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滤液在室温条件下充分搅拌后，再将所述滤液置于冰浴条件

下继续搅拌，至呋塞米盐完全从无机碱溶液中析出后，进行过滤、干燥，得到纯化的呋塞米

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所述水解

析晶过程的条件为：将调节pH后的溶液先在室温条件下充分搅拌，使水解反应完全后，再置

于冰浴条件下继续搅拌，使水解生成的呋塞米完全从酸液中析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所述无机

碱溶液的体积与所述呋塞米粗品的质量之比为(8～12)mL:1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所述酸性

条件的pH值为4～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所述无机

碱为碳酸氢钠、碳酸钠、氢氧化钠、碳酸氢钾、碳酸钾、氢氧化钾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氢

钠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氢钠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钠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

饱和碳酸钠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氢氧化钠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当

所述无机碱为碳酸氢钾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氢钾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钾

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钾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氢氧化钾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

40％的氢氧化钾溶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所述酸液

包含但不限于乙酸、硫酸、磷酸、硝酸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得到的所

述纯化的呋塞米的纯度高于99.9％，收率高于89.5％。

10.一种呋塞米，其特征在于：该呋塞米为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

纯化方法纯化得到，其纯度高于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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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呋塞米及其纯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药物合成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呋塞米及其纯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呋塞米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和水肿的袢利尿药，呈白色或类白

色、几乎无味的结晶性粉末状，易溶于N,N-二甲基甲酰胺，略溶于甲醇，微溶于乙醇，几乎不

溶于水。呋塞米主要抑制肾脏的髓袢升支髓质部和皮质对Cl-和Na+的再吸收，从而促进Cl-、

Na+、K+和水分的大量排出而利尿。其利尿作用强而短，为强效利尿药，临床上可用于治疗心

脏性水肿、肾性水肿、肝硬化腹水以及肺水肿、脑水肿、急性肾衰竭或血管壁障碍所引起的

周围性水肿等，特别是对其他利尿药无效的病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0003] 目前，呋塞米的合成通常以2,4-二氯-5-磺酰胺基苯甲酸和糠胺为主要原料，经缩

合反应制得呋塞米。但现有方法制备的呋塞米常含有较多杂质，纯度较低，从而影响了所得

呋塞米产品的质量及使用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呋塞米的应用。因此，如何对现有的呋

塞米粗品进行有效纯化，是当前对呋塞米的研究重点。

[0004] 当前，对呋塞米粗品的纯化主要通过柱层析或使用有机溶剂进行重结晶来实现。

然而，通过柱层析对呋塞米粗品进行纯化成本较高，且在工业化生产上受到限制，难以大规

模应用；而使用有机溶剂进行重结晶则收率较低，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为研

究更为合理有效的纯化方法，公开号为CN105906589A的专利提供了一种呋塞米的制备方

法，该专利在合成呋塞米粗品后，采用有机溶剂和水作为混合溶剂，通过调节pH至碱性并升

温使粗品溶解，经活性炭脱色、过滤后，再调节滤液pH至酸性，析出固体，从而得到纯化的呋

塞米。但该专利以乙醇作为最优有机溶剂，不仅会导致一定量的呋塞米溶于乙醇中，影响呋

塞米的收率；还会使呋塞米苯环上的羧基与乙醇反应，并引入杂质，从而影响纯化后呋塞米

的纯度。

[0005] 有鉴于此，当前仍有必要提供一种呋塞米及其纯化方法，在不使用有机溶剂的条

件下，简便、有效地对呋塞米粗品进行纯化，并得到较高的收率和纯度。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呋塞米及其纯化方法，通过使呋塞米

粗品在碱性条件下成盐，并在不使用有机溶剂的条件下使呋塞米盐重结晶，再使重结晶后

的呋塞米盐在酸性条件下水解，从而以简便的方法得到纯化的呋塞米，并显著提高呋塞米

的收率及纯度。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S1、将呋塞米粗品加入无机碱溶液中，充分反应生成呋塞米盐，经脱色、过滤后，对

