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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复方红霉素洗剂中甲硝唑的含量测定方法 ∀方法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以盐酸溶液 ψ 为溶剂 测

定波长为 ∀结果  甲硝唑的检测线性范围为 ∗ Λ # ρ 平均回收率为 ∀结论  本法操作简便

准确性好 可作为复方红霉素洗剂中甲硝唑的含量测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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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红霉素洗剂是我院研制的一种以红霉素 !甲硝唑为

主药 治疗痤疮的复方洗剂 ∀其处方由甲硝唑 !红霉素 !聚山

梨酯 吐温 !甘油 !乙醇 !水等组成 ∀ 5复方红霉素洗

剂的研制6被列为深圳市福田区卫生科技资助项目 ∀本实验

建立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复方红霉素洗剂中甲硝唑的含量 ∀

方法简便 结果准确可靠 ∀

1  仪器与试药

∂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 甲硝唑对照

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复方红霉素洗剂 由本课题

组制备 辅料均为药用级 其它试剂为分析纯 ∀

2  方法与结果

2 1  测定波长选择

精密称取甲硝唑对照品适量 用盐酸溶液 ψ 为溶

剂将其制成 Λ # 溶液 以盐酸溶液 ψ 为空白

在 ∗ 波长范围内扫描 ∀甲硝唑在 处有最大

吸收 ∀红霉素和辅料在 处吸收度为 故选择

为测定波长 ∀

2 2  标准曲线制备

精密称取甲硝唑对照品适量 用盐酸溶液 ψ 将其

制成 Λ # 的溶液 然后精密吸取

和 分别置于 量瓶中 用盐酸溶液 ψ

稀释至刻度 摇匀 以盐酸溶液 ψ 为空白 在

波长处分别测定各浓度溶液的吸收度 ∀以吸收度

和浓度 ≤ 建立回归方程 Α . Χ . ≅ , ρ

∀

结果表明 甲硝唑浓度在 ∗ Λ # 范围内与吸收度

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

2 3  稳定性试验

取/ 0项下的甲硝唑溶液放置 后测定其吸

收度 结果几乎没有变化 ∀

2 4  重现性试验

取批号为 样品按/ 0项下的方法重复进行 次

测定样品含量 测得 ≥⁄为 ∀

2 5  回收率试验

按处方制备复方红霉素洗剂 摇匀 精密量取适量 约相

当于甲硝唑 置 量瓶中 用盐酸溶液 ψ

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 滤过 精密量取续滤液 置

量瓶中 用盐酸溶液 ψ 稀释至刻度 摇匀 以盐

酸溶液 ψ 为空白 在 处测定吸收度 计算平均

回收率为 ≥⁄为 ν ∀

2 6  样品含量测定

取样品充分摇匀 然后按 / 0项下自 / 精密量取适量

约相当于甲硝唑 , ,0起依法操作 计算样品含量 结

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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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ν

Ταβ 1  × ∏ ν

批  号 相当标示量

3  小结

本法测定复方红霉素洗剂中甲硝唑的含量 方法简便

结果准确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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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醛致术后局部皮下水肿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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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女性 岁 ∀因双上单睑来我院门诊行重睑术 ∀

查体 ° 次 分 术前血常规检查无异常 ∀

施行双眼重睑术 术中 利多卡因局麻 双侧麻醉相同 术

中麻醉效果好 出血不多 ∀术后加压包扎双眼 口服抗生素

预防感染 ∀术后第 天换药时发现右眼肿胀十分明显 上睑

不能睁开 肿胀以针头注射点为中心向上 !下眼睑发散 手术

切口对合良好 创面不红 左眼仅轻微肿胀 ∀静脉予青霉素

针 万 ∏地塞米松针 后右眼肿胀开始减退 周

后肿胀渐消退 ∀

患者 女性 岁 ∀因眼袋松弛来我院门诊治疗 ∀入

院查体 ° ° 次 分 血常规无异常 无药物过

敏史 ∀施行眼袋祛除手术 手术经过顺利 术中予 利多卡

因局麻 双侧用药相同 术中麻醉效果好 出血不多 创面经

连续缝合后加压包扎双眼 静脉予青霉素针 万 预防感

染 术后第 天换药 右上睑肿胀明显 上睑不能睁开 下睑

手术创面干燥 创面表面皮肤不红 下睑皮肤肿胀 右眼肿胀

以注射麻药为中心向眼上下睑肿胀 左眼下下睑无明显肿

胀 皮肤切口对合好 静脉予地塞米松 右眼肿胀消

退较缓慢 周后肿胀渐消退 ∀

讨论 戊二醛为一种中性强化的水溶液 并附有缓冲剂

缓蚀剂 ∀它是近几年来应用较广泛的一种新型 !高效 !低毒

的消毒灭菌剂 有较强的穿透力 ∀但是用于医疗器械消毒后

必须用灭菌蒸馏水将残留在器械上的戊二醛冲洗干净 然后

才可使用 因戊二醛对人体组织 !黏膜 !皮肤均有固化作用

伤口接触戊二醛可影响其愈合过程 ∀上述 例患者 术后均

为第一针注射点为中心出现十分明显的皮肤肿胀 出现水肿

后愈合也明显较左侧恢复的慢 经过我们认真查找原因 终

于发现手术室护士在取一次性注射器时用了浸泡筒的镊子

镊子为 长 镊子头较大 浸泡液为 戊二醛溶液 只要

镊子头与针头尾部接触的 戊二醛溶液就会残留在针头尾

部 在注射麻药时就会出现右侧注射点皮下被动接触戊二醛

溶液 术后第 天皮下即出现第一针侧较第二针侧皮下明显

水肿 !皮肤愈合慢等皮肤损伤情况 ∀自从发现上述现象后

手术室护士改变了镊子接触一次性针头尾部的操作 手术后

患者中再未出现过上述现象 ∀这也提示我们今后工作中一

定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以减少戊二醛对器械 !组织的接触

以杜绝上述情况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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