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收率试验项下自 /加 磷酸盐缓冲液约 , , 0

起 依法操作 测定一阶导数光谱 计算含量 同时取样按部

颁暂行标准方法≈ 测定作对照 结果见表 ∀

表 1 样品测定结果 标示量

批号 一阶导数分光光度法 部颁暂行标准方法≈

注 括号内数据为 ≥⁄值

3  讨 论

3 1  由于瑞巴派特在水中几乎不溶 也难溶于甲醇!乙醇等

有机溶剂而能溶于二甲基甲酰胺! 氢氧化钠溶液∀

实验结果表明 二甲基甲酰胺在低于 波长的紫外区

有强吸收 瑞巴派特在 氢氧化钠溶液中不稳定 放

置其吸收光谱图会改变 故此两溶剂均不能使用∀经试验 瑞

巴派特在 磷酸盐缓冲液中有一定的溶解度 而且磷酸

盐缓冲液在紫外区空白吸收小 不干扰紫外光谱的测定 故

选择 的磷酸盐缓冲液作溶剂 同时也避免使用二甲基

甲酰胺等毒性很大的溶剂 无毒无污染∀

3 2 由于导数光谱可以消除一些共存光谱的干扰∀经试验

本文采用一阶导数光谱法在规定的波长区间测定 可不受薄

膜衣材料及所用辅料的干扰∀ 实验结果表明 用本法测定瑞

巴派特的含量 不需剥去薄膜衣 无需预处理 方法简便省

时!经济 结果准确 专属性强 重现性好∀经与部颁暂行标准

方法≈ 测定结果比较 两者基本一致 见表 ∀因此 本法可作

为瑞巴派特片的含量测定方法 用于该制剂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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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阿莫西林胶囊致全身重症药疹 1例

赵建国 肖 蕾 天津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阿莫西林又名羟氨苄青霉素 属青霉素类抗生素∀ 临床

中我们发现 例患者自行服用阿莫西林胶囊后引发重症药

疹 经救治获得成功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 岁 因脑梗死 个月于 年 月 日入

我院治疗∀ 年 月 日因外感 患者自服阿莫西林胶囊

次 粒 日 次 连服 日后于 月 日晚 时许 发现周

身皮肤出现片状红斑 按之不褪色 无明显瘙痒 遂停药 并

予氟美松 肌注 症状未见好转且继续发展∀ 日内虽间

断使用氟美松 ∗ 日肌注 但皮疹不退 既之出现发

热 体温 ∗ ε ∀ 月 日查 • ≤ 为 ≅ 继

予氟美松 !苯海拉明 肌注 维生素 ≤ 一日 次

口服 症状仍未减轻∀ 月 日病情加重 面部及周身红色斑

疹 连成大片 呈向心性严重 面部肿胀 球结膜水肿 体温高

达 ε 皮肤科会诊 诊断为多形红斑药疹 剥脱性皮炎

型 予 葡萄糖 加入甲基强的松龙 后简称甲强龙

静滴 葡萄糖 加入 ∂ ≤ 西米替丁

静滴 但 日后症状仍未减轻 又将甲强龙加至 静滴

停用其它药物∀ 月 日 周身红疹见暗 × ε 病情趋

向稳定 月 日将甲强龙用量减半 再查 • ≤ ≅

但谷草转氨酶高于正常 月 日 周身斑

疹明显消退 皮疹脱屑 × ε 将甲强龙再减半至

静滴 月 日停药 患者皮疹消退 体温正常 余诸症消失∀

2  讨 论

阿莫西林属青霉素类抗生素 用于革兰氏阳性球菌!大

肠杆菌!沙门氏菌属!痢疾杆菌及流感杆菌等感染 副作用发

生率为 ∗ 以消化道反应和皮疹为主 此外 尚有药物

热!哮喘等∀少数病人的血清转氨酶升高 偶有嗜酸性粒细胞

增多和白细胞降低∀

患者口服阿莫西林胶囊发生药疹后 采用氟美松 ∗

日 间断用药 疗效不佳 改用甲基强的松龙 最大剂

量用至 日 病情逐渐稳定∀ 甲强龙为糖皮质激素类

药 本品的抗炎 抗过敏 免疫抑制作用较强 水钠潴留作用

轻微∀ 静脉给药 每次 ∗ 静脉注射或静脉点滴∀

某些疾病或严重抢救的开始剂量有用至 ∗ 或

体重 大剂量使用多作为冲击治疗的短期用药 当达

到治疗反应 应迅速减量 不应长期使用∀

3  体 会

口服阿莫西林导致皮疹和药物热后 应注意采用激素的

早期应用 用量亦应用足 以免延误病情∀ 本文提供了 例使

用甲基强的松龙逐渐加量!最后方有效控制病情的案例 供

临床医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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