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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长贵 陈汉美 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研究进展 国外医药抗生

素杂志

4 张嵘 朱百荣 陈桂明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对院内感染菌体外

抗菌活性的比较 中国抗生素杂志

5 官兰 常见病原菌对 Β 内酰胺抗生素的耐药机理 !耐药机理的

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国外医药抗生素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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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与五种止血药配伍的稳定性考察

汤永玖  汪凤梅  虞和永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摘要  目的 研究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与五种止血药 酚磺乙胺 !氨甲环酸 !氨基己酸 !氨甲苯酸注射液和注射用蛇毒血凝

酶 配伍的稳定性 ∀方法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考察盐酸左氧氟沙星与上述五种止血药配伍后室温下 内的含量变化情况

并进行了外观观察 ! 值测量 ∀结果 在室温条件下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与上述药物配伍后含量和 值都有不同程度

的变化 ∀结论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不宜与上述止血药物混合输注 ∀

关键词  盐酸左氧氟沙星 止血药 配伍稳定性

Στυδψ ον χοµ πατιβλεσταβιλιτψ οφλεϖοφλοξιχιν ηψδροχηλοριδεινϕεχτιον ωιτη φιϖε κινδσ οφ ηεµ οστατιχ

• ƒ × ≠ ∏ ≠∏ ( Ωοµεν. σ Ηοσπιταλ, Χολλεγε οφ µεδιχινε ,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 Ηανγζηου ,

)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2

¬ ∏ ΜΕΤΗΟ∆ : √ 2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2

√

ΚΕΨ ΩΟΡ ∆Σ  √ ¬

  左氧氟沙星为氧氟沙星的左旋体 其抗菌活性约为氧氟

沙星的 倍≈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是一种新的氟喹诺

酮抗菌药物注射液 具有抗菌谱广 !抗菌作用强的特点 适用

于敏感细菌所引起的中 !重度感染 ∀酚磺乙胺 !氨甲环酸 !氨

基己酸 !氨甲苯酸注射液 !和注射用蛇毒血凝酶是五种常用

的止血药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与这五种止血药能否配

伍静脉用药未见报道 ∀本实验依据临床用药浓度 考察了盐

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分别与五种止血药配伍后室温下 内

的稳定性 以供临床参考 ∀

1  仪器与药品

1 1  仪器  ⁄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美国贝

克曼公司 计型号 ≥ ∏ ° 德

国赛多利斯公司 ∀

1 2  药品  盐酸左氧氟沙星对照品 浙江省药品检

验所 左氧氟沙星含量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江

苏海慈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批号 注

射用蛇毒血凝酶 蓬莱华泰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个

单位 氨基己酸注射液 常州市第二制药厂 批号

氨甲苯酸注射液 国营武进制药厂 批号

酚磺乙胺注射液 国营武进制药厂

批号 氨甲环酸注射液 湖南洞庭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

2  方法

2 1  2 紫外吸收光谱

取盐酸左氧氟沙星对照品 酚磺乙胺注射液 !氨甲环酸

注射液 !氨甲苯酸注射液 !氨基己酸注射液 !注射用蛇毒血凝

酶适量 分别用蒸馏水配成水溶液 以蒸馏水为空白 在

∗ 波长间扫描 得可见紫外吸收光谱 ∀盐酸左

氧氟沙星最大在 其次为 ∀酚磺乙胺在

对左氧氟沙星测定有干扰 而在 之后影响不大 因此

与酚磺乙胺混合时以 作为盐酸左氧氟沙星的测定波

长 与氨甲环酸 !氨甲苯酸 !氨基己酸注射液及注射用蛇毒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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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酶混合时均以 作为盐酸左氧氟沙星的测定波长 ∀

2 2  标准曲线的制作

精密称取盐酸左氧氟沙星对照品适量 配成 浓

度的水溶液 作为贮备液 再分别精密吸取贮备液适量于

量瓶中定容 配成系列不同浓度的水溶液 以

为波长测定溶液的吸收度 以吸收度对浓度进行回归得标准

曲线

≤ 浓度范围

∗

以 为波长测定溶液的吸收度 以吸收度对浓度进行

回归的标准曲线

≤ 浓度范围

∗

2 3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吸取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至 容量

瓶中 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作为测定液 在 处测定其

吸收度 代入回归方程 得盐酸左氧氟沙星测定液的浓度为

Λ 分别取此测定液 于 只 的容量瓶中

各加入盐酸左氧氟沙星对照液 ∏ ! ! !

