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紫虹溶液分解数据

ε

时间 含量
≤

时间 含量
≤

时间 含量
≤

时间 含量
≤

将表 中各实验温度下有效氯相对百分含量的对数值 ≤

与时间 用回归法处理∀ 结论得出 其加速温度下该药物的

含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具有线性关系∀ 说明其含量变化反

应属一级反应∀ 根据一级动力学方程式积方式

≤ ≤ 2

用线性回归法计算出各实验温度下的分解速率常数 值 结

果见表 ∀

表 4 不同温度下紫虹溶液分解的速度常数

ε
×

≅ 线性回归方程 ≅

2 ≅ 2 2

2 ≅ 2 2

2 ≅ 2 2

2 ≅ 2 2

2 4  留样观察法 按 项法配制的样品置 ε 的恒温水

浴锅中每隔 测一次 计算其百分含量 初始浓度以

计算 观察样品质量和 变化情况∀ 结果见表 ∀

表 5 紫虹溶液留样观察含量变化

时间 含量 时间 含量

3  讨论

3 1  本实验用经典恒温法和初均速法对紫虹溶液的稳定性

进行了考察 实验表明 为 和 结果基本相同≈ ∀与

留样观察结果 比较也基本相符∀

3 2  经典恒温加速试验需在 个温度下各取 个样品进

行 分析工作量大 计算也较繁琐 而初均速法则是以药物分

解初阶段单位时间浓度的变化 即反应初始时的平均速度作

为 ∂ 这样在每个加速温度下 只需作一次含量分析 就可

得到平均初速 大大减少了工作量∀

3 3  初匀速预测药物贮存期 是用反应初期平均速度的对

数代替反应速度的对数 对开尔文温度的倒数回归 符合

∏ 指数规律的直线方程 由此计算室温贮存期 因此

不用求反应速率常数 值 所以不必知道反应级数∀可见 用

初匀速地测定药物的稳定性是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

3 4 在稳定性试验中 还随时观察溶液的色泽 澄明度均无

明显变化∀实验结果可见 紫虹溶液分解速度与温度!时间有

关 温度越高 时间越长 分解速度越快 有效浓度下降越低

而 呈下降趋势∀ 所以在贮存过程中应避免高温并控制放

置时间∀室温在 ε 时控制在 室温在 ε 时应控制在

∀ 因此 建议在使用时应置加盖容器中 以减少液面与容

器直接接触而延长有效作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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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仿生煎药法对清上蠲痛汤止痛作用的影响

彭智聪 刘昌林 张红玲  郭宝丽 武汉 武汉市儿童医院 湖北中医学院药学系 级专题实习生

摘要 目的 本实验以清上蠲痛汤为例 与常规煎药法 ≤⁄ 法 进行比较 探讨半仿生煎药法 ≥ ⁄ 法 对小鼠止痛作用的影

响∀方法 用 ≥ ⁄法和 ≤⁄法制备汤剂 用热板法!扭体法和电刺激法对小鼠进行止痛实验∀结果 清上蠲痛汤具有较好的止痛

作用 用 ≥ ⁄法制备的汤剂比用 ≤⁄法制备的汤剂的止痛作用更好∀结论 对清上蠲痛汤而言 半仿生煎药法的止痛作用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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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煎药法 使药物的生理效应更好∀

关键词 清上蠲痛汤 ≥ ⁄法 ≤⁄法 止痛作用

Εφφεχτ οφ τηε αλλεϖιατινγ παιν αχτιον ωιτη τηε µ ετηοδ οφ σεµ ι−βιονιχσ δεχοχτινγ µ εδιχιναλ ηερβσ ιν

Θινγσηανγ ϑυαντονγ δεχοχτιον

° ∏≤ ∏ Ω υηαν Χηιλδ ρεν σΗ οσπιταλΩ υηαν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2 ≥ ⁄ √ ≤⁄ ΜΕΤΗΟ∆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 √

  半仿生提取法 ≥ ∞ 法 是将药物研究法与分子药物研

究法相结合 从生物药剂学的角度模拟口服给药及药物经胃

肠运转的原理 形成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半仿生

提取法在中药制剂中的研究有较多的文献报道 并与水提取

法 • ∞ 法 进行了提取效果比较≈ 但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是

以提取某一两个成分作为指标进行判断∀我们认为在中药提

取中应坚持 /有成分论 不唯成分论 重在机体的药效学反

应0的观点 同时为了探讨半仿生原理是否也可运用于传统

的中药汤剂制备中 为此我们以清上蠲痛汤为例 以止痛作

用作为指标 研究半仿生煎药法 ≥ ⁄法 对小鼠的止痛作用

影响 并与常规煎药法 ≤⁄法 进行比较∀清上蠲痛汤来源于

明代龚廷贤著5寿世保元# 头痛门6 具有清热止痛的作用

为/治一切头痛之主方0 / 凡头痛不问左右偏正新久皆有

效0∀ 止痛作用是其主要药效之一∀

1  实验材料

1 1  药材及组方 实验所用药材均由武汉市国药集团汉口

有限公司提供 按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鉴定为合格药

材∀ 清上蠲痛汤的组方为 麦冬 黄芩 羌活!独活!防

风!苍术!当归!川芎!白芷各 蔓荆子!菊花各 细辛!甘

草各 生姜 ∀

1 2  样品制备 ≤⁄法样品制备 按处方称取药材 加 倍

量水 煮沸二次 每次 过滤 合并滤液 ≤ ° 为 浓

缩至含生药 和 供实验用∀ ≥ ⁄ 法样品制备 按

处方称取药材 第一次加 倍量 为 用 调

° 的水煮沸 过滤 第二次加 倍量 为 用

≤ 调 ° 的水煮沸 过滤 合并滤液 浓缩至含生药

和 供实验用∀

1 3  药品及试剂  去痛片 含氨基比林 非那西丁

苯巴比妥 咖啡因 由湖北制药厂生产

批号 捣碎加蒸馏水配制成 片重 的混悬溶

液∀导电胶由氯化钠 淀粉 甘油 加水至

制成∀生理盐水由本院制剂室生产并提供 批号 ∀其

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1 4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 ⎯ α 均有 体重 ∗ 由湖

北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动物合格证号为医动字第 2

号 ∀

1 5  仪器  ≠ ≥⁄2 型药理生理多用仪 恒温水浴箱 秒表!

