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发生概率更高 !更致命 必须加以注意 ∀若联用 ≤×÷ 等细

胞毒类药物 可减少本品用量 降低毒副反应的发生率≈ ∀

4 4  环胞素  环胞素 ≤ ≤ 是一种真菌性的

中性环状多肽 为选择性作用于 × 淋巴细胞的免疫抑制剂 ∀

目前因口服吸收不规则 !付作用过大 尤为肾毒性 与剂量成

正比 !价格昂贵和停药易复发等缺点 而仅用于对其他药物

无效的病例 ∀症状控制后 可改用 ≤×÷ 以预防复发≈ ∀

4 5  细胞毒药物  这类药物有环磷酰胺 ≤×÷ !硫唑嘌呤

和氨甲喋啶 ×÷ 等 ∀治疗方法既可选择大剂量的冲

击疗法≈ 也可与类固醇类药物联用 以减少付作用发生的

机会≈ ∀本类药物除干扰细胞代谢外 尚有一定的免疫抑制

作用 故因注意骨髓抑制的付作用 ∀

4 6  免疫调节剂 雷公藤制剂  这类药物现应用较多的是

雷公藤制剂 包括雷公藤甲素 !雷公藤多甙和昆明山海棠等 ∀

其作用机制主要是抑制 ≥ ∞患者亢进的多个免疫环节≈ ∀

其与类固醇类药物合用 比单用效果更好 但不适用于活动

期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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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他啶与替硝唑葡萄糖注射液的配伍稳定性考察

谢红梅 宁波 浙江省宁波妇儿医院

  头孢他啶为半合成的第 代头孢菌素 对多种革兰阴性

菌有良好抗菌作用 但对厌氧菌 如脆弱拟杆菌 !梭状芽胞杆

菌耐药 ∀替硝唑是新一代硝基咪唑类化合物 具有抗厌氧菌

作用强 !半衰期长 !不良反应少等特点 ∀故临床上常将两药

配伍使用 治疗革兰阴性菌与厌氧菌的混合感染 ∀由于头孢

他啶能否与替硝唑配伍 目前尚未见报道 为此我们进行实

验 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考察两药配伍的稳定性 为临床合理

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

1  仪器与试药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厂 ° ≥ ≤ 型

酸度计 上海雷磁仪器厂 ∀注射用头孢他啶 深圳九新药业

有限公司 批号 替硝唑葡萄糖注射液 浙江海宁强

力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替硝唑标准品 中国药品生

物制品检定所 头孢他啶标准品 厂方提供 ∀

2  实验方法

2 1  测定波长的选择  分别配制 Λ 的头孢他啶和替

硝唑标准溶液 在 ∗ 内扫描 ∀头孢他啶在 波

长处显最大吸收 替硝唑在 处显最大吸收 与文献报

道一致≈ 而替硝唑在 !头孢他啶在 处也有吸

收 ∀本文选择 和 作为测定波长 ∀

2 2  线性方程组的确定  采用解线性方程组分光光度

法≈ 测定头孢他啶与替硝唑混合液的含量 ∀分别精密称取

头孢他啶与替硝唑标准品适量 用水配制成 ∗ Λ 头孢

他啶系列标准液和 ∗ Λ 替硝唑系列标准溶液 ∀以水

为空白 分别在 和 处测定吸收度 经计算得出各自

的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 在上述浓度范围内均具有良好的线

性关系 见表 ∀

表 1  头孢他啶和替硝唑在 和 处回归方程和相关

系数

波长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头孢他啶 Α . Χ . ρ .

Α . Χ . ρ .

替硝唑  Α . Χ . ρ .

Α . Χ . ρ

  根据吸收度的加和性质解线性方程组得 ≤头

≤替

∀

2 3  回收率试验  分别精密配制含头孢他啶标准品

和 Λ 替硝唑标准品 和 Λ 的混合液 在

和 波长处分别测定吸收度 计算回收率 ∀得头孢他啶

和替硝唑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ν 和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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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干扰因素考察  替硝唑葡萄糖注射液中的葡萄糖对测

定无干扰 ∀

3  配伍稳定性实验

3 1  混合液的制备  按临床常用剂量进行配伍稳定性实

验 ∀将注射用头孢他啶 加入到 替硝唑葡萄

糖注射液中 摇匀得混合液 ∀

3 2  外观及 值变化  将混合液置 ε 下 测定 ! ! ! !

