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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牌抗病毒口服液是由板兰根 !石膏 !芦根 !生地黄 !

郁生 !知母 !石菖蒲 !广霍香 !连翘等经加工制成的口服液 ∀

具有清热祛湿 !凉血解毒的功效 ∀用于风热感冒 !温病发热 !

及上呼吸道感染 !流感 !腮腺炎等病毒感染疾患 ∀

1  实验材料

1 1  抗病毒浸膏 含生药 由浙江大德药业有限

公司提供 ∀

1 2  病毒株 流感甲型标准毒株 沪防 由浙江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提供

1 3  鸡胚 选用 日龄 ≥°ƒ鸡胚 由浙江省农科院提供

1 4  1 豚鼠血球溶液 由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

究所提供

1 5  含 1 牛血清维持液 由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研究所提供

1 6  不含牛血清维持液 由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研究所提供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病毒毒力测定

2 1 1  病毒系列稀释液制备

取 病毒 ∂ 原液加入 含 牛血清维持

液 混匀得 2 浓度 ∂ 稀释液 再从中取 加入

含 牛血清维持液 混匀得 2 浓度 ∂ 稀释液 依次类同

操作 分别制得 2 ! 2 ! 2 ! 2 ! 2 系列 倍 ∂ 稀释

液 再将各浓度 ∂ 稀释液置 ε 孵育箱中 中和 备

用 ∀

2 1 2  ∂ 稀释液的植入及培养

取 个 ≥°ƒ鸡胚 分成 组 每组 个 分别在鸡胚尿

囊腔中植入各系列浓度的 ∂ 稀释液 胚 蜡封气囊腔

上部植入 ∂ 时造成的小孔 再将鸡胚置 ε 孵育箱中

培养 取出置 ε 冰箱中过夜 ∀

2 1 3  病毒半数感染剂量的确定

取出置 ε 冰箱中过夜后的各鸡胚尿囊液 ∏ 置 孔

板 再取其中 ∏ 用无菌生理盐水 倍稀释成 ! ! ! !

! ! ! ! ! 等 个不同病毒抗原滴定的稀释

液 再用 的豚鼠血球溶液 Λ 滴定 进行血球凝集试验

按5医学病毒学基础及实验技术6介绍方法进行 并观察凝

集反应 结果见表 并计算病毒半数感染剂量 × ≤ ⁄ ∀

2 2  药物对鸡胚毒性测定

将 浸膏稀释液 浸膏与同体积无牛血清维持液混匀

即得 ! ! ! ! 稀释液按 胚植入鸡胚尿

囊腔中 每组 个 共 个鸡胚 另设正常对照组 胚 在

ε 孵育箱中培养 期间观察鸡胚生长及存活情况

发现抗病毒浸膏组对鸡胚生长发育情况与正常对照组基本

一致 后均存活 未见毒性作用 故可以认为 胚

的浓度低于它的最大无毒剂量 × ⁄ ∀

表 1  不同浓度的 ∂ 稀释液的凝集情况

组别

2

2

2

2

2

2

2

根据以上结果计算 按经验公式≈ 可计算 × ≤ ⁄ 2

2

2 3  药物对鸡胚内流感病毒抑制试验

2 3 1  接种鸡胚的各组接种液的制备

用药组

取浸膏原液 ! ! ! 浸膏稀释液 各 分别

加入 ≅ × ≤ ⁄ 浓度的 ∂ 稀释液 混匀 置

ε 孵育箱中 中和 备用 ∀

∂ 对照组

取 ≅ × ≤ ⁄ 浓度的 ∂ 稀释液 加入同体积

的含 牛血清的维持液 混匀 置 ε 孵育箱中 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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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