注射器等∀

2  方法与结果

2 1  热板法  先将水浴槽加满水使水面接触热板 调节恒

温装置使水温控制在 ? ε 热板预热 ∀ 取α 小

鼠 每次 只放在热板上 小鼠自放在热板上至出现舔后足

所需时间 作为该鼠的痛阈值∀凡舔后足时间小于 或大

于 或跳跃者弃去 将合格小鼠 只分为 组 每组

只 与样品分组相对应为实验 组 去痛片阳性对

照组!生理盐水阴性对照组∀每只小鼠给药量为 给

药前测定基础痛阈值 后给药 给药 后测其痛阈值

无反应者取出以免烫伤 其痛阈以 计算 ∀计算每组

痛阈值 ξθ ? σ 用下列公式计算痛阈提高率 结果见表 ∀

痛 阈 提 高 率
用药后平均痛阈值2用药前平均痛阈值

用药前平均痛阈值
≅

2 2  扭体法 取筛选合格小鼠 只 ⎯ α 各半 分组及给药

量与热板法相同∀各鼠给药 后 均腹腔注射 醋酸

只 观察 内出现扭体反应 腹部内凹!伸展后

肢!臀部抬高 的次数 以下列公式计算镇痛百分率 结果见

表 ∀

镇痛百分率
给药组扭体次数2对照组扭体次数

对照组扭体次数
≅

实验结果证明 清上蠲痛汤具有较好的止痛作用 用半

仿生煎药法制备的汤剂比用常规煎药法制备的汤剂的止痛

作用更好∀

2 3  电刺激法  取健康小鼠称重 放入小鼠固定器内 用

酒精擦洗鼠尾 涂以导电胶 将刺激电极置于小鼠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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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板涂 氯化钠水溶液 用药理生理多用仪进行方波电

刺激 电压为 ∂ 频率 波宽 ∀连续电刺激三次 每

次间隔 三次皆有嘶叫反应者为合格小鼠∀ 将合格小

鼠 α ⎯ 各半 按体重!性别随机分为六组∀分组方法!给药剂

量同扭体法 给药后 重复电刺激小鼠 连

续两次刺激不嘶叫者 表示药物有镇痛效果 计算镇痛百分

率 结果见表 ∀

表 1  不同煎药方法对清上蠲痛汤止痛作用的影响 ξθ ? σ

ν

组 别
给药剂量 热板法痛阈 痛阈提高

率
扭体次数

镇痛率

≤⁄组 ? ?

≤⁄组 ? ?

≥ ⁄组 ? ?

≥ ⁄组 ∂ ? ?

去痛片组 ? ?

生理盐水组 ? ?

注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为 Π 为 Π 为 Π 与去痛片

组比较 为 Π 与 Ι 组比较 为 Π 与 ΙΙ 组比较 为 Π

∀

表 2 电刺激小鼠镇痛法对清上蠲痛汤不同煎药方法的止痛

作用

动物数 给药剂量 给药后镇痛百分率

组别 ν

≤⁄ 组

≤⁄ 组

≥ ⁄ 组

≥ ⁄组 ∂

去痛片组

生理盐水组

以上结果证明 清上蠲痛汤口服 对电刺激引起小鼠尾

部的疼痛有镇痛作用 且镇痛时间较长 在 ∗ 时达

到镇痛作用高峰 几个实验样品的镇痛强弱顺序为 ≥ ⁄ 组

∂ ≤ ⁄组 ≥ ⁄组 ≤⁄ 组 ∀ 说明半仿生煎

药法的止痛作用优于常规煎药法∀

3  讨论

根据资料报道 半仿生提取法能较多地提取有效成

分≈ ∀本实验证明 半仿生提取法可能使有效成分提取率增

高 从而使药物的生理效应更好∀ 当然 药物在 为 和

的液体中煎煮 有一些成分会发生改变或降解 但从生物效

应角度来看 效果相反更好∀另外 我们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和

薄层扫描法对两种方法所制备的药液作过成分指纹对比 主

要成分提取率增高 我们将另文报道∀ 实验证明半仿生提取

法是一种较好的提取方法 它不但能用于中药制剂的提取

在煎药时也能用此法 提高药物的疗效∀

本实验只是探讨了半仿生煎药法对清上蠲痛汤的止痛

作用 其实验方法主要应用了一些传统的经典方法 当然 清

上蠲痛汤还有一些其它的药理作用 有待进一步研究∀ 用半

仿生煎药法对不同的汤剂进行不同的药理效应研究 将有利

于对传统煎药法的改进 从而使传统的汤剂发挥更好的临床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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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奈替米星滴鼻剂的研制及质量控制

黄学荪 王志强 张秀华 温州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目的 介绍硫酸奈替米星滴鼻剂的制备和质量控制方法∀ 方法 采用旋光法建立测定硫酸奈替米星滴鼻剂含量的标准

曲线 回收率试验∀ 并用留样观察法进行初步稳定性试验∀ 结果 的硫酸奈替米星滴鼻剂含量测定的平均回收率为

结论 研制方法及质检方法可行 可靠 具有进一步开发!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 硫酸奈替米星 滴鼻剂 研制及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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