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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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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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希菌及普通变形杆菌的抑菌与杀菌活性 ∀结果  头孢曲松2川参通配伍液外观为棕色澄清液体 无沉淀 !浑浊或絮状物

形成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小于川参通注射液的吸光度值 ∀头孢曲松2川参通注射液配伍液对粪链球菌的 ≤ 为

Λ Λ ≤ 为 Λ Λ 对淋病奈瑟菌的 ≤ 为 Λ Λ ≤ 为 Λ

Λ 对大肠埃希菌的 ≤ 为 Λ Λ ≤ 为 Λ Λ 对变形杆菌的

≤ 为 Λ Λ ≤ 为 Λ Λ 较配伍前降低或不变 ∀结论  川参通注射液与头孢曲

松配伍后未见浑浊或沉淀 对淋病奈瑟菌与大肠埃希菌的抗菌活性增高 对粪链球菌与普通变形杆菌的抗菌活性不变 ∀

关键词 川参通注射液 头孢曲松 抗菌活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ετερµινατιον οφ αντιβαχτεριαλ αχτιϖιτψ οφ τηε αγεντ οφ χεφτριαξονε2Χηυανσηεντονγ µιξτυρε

≠ ≤ ∞ 2 ≠ 2 •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Μιχροβιολογψ, Γυιψανγ Μεδιχαλ Χολ2

λεγε , Γυιψανγ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2

¬ ΜΕΤΗΟ∆  × ≤ ∏ ¬ ∏ 2

× √ Στρεπτοχοχχυσ φαεχαλισ , Εσχηεριχηια χολι , Προτευσ ϖυλγαρισ, Νεισσερια γονορρηοεαε ≤ ∏ 2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 ∏ √ ≤ ∏ 2

¬ ≤ ≤ Σ . φαεχαλισ , Ε . χολι , Π. ϖυλγαρισ ανδ Ν . γονορρηοεαε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Ε . χολι ανδ Ν . γονορρηοεαε √ Σ . φαεχαλισ ανδ Π. ϖυλγαρισ

