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维酮碘乳膏的制备与烧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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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将聚维酮碘制成 乳膏 用于治疗烧伤 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以乳化法制备乳膏 用循环试验 !

耐热 !耐寒试验和离心法考察其稳定性 以创面细菌培养和创面愈合程度判断疗效 ∀结果 聚维酮碘乳膏制备方

法 质量稳定 临床疗效显著 毒副作用小 不易耐药 不易产生过敏反应 ∀结论 聚维酮碘乳膏是一种可供临床选

用的烧伤外用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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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维酮碘作为一种广谱高效的杀菌消毒剂 其原

料为美国药典 所收载 国内也已获得批准生产 ∀

在烧伤医学上 烧伤创面外用药主要用于预防或控制

感染 减少创面脓毒症和败血症的发生 ∀目前临床多

采用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 但较易产生耐药性 ∀为

此 我们根据聚维酮碘的特点 并结合烧伤临床需要

将其制成 的乳膏剂 来观察临床疗效 ∀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病例资料

聚维酮碘乳膏 本院自制 病例共 例 其中男

例 妇 例 年龄 个月至 岁 烧伤面积 ∗

平均为 ∀其中浅 度烧伤 例 深 度

烧伤 例 度烧伤 例 ∀

1 2  方法

1 2 1  制备 !质控与稳定性考察  将聚维酮碘 !白凡

士林 !十六醇 !甘油 !十二烷基硫酸钠 !蒸馏水等用乳化

法制成 的乳膏 其质量标准应符合5中国药典6

版 ° 之规定 并以耐热 !耐寒试验和离心法考察其

稳定性 考察期为 个月 ∀

1 2 2  临床疗效观察  病人创面经清创后 覆盖一层

含 聚维酮碘乳膏的无菌纱布 外加若干敷料包扎

隔天换药一次 全身用药按常规处理 ∀并于用药前 !用

药后 和 及 和 周作创面细菌培养 同时作

血常规检测和血生化检测及 × !× 检测 ∀临床疗效以

创面是否愈合和在治疗中创面是否感染为标准 ∀

2  结  果

2 1  该制剂在考察中 药物含量未明显变化 无腐败

现象和油水分层现象 ∀

2 2  除 例因经济困难自动出院外 其余病例均治

愈 ∀所有观察病例在治疗期间创面无明显感染 ∀浅

度创面愈合时间为 ? 深 度创面愈合时

间为 ? 度创面治疗后植皮 皮片全部

成活 ∀所有观察病例 均未发现过敏反应 肝肾功能损

害 粒细胞减少等毒副反应 也没有发现 × !× 增高现

象 ∀未观察到耐药现象 ∀创面细菌培养结果表明

聚维酮碘乳膏对烧伤创面感染常见菌肠杆菌 !葡

萄球菌 !非发酵菌和真菌均有较好的杀菌效果 其中尤

以葡萄球菌和真菌为佳 对铜绿色假单胞菌 !鲍反不动

杆菌 !肺炎克雷伯氏菌也有效 ∀

3  讨  论

3 1  聚维酮碘是一种广谱高效的杀菌消毒剂 它对人

体的毒性很低≈ 对皮肤 !粘膜无刺激性≈ 对烧伤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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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愈合无干扰≈ ∀当聚维酮碘接触皮肤 !粘膜时 会缓

慢释放出碘而起杀菌作用 其杀菌效果同游离碘消毒

剂相似但刺激性小 ∀细菌对碘和碘伏均不易产生耐药

性 ∀聚维酮碘也不易产生过敏反应 ∀从 例病例观

察 其临床疗效十分显著 对烧伤感染常见菌又有较好

的杀菌效果 故我们认为 将聚酮碘制成适合于烧伤治

疗的乳膏剂型用作烧伤创面外用药 是可行的 也是比

较合适的 ∀

3 2  聚维酮碘长期应用于正常皮肤上 不会提高血清

碘的浓度 不会产生甲状腺机能障碍或中毒≈ 但在大

面积烧伤创面上应用 可引起高碘血症和代谢性酸中

毒≈ ∀本组病人在应用聚维酮碘乳膏后均未发现 × !

× 增高现象 可能与用药面积小 没有大量碘离子吸收

有关 ∀

3 3  聚维酮碘乳膏作为烧伤外用药 具有制备方便 !

质量稳定等特点 其临床疗效肯定 毒副反应小 !不易

耐药 不易产生过敏反应 且价格低廉 具有一定的推

广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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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ΠΛΧ法测定地西泮和艾司唑仑的血药浓度

叶美娣  滕  彦  汪东海 湖州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 建立 ° ≤ 法同时测定地西泮和艾司唑仑血药浓度 ∀方法 以 2 ⁄≥ Λ ≅ 色

谱柱为分离柱 流动相 甲醇2乙腈2水 Β Β 检测波长为 以外标法峰面积定量 ∀结果 地西泮和艾司

唑仑的血浓度分别在 ∗ Λ ∗ Λ 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日内及日间差

均小于 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结论 本法可用于临床血药浓度测定 ∀

关键词  ° ≤ 地西泮 艾司唑仑

∆ετερµινατιον οφ διαζεπαµ ανδ εσταζολαµ ιν ηυµαν πλασµα βψ ΗΠΛΧ

≠ ≠ ⁄ × ≠ × ≠ • ⁄ • ⁄ ( Τηε Φιρστ Ηοσπιταλ οφ Ηυζηου , Ηυ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ΜΕΤΗΟ∆ : 2 ⁄≥ ∏ Λ ≅ ∏ 2

2 Β Β × Ρ ΕΣΥΛΤΣ : ×

∗ Λ ∗ Λ √ × √ √ 2

2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ΚΕΨ ΩΟΡ ∆Σ  ° ≤

  地西泮 和艾司唑仑 是临床常

用的苯二氮艹卓类镇静药 疗效肯定 副作用小 ∀但大剂

量也会引起中毒 甚至昏迷 ∀在急诊抢救病例中 如能

迅速查明药物品种并测定血药浓度对确定诊断 !判明

病情 !估计预后和进行抢救有很大帮助 ∀本文采用

° ≤ 法同时测定地西泮和艾司唑仑 为地西泮或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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