滤液进行重结晶处理，得到纯化的呋塞米盐；

[0009] S2、将步骤S1得到的所述纯化的呋塞米盐溶于纯化水中，用酸液调节其pH至酸性

条件，充分水解析晶后，经过滤、干燥，得到纯化的呋塞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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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在步骤S1中，所述重结晶处理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滤液在室温条件下

充分搅拌后，再将所述滤液置于冰浴条件下继续搅拌，至呋塞米盐完全从无机碱溶液中析

出后，进行过滤、干燥，得到纯化的呋塞米盐。

[0011]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所述水解析晶过程的条件为：将调节pH后的溶液先在室温

条件下充分搅拌，使水解反应完全后，再置于冰浴条件下继续搅拌，使水解生成的呋塞米完

全从酸液中析出。

[0012] 进一步地，在步骤S1中，所述无机碱溶液的体积与所述呋塞米粗品的质量之比为

(8～12)mL:1g。

[0013]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所述酸性条件的pH值为4～5。

[0014] 进一步地，在步骤S1中，所述无机碱为碳酸氢钠、碳酸钠、氢氧化钠、碳酸氢钾、碳

酸钾、氢氧化钾中的一种。

[0015] 进一步地，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氢钠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氢钠溶液；当

所述无机碱为碳酸钠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钠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氢氧化钠时，

所述无机碱溶液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氢钾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

饱和碳酸氢钾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钾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钾溶液；当所述

无机碱为氢氧化钾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40％的氢氧化钾溶液。

[0016]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所述酸液包含但不限于乙酸、硫酸、磷酸、硝酸中的一种或

几种混合。

[0017]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得到的所述纯化的呋塞米的纯度高于99.9％，收率高于

89.5％。

[001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呋塞米，该呋塞米根据上述技术方案中任

一技术方案纯化得到，其纯度高于99.9％。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提供的呋塞米的纯化方法通过使呋塞米粗品在碱性条件下成盐，并在不

使用有机溶剂的条件下使呋塞米盐重结晶，再使重结晶后的呋塞米盐在酸性条件下水解，

能够得到纯度显著提高的呋塞米；且纯化过程具有较高的收率，纯化效率高。

[0021] 2、本发明通过将呋塞米粗品置于无机碱溶液中，能够使呋塞米与无机碱反应生成

呋塞米盐，并溶于无机碱溶液中；经脱色过滤后，通过将滤液先在室温下充分搅拌，再置于

冰浴条件下继续搅拌，能够利用温度的降低使呋塞米盐在无机碱溶液中的溶解度下降，从

而使呋塞米盐重新从无机碱溶液中结晶析出，经过滤后即能够得到纯化的呋塞米盐，有利

于提高最终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盐的纯度。同时，本发明通过选用饱和溶液或碱含量较高

的溶液作为无机碱溶液，能够使溶液更易于过饱和，从而进一步促进呋塞米盐从无机碱溶

液中析出，提高呋塞米的收率。

[0022] 3、本发明提供的呋塞米的纯化方法不需要使用柱层析，也未使用有机溶剂进行重

结晶，仅通过简单的成盐、水解步骤进行纯化，步骤简单，易于操作；同时，本发明能够利用

成盐过程使用的无机碱溶液对生成的呋塞米盐进行重结晶，能够显著提高呋塞米的纯度及

产率；且整体纯化过程工艺简单、成本较低，适合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

率，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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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使用的呋塞米粗品的纯度色谱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纯度色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

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2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7] S1、将呋塞米粗品加入无机碱溶液中，充分反应生成呋塞米盐，经脱色、过滤后，对

滤液进行重结晶处理，得到纯化的呋塞米盐；

[0028] S2、将步骤S1得到的所述纯化的呋塞米盐溶于纯化水中，用酸液调节其pH至酸性

条件，充分水解析晶后，经过滤、干燥，得到纯化的呋塞米。

[0029] 在步骤S1中，所述重结晶处理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滤液在室温条件下充分搅拌

