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在尚有相当数量存活肝细胞的早 !中期抓紧监护治疗 是

有效提高存活率的关键 ∀

我们根据 年西安会议制定的5病毒性肝炎防治方

案6中的有关慢重肝诊断标准 分别判断 ° ∞ 对慢重

肝早 !中 !晚期的疗效 与对照组相比 其对早 !中期慢重肝

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晚期疗效不佳 这与晚期病例均

已有致死性并发症 病情复杂有关 ∀故慢重肝患者尽早使

用 ° ∞ 可明显阻断病情恶化 提高存活率 其为治疗

重型肝炎开拓了良好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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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与 4 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配伍的稳定性考察

梁震野 辛学俊 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黄岩

摘要 目的  考察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 下称 2 与临床常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在 葡萄糖 下称 ≥ 中的配

伍稳定性 ∀方法  观察配伍液外观 !测定配伍液 !紫外吸收光谱和 2 含量变化 并进行薄层分析 ∀结果  ε 时

2 与庆大霉素 !妥布霉素 !小诺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等注射液 下称庆大 !妥布 !小诺 !丁卡 配伍后 内外观不变 ! 值

未见明显改变 !紫外吸收光谱几无改变 与妥布 !庆大配伍 内 2 含量维持在初始浓度 以上 与小诺 !丁卡配伍

∗ 后 含量即降至初始浓度的 以下 薄层色谱未见杂斑生成 ∀结论  2 可与妥布 !庆大配伍使用 避免与小

诺 !丁卡配伍 ∀

关键词 山莨菪碱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配伍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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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 ∆Σ :

  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 2 为一抗胆碱药 具有

松弛平滑肌 解除微血管痉挛作用 临床常与氨基糖苷类抗

生素联合用药 其配伍稳定性尚未见报道 ∀本实验选择临

床常用的庆大霉素 !妥布霉素 !小诺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注

射液 与 2 进行配伍稳定性考察 ∀

1  仪器与药品

1 1  仪器

紫外光栅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2 ≤ 型酸度计 上海华侨仪器厂 ∀

1 2  药品

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 江苏板桥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 庆大霉素注射液 庆大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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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业涟水有限公司 万 ∏ 批号 丁胺卡那

霉素注射液 丁卡 浙江永宁制药厂 批号

小诺霉素注射液 小诺 江苏宜兴前进制药厂

万 ∏ 批号 妥布霉素注射液 妥布 江苏

板桥药业有限公司 万 ∏ 批号 葡萄

糖注射液 ≥ 浙江济民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2

2  方法

2 1  紫外吸收光谱测定和标准曲线绘制

取 2 置 量瓶中 加 ≥ 稀释至刻

度 以 ≥为空白 在 ∗ 波长范围内扫描 ∀结

果显示 本品在 波长处有一肩吸收峰 吸收值约为

∀于 时测定 紫外

吸收曲线及 波长处吸收值 Α 未改变 提示实验条

件下稀释液稳定 ∀

取庆大 !妥布 !小诺 !丁卡各 分别置 量瓶

中 用 ≥ 稀释至刻度 以 ≥ 为空白 于 ∗

波长范围内扫描 结果 各药均为末端吸收 在

处几无吸收 ∀

精取 2 分别置

量瓶中 加 ≥稀释至刻度 以 ≥为空白 在

处测 Α值 以 Α值对取样量 ς 取样量 ς对应于浓

度 作回归分析 得回归方程 ς . . Α , ρ

∀表明 2 在 ∗ 范围内有良好线性

关系 ∀回收率试验 Ξ . % , ΡΣ∆ . % , ν ∀

2 2  配伍稳定性实验

取 2 置 量瓶中 加 ≥适量 加庆

大 !妥布 !丁卡 !小诺各 以 ≥定容至 摇匀

编号为 ≤ ⁄ 另取庆大 !妥布 !丁卡 !小诺各

以 ≥定容至 摇匀 编号为 ≤ ⁄ ∀根据

吸收度加和性原理 2 混合液2 氨基苷类 分别以

≤ ⁄ 作空白 测定 内 ≤ ⁄ 的紫外吸收光谱

∗ 同时在 处测定 Α值 代入回归方程

计算 2 含量 以 含量为 计算各时刻 2 的

相对含量 同时观察配伍液外观变化 测定各配伍液不同时

刻 值 ∀

2 3  薄层色谱检查

取 2 置 量瓶中 加 ≥稀释至刻

度 另取/ 0项下各溶液 分别在 各取 Λ 点于

同一硅胶 薄层板上 以氯仿2甲醇2浓氨2水 Β Β Β 为

展开剂 ∀展开两份薄板 晾干 一份喷 茚三酮水饱和

正丁醇溶液 另一份薄板喷 溴酚蓝乙醇溶液≈ 分别

烘干数分钟后观察 ∀

3  结果

3 1  30 ε 时 2 与庆大 !妥布 !丁卡 !小诺配伍后均无外

观变化 配伍液不同时间紫外扫描光谱无改变 2 含量

及 值见表 ∀

表 1  2 与 种氨基苷类抗生素配伍不同时间的 和 2 含量变化

Ταβ 1  × 2 ¬ ∏ 2 ∏

配伍药

品名称 含量 含量 含量 含量 含量 含量 含量 含量

庆大

妥布

丁卡

小诺

3 2  薄层检查无杂斑产生 ∀

4  讨论

4 1  参照临床常用 6542 剂量测定 其在 处吸收度

过低 难以充分显示其吸收肩峰特征 故本实验所用剂量各

药均高于临床常用量 ∀

4 2  实验温度下 ε 庆大 !妥布 !丁卡 !小诺和 2

配伍 内配伍液外观不变 较稳定 吸收曲线形状不

变 吸收峰无位移 薄层色谱检查 内无杂斑生成 ∀但

2 于 处吸收度随时间推移略有下降 与妥布 !庆

大配伍 内含量在初始浓度 以上 说明可配伍 与小

诺 !丁卡 配伍 2 含量即降至初始浓度的

以下 临床应避免配伍 ∀

4 3  6542 由 2羟基莨菪醇和莨菪酸形成的酯 易水解 导

致疗效下降 毒性增强 薄层色谱无杂斑生成 说明配伍液

中 2 没有水解 其含量下降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索 ∀

收稿日期 2 2

头孢曲松2川参通注射液配伍液抗菌活性的观察

江滟 陈峥宏 朱以勇 王和 贵阳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 贵州  贵阳

摘要 目的  观察川参通注射液与头孢曲松配伍的抗菌活性及稳定性 ∀方法  将川参通注射液与头孢曲松钠注射液混合

以分光光度仪检测其吸光度值并以最低抑菌浓度 ≤ 和最低杀菌浓度 ≤ 试验检测其对粪链球菌 !淋病奈瑟菌 !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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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