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精密度及相对回收率

药品
实际浓度

ΠΛ #

日内差Πν

实测值ΠΛ # 变异Π≤∂ 平均回收率Π

日间差Πν

实测值ΠΛ # 变异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  ≥°∞和液液萃取的结果比较

药  品
实际浓度

ΠΛ #

实测浓度ΠΛ #

≥°∞法 液液法

         

° ×

° ×

≤

3 .1  洗脱剂及其用量的确立  洗脱剂的强度对固相萃

取结果至关重要 ∀其太强 会将柱上某些不需要的强保

留组分洗脱下来 太弱 将影响对药物的洗脱能力 降低

回收率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实验选择二氯甲烷为洗脱

剂 其洗脱力较强而且易于挥发有利于样品的最后浓

缩 可获得较满意的回收率 结果见表 ∀洗脱剂的用

量一般为 ∗ Π 固定相 实验表明洗脱剂

用量在 ∗ 范围内 药物的回收率随着洗脱剂用量

的增加而有较大提高 大于 回收率提高不明显 ∀

由于增加洗脱剂用量 将引进更多杂质并延长了萃取液

的浓缩时间 因此最终确立 为洗脱剂的用量 ∀

3 .2  ≥°∞注意事项  ≥°∞柱活化时 固定相不要抽干

否则导致填料床出现裂缝 影响药物与固定相间的吸

附 从而降低样品的回收率 载样 ≥°∞柱在用二氯甲烷

洗脱前抽真空时要尽可能去除柱上水份 因水与二氯甲

烷不互溶 柱内残留水份将影响二氯甲烷与固定相充分

作用 从而降低药物的回收率 加入二氯甲烷洗脱时 流

速要适当 压力表显示要小于 ° 这样有利于提

高药物回收率 ∀

3 .3  ≥°∞的优点  ≥°∞省去了液液萃取的振荡 !离心 !

有机相转移等步骤 因此操作更简单 用时也少 比较同

一血浆经 种方法提取后的含量测定色谱图 可见 ≥°∞

的样品杂质明显减少 因此可减轻对色谱柱的污染 延

长其使用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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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粘活血袋泡剂的制备及临床观察

姚健康  严申彪  范平国 嘉兴 浙江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摘要  目的 研制降粘活血袋泡剂 探讨降粘活血袋泡剂治疗高粘血症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制定降粘活血袋

泡剂制备工艺 !质量标准 ∀观察患者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例 服降粘活血袋泡剂 ∀对照

组 例 服维脑路通片 ∀一疗程 个月 复查血脂 !血糖 !肝肾功能 ∀结果 制剂稳定 ∀治疗组血浆比粘度 !血浆纤

维蛋白原均恢复到正常值水平 Π ∀对照组血浆比粘度 !血浆纤维蛋白原亦有下降 Π ∀结论 降粘活

血袋泡剂治疗高粘血症效果好 不良反应少 是治疗高粘血症的有效方法 ∀

关键词  降粘活血袋泡剂 制备 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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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ηε πρεπαρατιον ανδ χλινιχαλ οβσερϖατιον οφ ϑιανγνιαν Ηυοξυε σαχκ2ινφυσε αγεντσ

≠ ≠ ≠ ≥ ≠ ≥ ƒ ° ∏ ƒ ° Τηε Φιρστ Ηοσπιταλ οφ ϑιαξινγ ϑιαξινγ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2 ∏ ≥ ∏ √