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依次编号为 ! ! ! ∀

! ! 号样品在 处测定吸收度 代入回归方程

得样品浓度 计算样品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为

∀ ! ! 号样品在 处测定吸收度 代

入回归方程 得样品浓度 计算样品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为 ν ∀

2 4  精密度试验

取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及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

液 分别加入 水四份样品 依次编号为

∀于室温下放置 分别在

测定溶液 及左氧氟沙星含量 以 含量为

计 结果见表

表 1  内测定 及左氧氟沙星含量精密度试验

样品 ≥⁄ 含量 ≥⁄

2 5  配伍试验

取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分别加入注射用蛇毒血

凝酶 !酚磺乙胺注射液 氨基己酸 !氨甲苯酸注射液

氨甲环酸注射液 混合后 于 ! ! ! !

观察颜色 ! 值 !不溶物 !左氧氟沙星的含量以及混合前后

紫外光谱的变化 ∀分别以前述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加入

! ! 蒸馏水的溶液作为相应配伍前左氧氟沙星的

对照 ∀取注射用蛇毒血凝酶 !酚磺乙胺注射液 氨基己

酸 !氨甲苯酸注射液 氨甲环酸注射液 分别加入蒸

馏水稀释至 作为各药物配伍前的对照 ∀

左氧氟沙星溶液浓度的测定 是在上述混合前及混合后

内 定时取配伍样液 于 的容量瓶中稀释 再取

各药配伍前的对照 于 的容量瓶中稀释 作为相应

测定时的空白 在 或 处测定溶液的吸收度 代

入回归方程得溶液浓度 ∀含量的变化是以混合后各时间的

左氧氟沙星溶液浓度与混合前的对照浓度比的百分率表示 ∀

此外 我们还进行了波长在 ∗ 的扫描光谱变

化的考察 即比较左氧氟沙星配伍前对照液 !各药物对照液

和配伍溶液 至 的光谱变化 考察左氧氟沙星及各药物

对照液室温放置 的稳定性及加入的各种药物对左氧氟沙

星注射液的影响 ∀

表 2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与五种药物配伍后的 和含

量变化 ? ν

药  品 测定项目 3 3
时间

混合前 混合后

氨甲环酸 ? ?

含量 ? ?

酚磺乙胺 ? ?

含量 ? ?

注射用蛇 ? ?

毒血凝酶 含量 ? ?

氨甲苯酸 ? ?

含量 ? ?

氨基己酸 ? ?

含量 ? ?