和 的 值 观察外观变化情况 ∀结果 ! ! ! ! 和

的 值分别为 ! ! ! ! 和 外观均

为微黄色澄明溶液 ∀

3 3  配伍后各自含量变化及图谱变化  精密吸取混合液

置 量瓶中 加蒸馏水稀释到刻度 含头孢他啶

Λ !替硝唑 Λ ∀放置于 ε 下 于 ! ! !  和

在 和 波长处分别测定吸收度 代入线性方程组

计算含量 ∀结果头孢他啶分别为 ! ! !

! 和 替硝唑分别为 ! !

! ! 和 ∀以 为 ∀

在测定含量的同时 对混合液进行紫外扫描 ∗

结果最大吸收峰无位移 吸收曲线未发生改变 也未

见其他吸收峰 ∀

3 4  分解产物检查  将 头孢他啶 !替硝唑葡萄糖注射

液及两者的混合液在 ε 下放置 后 各吸取 Λ 点样于

同一硅胶薄层板上 以氯仿 无水乙醇 Β 为展开剂 展开

后在 紫外灯光下观察斑点 未见其它杂斑 ∀

4  讨  论

头孢他啶与替硝唑葡萄糖混合后 在 内溶液微黄澄

明 在 ε 条件下 值及含量无明显变化 吸收曲线未发

生改变 薄层色谱未见杂斑 故临床上可将头孢他啶与替硝

唑葡萄糖注射液配伍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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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腮腺炎脑炎抗病毒药物的选择

杨一华  梁  冰  傅祖明  余红剑 杭州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余姚市第一人民医院

  流行性腮腺炎是儿童时期的急性传染疾病 而腮腺炎脑

膜炎 以下简称腮脑 是其常见的并发症 如能及时处理 大

多数愈后良好 ∀本文总结了我院 年 月 ∗ 年 月

七年内收治的腮脑 例 用抗病毒药物病毒唑及干扰素治

疗能缩短病程 收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现将其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例中男 例 女 例 男 女为 年龄 ∗ 岁

例 ∗ 岁 例 ∗ 岁 例

∗ 岁 例 ∀发病季节 全年均有发病 以冬春季

居多 为 例 有明显腮腺炎接触史者 例

∀

1 2  诊断依据

凡有发热 !腮腺肿大者并有流腮接触史 临床诊断为流

行性腮腺炎 以下简称流腮 伴以下三项中二项者诊断为腮

脑 有颅内压增高症状 或伴意识障碍 或伴其它神经症

状 脑膜剌激症阳性 脑脊液或脑电图异常 ∀

1 3  临床表现

例患儿中发热 例 其中 例为高热

出现腮脑症状时体温再度上升者 例 呕吐

例 头痛 例 神萎 例 嗜睡

例 抽搐伴昏迷 例 ∀单纯腮腺肿大者

例 腮腺伴颌下腺肿大 例 单纯颌下腺肿

大 例 ∀颈强直 例 克氏症阳性 例 巴氏症阳

性 例 ∀ 例并发胰腺炎 占 例并发单侧睾丸炎

∀

1 4  腮脑与腮腺肿大的关系

腮脑症状发生于腮腺肿大前 例 与腮腺肿大

同时发生 例 发生于腮腺肿大消退后一周内

例 周内 例 例为腮腺炎消退一月发

病 其尿淀粉酶仍高于正常 ∀

1 5  实验室检查

例脑脊液检测显异常 细胞数最高达到 ≅ 个

其分类以单核为主 蛋白总量为 ∗ 糖及氯化

物含量均正常 脑脊液细菌培养为阴性 ∀脑脊液正常者

例 未查脑脊液者 人 脑电图异常者 人 ∀周围血白细胞

总数 ≅ 个 者 人 例血清淀粉酶增高 ∀

1 6  治疗与转归

所有入院病人均予降温 静滴能量等对症治疗 并予青

霉素静滴作预防感染治疗 同时予板兰根口服液及地塞米松

∗  静滴治疗 例加用甘露醇 ∀所有病

人随机分成三组 病毒唑组 例 ∗ ≅ ∗

静滴一次 日 干扰素组 例 ∗ ≅ ∗

肌注一次 日 对照组作一般对症支持治疗 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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