√ ΜΕΤΗΟ∆ × ∏ ∏

≥ × ∏ 2 √ √ ∏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Π

∏ Π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ΚΕΨ Ω ΟΡ ∆Σ  ∏¬∏ 2 ∏ √

  我院采用自制降粘活血袋泡剂治疗高粘血症 疗

效显著 现介绍如下 ∀

1  处方与组方依据

1 .1  处方

银杏叶 大黄 沙苑子 茶叶 ∀

1 .2  组方依据

高粘稠血症属中医的 /痰浊≈ 0 !/ 血瘀0范畴 祖国

医学认为血瘀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寒凝气滞 痰湿内蕴

气虚血瘀等有关 以致出现病理状态而造成血液的

/浓 !聚 !粘 !凝0状态 痰浊或瘀血遇阻脉络 诱发头晕

头昏 健忘乏力 肢体麻木等病症 ∀据此 我们在诸多

具降粘作用的中药中 通过辩证施治 结合现代医学理

论 选用银杏叶 !大黄 !沙苑子及茶叶四味中药组成 /降

粘活血袋泡剂0治疗高粘血症 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

2  制  备

以上 味 单独粉碎成粗粉 过二号筛 按处方比

例混合均匀 以 ∗ ε 干燥 分装于特制滤纸袋中

每袋 钴 辐射灭菌 即得 ∀

3  质量控制

3 .1  性状

本品为袋泡茶 内置物为黄绿色或黄褐色的粗粉

气清香 味微苦 ∀

3 .2  鉴别

3 .2 .1  取本品 置显微镜下观察 草酸钙簇晶甚多 直

径 ∗ Λ ∀分枝状石细胞 呈长条形 作不规则分

枝 直径 ∗ Λ ∀栅状细胞 细小 短柱状 壁厚 腔

窄≈ ∀

3 .2 .2  取本品 加热水 浸渍 滤过 取续

滤液 加三氯化铁试液 滴 即显蓝黑色 ∀

3 .2 .3  取上述第二项剩余滤液 加氢氧化钠试液 滴

即显红色 ∀

3 .3  检查

应符合茶剂项下有关的各项规定 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附录 × ∀

4  临床应用

4 .1  一般资料

例均来源于门诊及住院患者 符合血流变诊断

标准 ∀患者随机分降粘活血袋泡剂组 治疗组 和维脑

路通组 对照组 ∀治疗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

龄 ∗ 岁 平均 ? 岁 ξ ? Σ∆ ∀治疗组伴冠

心病 !心绞痛 例 心肌梗塞 例 脑梗塞 例 高血

压 例 单纯高粘血症 例 有明显血瘀症 例

∀对照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 岁 ξ ? Σ∆ ∀对照组伴冠心病 !心绞

痛 例 心肌梗塞 例 脑梗塞 例 高血压病

例 单纯高粘血症 例 有明显血瘀症 例 ∀

组临床多有肢体麻木 头晕头昏 健忘乏力等症候 ∀

4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每次用降粘活血袋泡剂 袋 本院制剂室

提供 每袋 开水冲泡代茶饮服 ∀对照组口服维

脑路通片 扬州制药厂 每次 片 疗程均为 个

月 ∀ 组治疗期间停用其他抗凝 !防粘药物 饮食 !工

作 !生活照常 ∀用药前后均应用 2 血粘细胞电

泳自动计时仪 作空腹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检测 同时

检查血尿常规 !肝 !肾功能 血脂 !血糖分析 ∀统计学处

理 采用 τ检验 ∀

4 .3  疗效标准  基本恢复 肢体麻木 !头晕头昏 !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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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等主症基本恢复 血流变指标下降或正常 显著好

转 肢体麻木 !头晕头昏 !健忘乏力显著好转 血流变指

标部分下降或接近正常 好转 主症好转 血流变指标

部分下降 无效 血流变指标及主症治疗后无改善 ∀

4 .4  治疗结果

治疗结果见表 ∀

表 1  组治疗方法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基本恢复

例

显著好转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治疗组

对照组

表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检测结果比较 ξ ? σ

组别
全血比粘度

低切 高切
血浆比粘度 红细胞压积Π 血浆纤维蛋白原Π #

治疗组 例 治疗前 ? ? ? ? ?

治疗后 ? ? ? ? ?

对照组 例 治疗前 ? ? ? ? ?

治疗后 ? ? ? ? ?

正常值 ? ? ? ? ?

注 与本组治疗比较 3 Π 3 Π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3 Π 3 Π 正常值为本院中心实验室测试值

  表 示 治疗组总有效率 对照组总有效率

治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Π ∀表

示 治疗组除全血粘度 红细胞压积外 血浆比粘度 血

浆纤维蛋白原治疗后均恢复到正常值水平 ∀ 组治疗

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有显著性差异 Π 或 Π

提示降粘活血袋泡剂具有明显活血化瘀作用 ∀

5  讨  论

5 .1  本降粘活血袋泡饮中 银杏叶≈ 有效成份为银杏

叶黄酮 !银杏内酯和白果内酯 ∀近年来药理研究表明

银杏及其有效成份有着广泛的药理作用 具有降血脂 !

抗动脉粥样硬化 改善心脑循环等 ∀大黄≈ 具有攻积导

滞 !泻火凉血 !活血祛瘀 沙苑子具有平肝 !祛风 !舒肝

含有脂肪油 !生物碱 !挥发油 !皂甙及硝酸盐类并有降

血压作用 茶叶的药理作用主要由其所含的黄嘌呤衍

生物所产生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能使精神兴奋 !思

想活跃 !消除疲劳 并直接兴奋心脏 扩张冠状血管 ∀

四药合用能降低全血粘度 降低红细胞聚集性 抗栓降

低血小板粘附性 防止血栓形成 达到活血化瘀通络之

功 ∀

5 .2  本品质量稳定 且安全 !方便 !无不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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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黛膜的制备和应用

刘建红  张  沫 克拉玛依 新疆克拉玛依市石油局总医院

  青黛通常用于口腔溃疡病 常用的剂型为散剂 由

于口腔中经常有唾液停留 故很难保留在溃疡部位持

久发挥疗效 我们试制了青黛膜 效果满意 ∀现介绍如

下 ∀

1  处方与制备

1 .1  处方

青黛提取物 羧甲基纤维素钠 ≤ ≤2

聚乙烯醇2 °∂ 吐温2 淀粉 蒸

馏水加至 ∀

1 .2  制备

1 .2 .1  青黛提取物制备  青黛 加氯仿 水

浴回流 冷却 抽滤 得滤液和滤渣 滤渣加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