后，再将所述滤液置于冰浴条件下继续搅拌，至呋塞米盐完全从无机碱溶液中析出后，进行

过滤、干燥，得到纯化的呋塞米盐。

[0030] 在步骤S2中，所述水解析晶过程的条件为：将调节pH后的溶液先在室温条件下充

分搅拌，使水解反应完全后，再置于冰浴条件下继续搅拌，使水解生成的呋塞米完全从酸液

中析出。

[0031] 在步骤S1中，所述无机碱溶液的体积与所述呋塞米粗品的质量之比为(8～12)mL:

1g。

[0032] 在步骤S2中，所述酸性条件的pH值为4～5。

[0033] 在步骤S1中，所述无机碱为碳酸氢钠、碳酸钠、氢氧化钠、碳酸氢钾、碳酸钾、氢氧

化钾中的一种。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氢钠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氢钠溶液；当所述

无机碱为碳酸钠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钠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氢氧化钠时，所述

无机碱溶液为40％的氢氧化钠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氢钾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

碳酸氢钾溶液；当所述无机碱为碳酸钾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饱和碳酸钾溶液；当所述无机

碱为氢氧化钾时，所述无机碱溶液为40％的氢氧化钾溶液。

[0034] 在步骤S2中，所述酸液包含但不限于乙酸、硫酸、磷酸、硝酸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0035] 在步骤S2中，得到的所述纯化的呋塞米的纯度高于99.9％，收率高于89.5％。在本

发明提供的实施例中，使用的呋塞米粗品的合成方案如下所示：

[0036]

[0037] 所述呋塞米粗品的具体制备方法为：将50g  2 ,4-二氯-5-磺酰胺基苯甲酸溶于

300mL无水乙醇中，移至油浴锅微热溶清，搅拌溶清后分3次加入11.04g甲醇钠，加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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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升温至50℃，搅拌4h；反应完成后，冷却至室温，抽滤得到白色固体，收集合并母液，旋除

大量的溶剂后冷却析晶，过滤后合并白色钠盐，置于鼓风干燥箱中，再65℃下干燥12h，干燥

后得到50.02g2,4-二氯-5-磺酰胺基苯甲酸钠。

[0038] 在500ml的四口烧瓶中先加入180mL二甲基亚砜(DMSO)，在室温搅拌条件下缓慢加

入50g所述2,4-二氯-5-磺酰胺基苯甲酸钠，随后加入49.83g糠胺，再加入20mL二甲基亚砜

冲洗加样漏斗；再插好温度计，通入氮气保护，缓慢升温至130℃，回流搅拌反应12h，反应结

束后得到红棕色溶液。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将反应液转移到5L圆底烧瓶中，用2mol/L

的HCl溶液调节pH值至4～5，在室温条件下缓慢向体系加入3000mL纯净水，并在室温条件下

搅拌2h，析出黄色固体，经抽滤后，将滤饼用纯化水洗涤后，置于60℃的鼓风干燥箱中干燥

12h，得到51.02g黄色固体，即为呋塞米粗品。

[0039]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所述呋塞米粗品的纯度进行测定，使用的仪器及检测条件

如下所示：

[0040] 高效液相色谱仪：岛津SPD-20A高效液相色谱仪，SPD-20A检测器；

[0041] 色谱柱：Agilent  Zorbax  Eclipse  XDB-C18(150×4.6mm,5μm)；

[0042] 流动相：以体积比为90:10的磷酸盐缓冲液-甲醇为流动相A，以体积比为50:50的

磷酸盐缓冲液-甲醇为流动相B；

[0043] 检测波长：230nm；流速：0.8mL/min；柱温：35℃；进样量：10μL。

[0044] 在上述检测条件下，测得所述呋塞米粗品的纯度色谱图如图1所示，并计算得该呋

塞米粗品的纯度为91.435％。

[0045] 下面以该呋塞米粗品为原料，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提供的呋塞米的纯化方

法进行说明。

[0046]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使用的呋塞米粗品仅为示例，而非对其进行限制，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使用其他合成方式得到的呋塞米粗品同样能够按照本发明提供