药物对照组

取浸膏原液 加入同体积无牛血清维持液 混匀

置 ε 孵育箱中 中和 备用 ∀

阴性对照组

取维持液 置 ε 孵育箱中 中和 备用 ∀

2 3 2  抗病毒试验

将上述接种液以 胚的量接种于 日龄的 ≥°ƒ

鸡胚尿囊腔中 其中用药组共 组 病毒对照组 !药物对照

组 !阳性对照组 !阴性对照组各一组 共 组每组 胚 ∀将上

述接种完毕的鸡胚 置于 ε 孵育箱中培养 ∀取出

置于 ε 冰箱中过夜 再取出各鸡胚的尿囊液 进行血球凝集

试验 ∀采用 ƒ 精确概率检验法 比较各药物组与病毒对

照组的感染率 ∀结果见表 ∀

表 2  抗病毒浸膏对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

分  组 浓度 胚 有感染 未感染 感染率

3 3 3

抗病毒浸膏 3 3 3

3 3 3

∂ 对照组

药物对照 3 3 3

阴性对照 等量维持液 3 3 3

经 ƒ 精确概率检验  3 3 3 Π

结果表明 剂量 ∴ 胚的抗病毒组对流感甲型病

毒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3  讨论

经过试验说明 抗病毒浸膏对甲型流感病毒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 与抗病毒口服液功能相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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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灭滴灵乳膏的研制与疗效评价

刘冠祥  何维友  顾一珠 滨州 山东省滨州市中心医院药剂科 山东省滨州市中心医院药剂科 齐鲁 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药剂科

  灭滴灵为一强力的抗滴虫药 是治疗阴道滴虫的首选药

物 制霉菌素是临床上常用的抗真菌药 对白色念珠菌 !隐球

菌和滴虫都有抑制作用 临床上用于治疗口腔 !阴道和体表

的真菌感染 ∀根据其作用特点 我们与本院妇科共同研制了

复方灭滴灵乳膏用于临床 治疗霉菌性阴道炎 !滴虫性阴道

炎以及顽固性霉菌合并滴虫性阴道炎共 例 疗效甚佳 ∀

1  处方 :灭滴灵粉 制霉菌素片 千万 ∏达克罗宁

地塞米松粉 升华硫 冰片 非那根 尿素

氯霉素粉 单硬脂酸甘油脂 硬脂酸 白凡

士林 液体石蜡 甘油 十二烷基硫酸钠

三乙醇胺 尼泊金乙酯 蒸馏水适量 ∀全重 ∀

2  制法 :取研细的冰片 !氯霉素粉 !达克罗宁依次加入温度

达 ε 左右的水相中 搅匀 然后将备好的油相成细流缓慢

加入水相中 适量加入吐温 以促进乳化 待水包油型基

质充分乳化好后 分别加入研细 !过六号筛 目筛 的灭滴

灵粉 !制霉菌素粉 !地塞米松粉 !非那根粉 !升华硫粉 !充分拌

匀 待温度达 ε 左右时 加入尿素 细粉 按同一方向搅拌

至冷凝 即得 ∀

3  质量标准

3 1  鉴别 灭滴灵的鉴别  取本品 加氯仿 振摇使基

质溶解 加氢氧化钠溶液 温热 滴加稀盐酸使成酸性后

即变成黄色 在滴加过量氢氧化钠试液则变成橙红色 ∀

制霉菌素的鉴别 取本品 加氯仿 振摇使基质溶

解 加水 振摇使成悬浮液 ∀分取悬浮液 加磷钨酸钼试

液 另取水 加磷钨酸钼试液 作为空白对照 放

置 供试品溶液显较深的绿色 ∀

3 2  外观 为棕黄色 !细腻霜剂 稠度适中 无异味 ∀

3 3  蒸馏水加热稀释后 为 ∀

3 4  稳定性 取本品均匀装入 塑料软膏盒内 分为

组 每组 盒 分别装入恒温箱内 ε 左右 !室内 ε 左

右 和冰箱中 ε 左右 进行观察 后进行定性试验 稠

度 !° !均匀性 !色泽 !霉变 !分层 !破裂等检查 均无明显变

化 其稳定性良好 ∀

3 5  卫生学检查 取本品根据卫生部 卫药准字第 号

文件规定 符合5药品卫生标准6 观察 个月后再进行卫生

学检查 结果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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