ΚΕΨ ΩΟΡ ∆Σ :≤ ∏ ¬ √

  各种抗生素对大多数细菌具有选择性抑制或杀灭作

用 是临床治疗各种细菌感染性疾病的常用药物 ∀抗生素

的应用虽然有效地控制了许多细菌感染 但也造成了细菌

耐药性的广泛形成与蔓延≈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某些天

然药物不但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 而且细菌不易对其产生

耐药性 因此在感染症治疗上的应用已受到国内外的广泛

重视 ∀本实验根据临床使用川参通注射液与某些抗生素混

合液治疗前列腺炎等细菌感染症的情况 将川参通注射液

与头孢曲松配伍 观察了其某些理化性状和体外抗菌活性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

1 1  药品

川参通注射液 ≤ ∏ 以下简称

≤≥× 临床应用注射液 每支 棕色澄清液体 主要成

分为丹参 !川芎等 ∀批准文号 卫药试字 2 号 批号

贵州瑞克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 ∏ 以下简称 ≤ ÷≥ 临床应用注

射剂 粉 每支 克 批号 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出产 ∀

1 2  菌种

粪链球菌 Στρεπτοχοχχυσ φαεχαλισ ≤ ÷≥敏感株 大肠埃

希菌 Εσχηεριχηια χολι ≤ ÷≥敏感株 普通变形杆菌 Προτευσ

ϖυλγαρισ ≤ ÷≥敏感株 淋病奈瑟菌 Νεισσερια γονορρηοεαε

头孢唑林敏感株 ∀均为本室保存菌种 ∀

1 3  培养基

营养琼脂培养基和淋菌分离培养基 杭州微生物试剂

厂提供 按说明书方法制备 ∀

2  方法

2 1  菌液制备

每次试验时 用无菌 盐水分别将粪链球菌 !大肠

埃希菌 !普通变形杆菌 !淋病奈瑟菌的培养物以比浊法稀释

成浓度约 ≅ 个 的菌液 ∀

2 2  最低抑菌浓度 ≤ 试验

2 2 1  ≤≥× 的最低抑菌浓度试验  按文献≈ 方法 用无菌

蒸馏水稀释 ≤≥× 后加入无菌平皿 倾注营养琼脂培养基或

淋菌分离培养基 使培养基含 ≤≥× 的终浓度 分别

为 ∀用接种环

分别取各菌稀释菌液一环接种于含不同浓度 ≤≥× 和不含

≤≥× 的相应培养基上 ∀置普通温箱 淋病奈瑟菌置烛缸 内

ε 培养 后观察细菌的生长情况判断 ≤≥× 对各菌的

抑菌作用 以完全无菌生长的 ≤≥× 最高稀释度作为其对该

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

2 2 2  ≤ ÷≥的最低抑菌浓度 ≤ 试验  按文献≈ 方法

用无菌蒸馏水稀释 ≤ ÷≥后加入无菌平皿 倾注营养琼脂培

养基或淋菌培养基使培养基含 ≤ ÷≥的终浓度 Λ 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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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接种环分别取各菌稀释菌液一环接种于含不同