的呋塞米的纯化方法进行纯化，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7] 实施例1

[004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9] S1、在单口烧瓶中加入400mL的饱和NaHCO3溶液，将50g呋塞米粗品分批缓慢加入

NaHCO3溶液中，在80℃加热搅拌30min，使呋塞米粗品溶清后，再加入2.5g活性炭，继续加热

搅拌30min，趁热过滤；将滤液先在室温条件下搅拌3h，再置于冰浴条件下搅拌1h，使呋塞米

钠盐完全从无机碱溶液中析出，对其进行过滤、干燥后，得到浅黄色固体，即为纯化的呋塞

米钠盐。

[0050] S2、将步骤S1得到的所述纯化的呋塞米钠盐溶于300ml纯化水中，用无水乙酸调节

其pH至4～5，先在室温条件下搅拌3h，使水解反应完全，生成的呋塞米开始析出；再将其置

于冰浴条件下搅拌1h，使水解生成的呋塞米完全从酸液中析出，再对其进行过滤，将滤饼用

纯化水洗涤后，干燥12h，得到白色固体，即为纯化的呋塞米。

[0051] 本实施例中，使用的呋塞米粗品为50g，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质量为45.09g，可以

计算得本实施例中呋塞米的收率为90.18％。

[0052] 再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本实施例制得的纯化的呋塞米的纯度进行测定，按照与

呋塞米粗品相同的检测条件，测得本实施例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纯度色谱图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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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2与图1对比，可以看出，大量杂质峰在纯化后消失，所得呋塞米纯度明显提高。同时，本

实施例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纯度为99.931％，表明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法能够有效对呋塞

米进行纯化，并使呋塞米的纯度显著提高。

[0053] 实施例2～6

[0054] 实施例2～6分别提供了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改

变了步骤S1中使用的无机碱溶液和步骤S2中使用的酸液，其他步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

不再赘述。实施例2～6中使用的无机碱溶液和酸液的种类如表1所示。

[0055] 表1实施例2～6中使用的无机碱溶液和酸液的种类

[0056] 实施例 无机碱溶液 酸液

实施例2 饱和Na2CO3溶液 无水乙酸

实施例3 40％的NaOH溶液 无水乙酸

实施例4 饱和NaHCO3溶液 盐酸(2mol/L)

实施例5 饱和NaHCO3溶液 硫酸(2mol/L)

实施例6 饱和KHCO3溶液 无水乙酸

[0057] 对实施例2～6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进行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58] 表2实施例2～6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

[0059]

[0060]

[0061] 由表2可以看出，使用不同种类的无机碱溶液和酸液都能够对呋塞米粗品进行纯

化，且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均高于89.5％，纯度均高于99.9％。其中，使用饱和溶液

作为无机碱溶液时得到的呋塞米的收率较高，主要是由于步骤S1中得到的呋塞米钠盐在饱

和溶液中更容易完全析出，从而提高呋塞米的收率。

[0062] 因此，本发明提供的呋塞米的纯化方法显著提高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并能够根

据实际需要选择无机碱溶液和酸液，灵活性较大，适用范围更广，能够满足实际应用的需

求。

[0063] 实施例7～8

[0064] 实施例7～8分别提供了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改

变了步骤S1中无机碱溶液的体积与呋塞米粗品的质量之比，其他步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在

此不再赘述。实施例1与实施例7～8中无机碱溶液的体积与呋塞米粗品的质量之比如表3所

示。

[0065] 表3实施例1与实施例7～8的步骤S1中无机碱溶液的体积与呋塞米粗品的质量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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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实施例 无机碱溶液的体积与呋塞米粗品的质量之比

实施例1 8mL:1g

实施例7 10mL:1g

实施例8 12mL:1g

[0067] 对实施例7～8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进行检测，并与实施例1进行对

比，结果如表4所示。

[0068] 表4实施例1及实施例7～8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

[0069]

[0070]