3 3测定项目为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的配伍前后的值

3与混合前相比 Π ∀

3  结果与讨论

通过扫描发现各药物配伍前对照液 与 图谱比较

无显著变化 左氧氟沙星配伍前对照液 与 图谱比较亦

无显著变化 说明各药物及左氧氟沙星在室温下单独放置

吸收无变化 含量稳定 ∀

盐酸左氧氟沙星与酚磺乙胺注射液配伍后 溶液颜色无

显著变化 亦无不溶物出现 值及含量变化见表 配伍后

图谱 与 比较 在 ∗ 波长间吸收略增加

与注射用蛇毒血凝酶 !氨甲环酸和氨甲苯酸注射液配伍后

溶液颜色无显著变化 亦无不溶物出现 值及含量变化见

表 配伍后 与 图谱基本一致 与氨基己酸注射液配伍

后 溶液颜色变化 盐酸左氧氟沙星对照液原有的黄绿色变

浅 此后的 内无明显变化 无沉淀出现 值及含量变化

见表 与氨基己酸注射液配伍后盐酸左氧氟沙星在

波长吸收显著减弱 但配伍后图谱 与 比较 在

∗ 波长间吸收略有增加 ∀

弱酸性的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与氨基己酸

注射液混合后 溶液变成近中性 且颜色变浅 吸

收显著降低 为了证明注射液颜色的变化及盐酸左氧氟沙星

的吸收强度与 有关 我们对注射液进行了酸碱化试验 ∀

注射液中加入 液时溶液的颜色褪去 ∗

吸收减弱 ∗ 吸收增强 加入 ≤ 回复溶液的

颜色 此现象与左氧氟沙星有机酸盐相似≈ ∀注射液中加入

≤ 液时 溶液颜色加深 ∗ 吸收增强

∗ 吸收减弱 ∀由此可见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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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与 值有直接关系 有报道≈ 认为 位羧基和 位

酮基上氧的电荷密度越小生物活性越强 值较高或较低

的药物有可能引起会 位羧基和 位酮基上氧的电荷密

度改变 使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的抗菌活性改变 ∀

本试验考察了短时间内配伍的稳定性 是模拟临床上配

药后在室温下放置阶段的稳定性 因而仅供参考 试验结果

提示盐酸左氧氟沙星不宜与上述止血药物混合输注 能否应

用于临床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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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灵合用妥泰预防偏头痛发作的临床研究

李作孝  李小刚  熊先骥  张泽兰 四川泸州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摘要  目的 观察西比灵合用妥泰对偏头痛发作的预防作用 ∀方法 将 例偏头痛患者随机分为西比灵合用妥泰组

例 !西比灵组 例 及心得安组 例 疗程 月 观察 月 观察上述三组治疗前后头痛指数和一月内头痛总天数的变化 ∀

结果 西比灵合用妥泰组和西比灵组头痛指数及一月内头痛总天数皆较心得安组显著降低 而西比灵合用妥泰组较西比灵组

明显降低 ∀结论 西比灵合用妥泰对偏头痛发作具有更好的预防作用 ∀

关键词  西比灵 妥泰 偏头痛 心得安

Α Χλινιχαλ Στυδψ οφ Σιβελιυµ Χοµ βινινγ Τοπιραµατειν Προπηψλαχτιχ Τρεατµεντ οφ Μιγραινε

∏ ¬ ÷ ÷ ÷ ετ αλ(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Νευρολογψ, Αφφιλιατεδ Ηοσπιταλ, Λυζηου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

Λυζηου )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ΜΕΤΗΟ∆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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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

  偏头痛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 目前认为是神经 血管功

能障碍所致 ∀主要诱发因素为脑血管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

浓度增高 细胞钙超载 诱使血小板凝集并释放 2 × 使颅

内血管痉挛 继而颅内 !外较大动脉反应性扩张而引起头痛

等临床症状≈ ∀西比灵是一种钙离子阻滞剂 能有效防治偏

头痛发作≈ ∀妥泰是一种带有磺胺基团的单糖衍生物 文献

报道 妥泰不仅具有很好的抗痫作用 而且具有预防偏头痛

发作≈ ! ∀关于西比灵合用妥泰预防偏头痛发作的研究 目

前尚无报道 ∀为此我们对西比灵合用妥泰预防偏头痛发作

进行了临床观察 以探讨其有效性及安全性 ∀

1  资料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偏头痛患者 例 来源于我院神经科门诊 ∀偏头痛诊

断均符合 年国际头痛分类及诊断标准≈ ∀无高血压 !

直立性低血压 !心律失常及严重的肝 !肾 !心 !肺与消化道疾

病史 无癫痫 !中风或其他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史 亦无精神

病史 治疗前 月内未服用其他防治偏头痛的药物或激素

女性患者排除受孕且未用避孕药 ∀将 例偏头痛患者按

就诊顺序编号 编号为 ! ! ! , ,者为西比灵合用妥泰

组 编号为 ! ! ! , ,者为西比灵组 编号为 ! ! !

, ,者为心得安组 ∀西比灵合用妥泰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病程 ? 年 其中典型

偏头痛 例 普通型 例 西比灵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病程 ? 年 其中典型偏

头痛 例 普通型 例 心得安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病程 ? 年 典型偏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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