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取得较好疗效 因此泰必利为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有效药物

之一 ∀

收稿日期

碘化钾溶液的处方改进及稳定性观察

张永恒  卢乙众  卢光洲 卫辉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制剂科

  碘化钾溶液是临床常用的补碘药 ∀我们在制备和临床

应用过程中 发现其稳定性差 !口感不好等缺点 ∀因此我们

结合实际对处方进行了改进 并对其刺激性和稳定性作初步

观察比较 ∀

1  处方

1 1  原处方  碘化钾 50 硫代硫酸钠 羟苯乙酯溶液

纯化水加至 ∀

1 2  改进处方 一  碘化钾 硫代硫酸钠 单糖浆

羟苯乙酯溶液 纯化水加至 ∀

1 3  改进处方 二  碘化钾 硫代硫酸钠 Β 环糊

精 单糖浆 甜菊素 羟苯乙酯溶液

纯化水加至 ∀

2  制备(改进处方二)

2 1  Β 环糊精饱和溶液  取 Β 环糊精加纯化水

加热至 ∗ ε 搅拌使其溶解即得 ∀

2 2  制备工艺  取碘化钾溶于约 500 纯化水中 加入 Β

环糊精饱和溶液 电动搅拌机搅拌 加入其他辅料溶解

后过滤 ∀自滤器上添加纯化水使成 搅匀即得 ∀

3  口感刺激性检查 ∀见表

表 1  不同处方制剂口感刺激性检查结果比较

制剂 口感刺激性

原处方 味苦 !咸 !强烈而持久 刺激性大 ∀

改进处方 一 略甜 !后味仍苦 刺激性有所缓解 ∀

改进处方 二 味甜 !略带苦味 无刺激性 口感反应良好 ∀

4  含量测定与稳定性考察

对三种处方制剂进行含量测定≈ 及稳定性实验 将三种

处方制剂样品在无避光条件下室温放置 个月 个月 个

月 并分别测定含量 ∀见表

表 2  不同处方制剂含量及稳定性测定结果

制剂
含量

稳定性测定 含量变化

个月 个月 个月

原处方

改进处方 一

改进处方 二

5  总结

5 1  Β 环糊精分子胶囊 是一种超微型载体 ∀为目前引人

注目的一种食品和药用的新型包合材料≈ ∀由表 结果可

知 Β 环糊精可遮盖碘化钾的苦味及咸味 减缓刺激性 改

善口感 同时处方中加入甜菊素 它是一种天然高效甜味剂

与一定量多糖混合后 可更好地纠正溶液中不良嗅味及异

味 使患者易于接受乐于使用 ∀

5 2  从表 2 样品含量变化可以看出 Β 环糊精可明显增加

本品的稳定性 延长储存时间 有利于药品制剂的生产 !保存

和使用 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但其临床疗效如何 还需进一步

考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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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呋定治疗慢性乙肝的探讨(附 222 例 18个月的疗效分析)

赵素元  黄  星  邹林樾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乙型肝炎的研究从病原 发病机理 诊断和治疗 预防均

有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疗效尚不尽人意 二十年代后期开放

的核苷类抗病毒药物步入临床 拉米呋定至 年国外基

本完成 ! ! 期临床试验累积病例达 例以上 我国

先期临床试验已完成 多例 我国和美国同步上市 ∀国内

在/拉米呋定临床应用指导意见0≈ 的推动下 全国普遍开

放应用 ∀我院自 年 月至 年 月累计病例共

例 ∗ 月疗效显著 口服方便 副作用极小 而停药后反跳

及变异株的出现致耐药的病例表现也较突出 现对用药中的

问题提出讨论 ∀

1  材料和方法

观察与设计 按拉米呋定临床应用专家指导小组制定的

/拉米呋定应用指导意见0进行 ∀

病例 按 年中华医学会传 !寄分会 肝病学分会联

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选慢性乙型肝炎 例 其

中轻型 例 中型 例 重型 例 肝硬化代偿期 例 ∀男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