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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了室温下 内 恩丹西酮注射液与 种抗癌药物 阿霉素 !表阿霉素 的相互作用 ∀方法 采用紫外分光度法

测定配伍后 内不同时间恩丹西酮注射液与 种抗癌药物的含量及吸收曲线变化情况 同时观察外观并测定 值以及薄

层层析检查 ∀结果 在室温条件下 2 内混合液的外观 ! 值 !吸收曲线及含量均无明显变化 薄层层析检查未见杂斑 ∀结

论 室温下 内恩丹西酮注射液可与上述 种药物在生理盐水中配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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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丹西酮注射液 是

近年新开发出来的强效止吐药 是一种高选择性的 2羟色胺

受体拮抗剂 临床上用于放射治疗和细胞毒类药物化疗引起

的呕吐 ∀临床应用时常将恩丹西酮与抗癌药物注射剂混合

同时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以对抗化疗副作用 ∀本文选用阿

霉素及表阿霉素与之在生理盐水中进行配伍实验 并在不同

时间内观察其配伍前后变化情况 ∀现介绍如下

1  仪器与试药

1 1  仪器  ∂2 型可见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

2酸度计 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 ∂2 型多功能 !

β 四用紫外线分析仪 江苏南通县二甲物理仪器厂 光

学读数分析天平 湘仪天平仪器厂 ∀

1 2  试药  盐酸恩丹西酮注射液 规格 江苏常州

市第二制药厂 批号 盐酸阿霉素 规格 瓶

深圳万乐药来有限公司 批号 ∞ 表阿霉素 规格

瓶 ƒ × ≤ ∞ 批号 ∞ 生

理盐水 昆明大观制药厂 批号 硅胶 层析板 规

格 ≅ 厚度 青岛海洋化工厂分厂 ∀

2  实验方法及结果[ 1 ,2]

2 1  供试品配制  用生理盐水精密配制恩丹西酮液 Λ

!阿霉素液 Λ !表阿霉素液 Λ !分别置于

只 容量瓶中作为空白液 ∀另取 只 容量瓶分别

配制恩丹西酮 Λ 阿霉素 Λ !恩丹西酮

Λ 表阿霉素 Λ 混合液 依次编号为 ! ! !

! ∀

2 2  外观观察及 测定

2 2 1  取 0 恩丹西酮注射液 分别与 阿

霉素注射液 ! 表阿霉素注射液 混

合 在室温下放置 外观均无变化 ∀

2 2 2  取 2 项下制备的溶液置室温 ε 下 按 ! !

! ! ! ! 作外观观察及 值测定 ∀配伍溶液在 内外

观稳定 未见气泡 !沉淀及颜色变化 值无明显变化 结果

见表 ∀

2 3  吸收光谱及 值测定

2 3 1  波长选定  取 2 项下制备的溶液在

范围内扫描 ∀选定恩丹西酮在 处 !阿霉素在

处 !表阿霉素在 处的特征系收峰波长作为稳定

性考察的参考波长 ∀

2 3 2  供试品测试  取 2 项下制备的溶液 在 ! ! !

! ! ! 各时间点 !在选定的相应波长处测定 结果见表 ∀

以上均用生理盐水作空白 ∀

2 4  薄层层析检查  取 2 项试液点与同一硅胶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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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氯仿 甲醇 乙醚 为展开剂 ∀展开后 晾干 在紫 外光灯下检视 结果无杂斑产生 ∀

表 1  药品外观及 值 ν

编号 药品
时间

¬

恩丹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西酮

阿霉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素

表阿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霉素

恩丹西酮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阿霉素

恩丹西酮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表阿霉素

生理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盐水

注 值以 为初始 后面每一个 值与之相减后平均所得 ∀ ¬值以 ∗ 内 值与 相减差别最大值 ∀

表 2  配伍后 值及含量 ν

编号 药品 Κ
时间 ¬

≤ ¬

恩丹西酮

≤

阿霉素

≤

恩丹西酮

≤

表阿霉素

≤

注 值以 为初始 后面每一吸收值与之相减后平均所得 ∀ ¬值以 2 内吸收值与 相减差别最大值 ∀ 值为 为初始 后面每一

含量值与之相减后平均所得 ∀ ≤ ¬ 值以 2 内含量值与 相减差别最大值 ∀

3  讨论

恩丹西酮在生理盐水中 与阿霉素 !表阿霉素混合后 在

内混合液外观 ! 值无明显变化 吸收峰及吸收曲线未发

生改变 说明无理化配伍禁忌 用薄层层析检查进一步证明

无新物质生成 ∀因此可将恩丹西酮与上述 种药物在生理

盐水中配伍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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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综合杭州地区 家医院 ∗ 年抗生素类药物的应用情况 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参考 ∀方法 重点

统计抗生素类药物金额数在前 位的药物 采用 ⁄⁄⁄ 分析方法 进行对比排序 ∀结果 统计显示抗生素类药在 年 ∗

年分别占抗感染药总金额的 年中稳居 ⁄⁄⁄ 排序前 位的是阿莫西林 !头孢拉定 !罗红霉

素 ∀ 年抗感染中草药有较大幅度上升 化学合成药也有稳步上升趋势 抗生素类其中大环内酯类呈逐年上升趋势 四环

素类在 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结论 主要以治疗轻 !中度感染性疾病的抗生素应用频度最高 用药途径以口服为先 临

床上以经济有效 !方便为选用抗生素的基本原则 个别抗生素如头孢氨苄 !氨苄青霉素因耐药问题应用大幅下降 而阿奇霉

素 !美洛西林 !阿洛西林用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有待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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