[0071] 由表4可以看出，实施例7～8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均具有较高的收率和纯度，能够

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将实施例7～8与实施例1对比，可以看出，当呋塞米粗品用量一定时，

由于呋塞米几乎不溶于水，增加无机碱溶液的用量，能够保持收率基本不变，同时呋塞米的

纯度能够比实施例1略微提高。若持续增加无机碱溶液的用量，对呋塞米纯度的改善很小，

反而会增加成本。因此，综合纯化成本及纯化效果，本发明优选无机碱溶液的体积与呋塞米

粗品的质量之比为(8～12)mL:1g，在此条件下纯化得到的呋塞米能够同时具有较高的收率

和纯度。

[0072] 对比例1

[0073] 对比例1提供了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步骤S1中

将400mL的饱和NaHCO3溶液替换为200mL无水乙醇与200mL饱和NaHCO3溶液的混合溶液，其他

步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74] 对对比例1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进行检测，并与实施例1进行对比，

结果如表5所示。

[0075] 表5实施例1及对比例1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

[0076] 实施例 收率(％) 纯度(％)

实施例1 90.18 99.931

对比例1 72.64 98.823

[0077] 由表5可以看出，对比例1中使用了乙醇作为溶剂，尽管能够稍微提高溶剂速率，但

由于呋塞米能够微溶于乙醇，导致最终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收率较低；同时，由于呋塞米苯

环上的羧基能够与乙醇发生反应，从而引入杂质，导致最终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纯度较低。

因此，本发明中未使用乙醇或其他有机溶剂，不仅能够简化纯化步骤，还能够有效提高呋塞

米的纯度和收率。

[0078] 对比例2

[0079] 对比例2提供了一种呋塞米的纯化方法，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步骤S1中

加入活性炭加热搅拌并趁热过滤后，未在室温及冰浴条件下搅拌使呋塞米钠盐析出，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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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实施步骤S2中的用无水乙酸调节pH至4～5，其他步骤均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80] 对对比例2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进行检测，并与实施例1进行对比，

结果如表6所示。

[0081] 表6实施例1及对比例2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的收率和纯度

[0082] 实施例 收率(％) 纯度(％)

实施例1 90.18 99.931

对比例2 88.79 96.732

[0083] 由表6可以看出，对比例2未在步骤S1中进行重结晶，而是在溶解、脱色后进行简单

过滤，步骤S1中得到的呋塞米钠盐溶液中仍含有大量杂质，从而导致对比例2得到的纯化的

呋塞米的纯度明显低于实施例1得到的纯化的呋塞米。因此，本发明中通过对活性炭脱色过

滤后得到的滤液进行重结晶，能够利用温度的变化降低呋塞米盐在无机碱溶液中的溶解

度，从而促使呋塞米盐从无机碱溶液中充分结晶析出，再次过滤后则能够有效滤除呋塞米

盐溶液中的杂质，从而使最终得到的呋塞米的纯度显著提高。

[0084] 需要说明的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在本发明提供的呋塞米的纯化方法中，

使用的无机碱溶液中的无机碱可以是碳酸氢钠、碳酸钠、氢氧化钠、碳酸氢钾、碳酸钾、氢氧

化钾中的任意一种；使用的酸液可以是乙酸、硫酸、磷酸、硝酸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均属于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85]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将呋塞米粗品置于无机碱溶液中，充分反应生成呋塞米盐，

经脱色、过滤后，对滤液进行重结晶处理，能够得到纯化的呋塞米盐；再通过将所述纯化的

呋塞米盐溶于纯化水中，用酸液调节其pH至酸性条件，充分水解析晶后，经过滤、干燥，能够

得到纯化的呋塞米。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能够仅通过简单的成盐、水解步骤对呋塞米粗品

进行纯化，并在不使用有机溶剂的条件下进行重结晶，从而显著提高呋塞米的纯度及产率。

同时，本发明提供的呋塞米的纯化方法工艺简单、易于实施，适合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能够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0086]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

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是利

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

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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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0

CN 113004230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