浓度 ≤ ÷≥和不含 ≤ ÷≥的相应培养基上 ∀置普通温箱 淋病

奈瑟菌置烛缸 内 ε 培养 后观察细菌的生长情况判

断 ≤ ÷≥对各菌的抑菌作用 以完全无菌生长的 ≤ ÷≥最高稀

释度作为其对该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

2 2 3  ≤≥×2≤ ÷≥配伍液的最低抑菌浓度 ≤ 试验  按

文献≈ 方法 取 ≤≥× 与 ≤ ÷≥ 混匀 再

用无菌蒸馏水稀释此混合物并加入无菌平皿内 倾注营养

琼脂培养基或淋菌培养基使培养基含 ≤ ÷≥2≤≥× 的终浓度

Λ Λ 分别为

∀用接种环分别取各菌稀释菌液一

环接种于含不同浓度 ≤ ÷≥ 和不含 ≤ ÷≥ 的相应培养基上 ∀

置普通温箱 淋病奈瑟菌置烛缸 内 ε 培养 后观察细

菌的生长情况判断 ≤ ÷≥对各菌的抑菌作用 以完全无菌生

长的 ≤ ÷≥最高稀释度作为其对该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

2 2 4  最低杀菌浓度 ≤ 试验  按文献≈ 方法 取

≤≥× !≤ ÷≥ !≤≥×2≤ ÷≥配伍液的 ≤ 试验中无菌生长的种菌

处琼脂 接种于不含 ≤≥× 或 ≤ ÷≥的相应培养基上 ∀置普通

温箱或烛缸内 ε 培养 后观察细菌的生长情况判断试

药对该菌种的杀菌作用 以完全无菌生长的试药最高稀释

度作为其对该细菌的最低杀菌浓度 ∀

2 2 5  ≤≥×2≤ ÷≥配伍液的物理性状检测  用蒸馏水稀释

≤ ÷≥使终浓度为 ∀取 ≤ ÷≥ 溶液

与 ≤≥× 混合 肉眼观察 ≤≥×2≤ ÷≥配伍液有无沉淀 !絮

状物 !混浊和在分光光度仪上以 波长检测其吸光度

值 ∀

3  结果

3 1  ≤≥× 的 ≤

≤≥× 对粪链球菌的 ≤ 大于 对大肠埃希

菌的 ≤ 为 对普通变形杆菌的 ≤ 为

对淋病奈瑟菌的 ≤ 为 见表 ∀

表 1  川参通的最低抑菌浓度 ≤

Ταβ 1  × ∏ ∏

菌  种
试药浓度

对照 ≤

粪链球菌

大肠埃希菌

淋病奈瑟菌

普通变形杆菌

注 有菌生长 无菌生长 ∀

表 2  头孢曲松的最低抑菌浓度 ≤

Ταβ 2  × ∏ ¬

菌  种
头孢曲松浓度 Λ 对照 ≤

粪链球菌

大肠埃希菌

普通变形杆菌

淋病奈瑟菌

注 有菌生长 无菌生长 未做 ∀

表 3  ≤ ÷≥ ≤≥× 配伍液的最低抑菌浓度 ≤

Ταβ 3  × ∏ ¬ 2 ∏ ¬ ∏

菌  种

≤ ÷≥浓度

Λ

≤≥× 浓度

Λ

对照
≤

≤ ÷≥ ≤≥×

粪链球菌

大肠埃希菌

普通变形杆菌

淋病奈瑟菌

注 有菌生长 无菌生长 未做 ∀

3 2  ≤ ÷≥的 ≤

≤ ÷≥对粪链球菌的 ≤ 为 Λ 对大肠埃希菌

的 ≤ 为 Λ 对普通变形杆菌的 ≤ 为 Λ

对淋病奈瑟菌的 ≤ 为 Λ 见表 ∀

3 3  ≤ ÷≥2≤≥× 配伍液的 ≤

≤ ÷≥2≤≥× 配伍液对粪链球菌的 ≤ 为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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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对大肠埃希菌的 ≤ 为 Λ Λ

对 对 普 通 变 形 杆 菌 的 ≤ 为 Λ

Λ 淋病奈瑟菌的 ≤ 均为 Λ

Λ 见表 ∀

3 4  ≤≥× !≤ ÷≥ !≤ ÷≥2≤≥× 配伍液的 ≤

≤≥× 对粪链球菌的 ≤ 大于 对大肠埃希

菌的 ≤ 为 对普通变形杆菌的 ≤ 为

对淋病奈瑟菌的 ≤ 大于 ∀ ≤ ÷≥

对粪链球菌的 ≤ 为 Λ 对大肠埃希菌的 ≤ 为

Λ 对普通变形杆菌的 ≤ 为 Λ 淋病奈

瑟菌的 ≤ 为 Λ ∀ ≤ ÷≥2≤≥× 配伍液对粪链球菌的

≤ 为 Λ Λ 对大肠埃希菌的 ≤ 为

Λ Λ 对普通变形杆菌的 ≤ 为 Λ

Λ 对淋病奈瑟菌的 ≤ 为 Λ

Λ 见表 表 ∀

表 4  ≤≥× !≤≥× 的最低杀菌浓度 ≤

Ταβ 4  × ∏ ∏ ¬

菌  种
≤≥×

≤
≤ ÷≥ Λ

≤

粪链球菌

大肠埃希菌

普通变形杆菌

淋病奈瑟菌

注 有菌生长 无菌生长 ∀

表 5  ≤ ÷≥ ≤≥× 配伍液的最低杀菌浓度 ≤

Ταβ 5  × ∏ ¬ 2 ∏ ¬ ∏

菌  种

≤ ÷≥浓度 Λ

≤≥× 浓度 Λ

≤

≤ ÷≥ ≤≥×

粪链球菌

大肠埃希菌

普通变形杆菌

淋病奈瑟菌

注 有菌生长 无菌生长 ∀

表 6  头孢曲松 !川参通注射液及其配伍液的物理性状

Ταβ 6  × ¬ ≤ ÷≥ ∏ ≤≥× ≤ ÷≥2≤≥× ¬ ∏

试药
沉淀 絮状物 混浊

配伍前 配伍后 配伍前 配伍后 配伍前 配伍后 配伍前 配伍后

≤≥× 无 无 无

≤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3 5  ≤ ÷≥2≤≥× 配伍液的物理性状

≤ ÷≥2≤≥× 配伍液的外观仍为棕色澄清液体 未发现沉

淀 !混浊或絮状物 与 ≤≥× 相似 见表 ∀

4  讨论

本实验将川参通注射液与头孢曲松配伍后进行的抗菌

活性检测结果显示 川参通注射液与头孢曲松配伍后没有

发生沉淀或混浊等反应 对淋病奈瑟菌与大肠埃希菌的

≤ 和 ≤ 值显著低于单一药物的 ≤ 和 ≤ 值 而对

粪链球菌与普通变形杆菌的抗菌活性不变 ∀因此在临床治

疗某些细菌感染症时将头孢曲松与川参通注射液配伍使

用 可望减少头孢曲松的使用剂量和增强其杀菌作用的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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