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1 ≤ ≤ ≤ 的 ∞ 分布

为证实 ° ≤ 法确定 ∞ 平均数 ν 的准确性 用核磁

法确定的 值分别为 ∀ 可见

° ≤ 与 两种方法测定的 ∞ 平均数基本吻合 而且

与气相色谱法测定的结果 θ 的数据亦吻合∀

由于时间条件的限制 本实验只研究了平均聚合度为

以内的十二醇聚氧乙烯的分布 估计聚合度为 以上的该

类化合物用本法亦能确定 ∞ 分布 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

通过实验 在合成产物的纯化处理方面做了改进 用简

便的薄层色谱法制备标准物 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测定 ∞ 分

布的液相色谱体系∀这对于检测该类产品质量及应用提供一

种简便快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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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几种微生物检验的有关技术

陈我菊 杭州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

  药品微生物检验是检查药品卫生质量的一种手段∀随着

微生物检验!科研工作的发展 检验设备及技术也发展很快∀

下面列举一些 供同行参考≈ ! ∀

1  分子生物学技术

传统微生物检查主要根据形态培养 生化!血清学检查

动物实验及组织培养等方法进行识别及判定 这些主要观察

整个微生物在不同实验中的表现 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

后 可以洞察微生物微细结构的变化 从而鉴定细菌的型别∀

近年来发展的噬菌体诊断技术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噬菌

体是一类具有严格寄生性和高度特异性的细菌和真菌的病

毒∀ 一种噬菌体只能裂解其相应的一种细菌 故可用于细菌

的鉴定∀比如沙门菌的鉴定∀分离和筛选可用于菌属诊断的

枸 酸杆菌噬菌体 埃希菌属噬菌体 ∞ 枸 酸杆菌2埃

希菌属噬菌体 ≤ ƒ 等噬菌体与沙门菌属 2 噬菌体联合检

测 显著地降低了误检率≈ ∀ 聚合酶链反应 °≤ 技术也是

近几年微生物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热点≈ ∀它是一种模拟天然

⁄ 复制过程 以三磷酸脱氧核苷酸 ⁄ × ° 为底物 在体

外扩增特异性 ⁄ 片断 扩增产物 可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或

其他核酸分子杂交技术加以检测∀ 达到了高灵敏度!快速的

效果∀目前国内外药品!饮水!环保!临床鉴定 预防医学正在

广泛应用∀

世纪 年代中期又发展起生物芯片的微生物微量分

析技术∀ 它是将大量的基因探针!基因片断或抗原 抗体 按

特定方式固定的排列在特制的载体 如玻片 上 在特定条件

下与待检样品进行作用 通过精密的扫描仪器进行记录!检

测!分析的一种技术≈ ∀具有取样量少!灵敏度高的特点∀可

以预料 世纪 许多生物化学反应将在芯片上进行∀ 许多

今天以塑料板!凝胶和滤膜为载体的反应将让位给生物芯

片∀

2  物理化学技术

色谱法是一种物理分离手段 它是利用细菌混合物在不

同的固定相与流动相两相中溶解!解析!吸附!脱附 反复多

次得到互相分离 然后采用各种检测手段进行 可将细菌鉴

定到属!种和株∀

高效液相色谱与常规色谱相比 具有分辨率高 分析速

度快 易于操作等优点∀在细菌检验中 如当代的细菌分类鉴

定中 细菌核酸组成的碱基比 ≤ 是一项稳定可靠

的指标 ° ≤ 为此提供了一种直接测定的灵敏快速的方

法∀因为每一种细菌 ⁄ 均有稳定的 ≤ 不同细

菌的 ≤ 含量有所差异 且每一种细菌 ≤

通常是恒定的 不受菌龄!生长条件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

≤ 测定在细菌分类鉴定中有较大的应用价值∀例如

双岐杆菌分五个聚类群 十二个亚群 每个亚群均有一个恒

定的 ⁄ ≤ 从而可鉴定到菌株≈ ∀

物 理化学技术中有放射测定法 阻抗测定法

° 及微量生化反应系统∀后者采用多种生化反应系统来

鉴定细菌∀ 现己有商品化的成套产品∀ 常用的 2 ⁄ 系

统! ° 系统主要用于肠杆菌科细菌鉴定 方法简便 达到快

速鉴定的效果∀

3  显微镜技术

显微镜是观察细菌的基本工具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 电

子显微镜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医药学 冶金!地矿!材料!

农业等学科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电镜也被称之谓/科学之

眼0 发明者 ∏ 也因此而获得了 年诺贝尔物理奖∀

电子显微镜的电子流波长极短 仅为可见光波长的几万分之

一 约为 故放大倍数很高 可达数十万倍 能分辨

物体∀ 电子显微镜有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

镜∀前者可观察细菌及病毒等的超微结构 也可以照相拍

摄 后者是用电子流对物体表面进行扫描 可更清楚暴露物

体三维空间的立体形象∀特别适用于对细菌表面结构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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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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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滴环丙沙星致精神异常 1例

鞠研红 盛 芳 时彩燕 威海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

  环丙沙星为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抗菌谱广 安全性高 对

大多数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以及细胞内细菌均有较强的抗

菌活性 对肠杆菌科如大肠杆菌 肺炎克雷白杆菌尤为突出

对铜绿假单胞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也有良好的抗菌活性

且用药前不需要做皮试 故广泛应用于临床∀现就用药中出

现 例精神异常 报道如下∀

1  病例介绍

从元滋 女 岁 反复咳嗽 吐痰 喘憋 余年 加重

以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阻塞性肺气肿 肺心

病收入院治疗∀ 入院时体温 ε 脉搏 次 血压

° 遵医嘱给予环丙沙星 四

川科伦大药厂生产 批号 2 静脉滴注 葡萄糖

盐水 !喘定 氟美松 静脉滴注 ∀ 用药

后 患者出现烦躁 精神兴奋 胡言乱语 幻听∀神经系统查体

及颅脑 ≤ × 检查未见阳性体征 患者喘息症状不明显 急查

血气分析 ° ≤ °

排除肺性脑病 考虑为环丙沙星过敏反应所致 停用环丙沙

星 后精神症状逐渐消失∀

2  讨论

环丙沙星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各种感染 成人用量每次

∗ ∀ 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个别患者在注射部位

出现轻微疼痛 其次有恶心 呕吐 头晕 头痛等 偶可引起荨

麻疹 瘙痒等∀ 本病例以往无精神异常症状 用药 后出现

精神症状 停药 后症状消失 故考虑为环丙沙星所致∀ 因

此 临床用药前应详细了解患者的用药史 用药时应注意观

察患者的反应 若出现精神异常症状 应立即停药并作相应

处理∀有关该药物引起精神症状的机制为喹诺酮可抑制中枢

神经介质 Χ2氨基丁酸 与受体结合 产生中枢神经兴

奋 甚至出现惊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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