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 6  反应时间  实验中准确称取 样品 分别加

入含 的 甲醇水溶液和石油醚各 考察

了沸水浴下 反应 ∗ 薯蓣皂苷元的提取效果 ∀结果表

明 提取 最佳 ∀见图 ∀

图 4  反应时间对薯蓣皂苷元收率的影响

Φιγ 4  ∏

  确定最佳提取工艺为 将 穿山龙置于浓盐酸 Β甲醇 Β

水 Β石油醚 Β Β Β 体积比 混合体系 在沸水浴中加

热回流提取 过滤 重相采用石油醚进行多次液 2液萃取

直至萃取完全 ∀薯蓣皂苷元得率可达 ∀

3 3  精密度

按最佳提取工艺条件 对样品进行 次测定 薯蓣皂苷

元提取率 分别为 平

均提取率为 ≥⁄为 ∀

3 4  双相酸水解法与传统工艺的比较

用双相酸水解法的最佳提取工艺和传统提取方法进行

比较 结果显示比传统方法有更高的得率 精密度高 重现性

好 ∀

表 1  传统方法提取穿山龙中薯蓣皂苷元的分析结果

Ταβ 1  × ¬

传统方法 薯蓣皂苷元提取率 ≥⁄ 双相酸水解增收率

4  讨论

双相酸水解法的提取条件温和 工艺简单易行 无需高

温高压设备 生产周期大大缩短 薯蓣皂苷元提取率较高 ∀

为解决目前我国薯蓣皂苷元生产工艺所带来的能耗高 !周期

长 !维护高温高压设备投资大等一系列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

思路 对可行性及工艺参数作了初步研究 有待开展更为细

致的研究 其大规模的工业化应用也是今后值得研究和探索

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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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克仑特罗在兔体内的药动学研究

陈一农 张吟 郑兴中 颜文祝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福建  泉州

摘要 目的  研究克仑特罗在引起不良反应的大剂量下兔体内的药动学 探讨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的药动学参数存在的差

异 ∀方法  新西兰兔单剂量灌胃 中毒剂量 Λ # 与治疗剂量 Λ # 的盐酸克仑特罗溶液 采用酶标免疫

分析 ∞ ≥ 测定不同时间的血浆药物浓度 ∀两组试验数据采用 ° 程序拟合处理 求得不同剂量的药动学参数 ∀结果  

两组剂量的浓度 2时间曲线均符合一室开放模型 ∀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的 Κε分别为 ? 和 ?

分别为 ? 和 ? τ 分别为 ? 和 ? τ ¬
分别为 ?

和 ? Χ ¬
分别为 ? # 和 ? # ≤分别为 ? # #

和 ? # # ×分别为 ? 和 ? ∀结论  两组剂量在 Κε Π

τ Π τ Π !τ ¬ Π × Π 等存在显著差异 Χ ¬ ≤随剂量增加而增加 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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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显著性差异 Π 为临床抢救中毒病人提供参考 ∀

关键词 克仑特罗 瘦肉精 药动学 中毒剂量 治疗剂量 酶标免疫分析 血浆药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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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ΜΕΤΗΟ∆ Σ  × ∏

√ Λ # Λ #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2 ∏ ∃

× ¬ Λ # ∏ Λ #

Κε ? ? √ τ ? ? √ τ ?

? √ τ ¬ ? ? √ Χ ¬ ? ? #

√ ≤ ?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Κε Π τ Π τ Π τ ¬ Π ×

Π Χ ¬ ≤ Χ ¬ ⁄ ≤ ⁄

Π

ΚΕΨ Ω ΟΡ ∆ Σ: ∏ ¬ ∏ ∞ ≥ ∏

  克仑特罗 又名瘦肉精 !氨哮素 ∏ 是一种 Β受

体激动剂 临床上主要用于支气管哮喘 ∀ 世纪 年代国

内外研究表明 在饲料中添加克仑特罗具有营养再分配作

用 ≈ 促进动物生长 提高畜禽瘦肉比 但作为饲料添加剂

用量大 约为治疗剂量的 倍 它会在动物组织中形成残

留 主要残留在肝脏 肺部 眼球中 可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

健康 ∀近年来国内外发生多起通过食用含克仑特罗的猪肺 !

猪肝 !猪肉的中毒事件 ∀

国外学者在治疗剂量的药动学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 ≈ 但是因食用含克仑特罗残留的动物组织引起的急性中

毒 其剂量已大大超过了临床常用剂量 而该剂量下的药动

学 以及与治疗剂量的药动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目前国

内外尚未见相关报道 ∀本课题旨在研究在引起毒性反应的

大剂量下兔体内的药动学 探讨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的药动

学参数存在的差异 为临床克仑特罗中毒病人的诊治提供参

考与依据 ∀

1  材料

1 1  药物和试剂

盐酸克仑特罗原料药 江苏林海药业有限公司制造分公

司赠送 纯度 批号 克仑特罗试剂盒 德

国 2 公司  批号 ∀

1 2  仪器

酶标分析仪 芬兰

1 3  动物

新西兰兔 上海申旺实验动物养殖场提供 合格证号

普通级

2  方法

2 1  分组与给药

新西兰兔 只 体重 ? 雌雄兼有 ∀动物

自由进食 !饮水 标准颗粒饲料购自上海申旺实验动物养殖

场 ∀于实验前在动物室观察 周动物的行为活动 进食 !粪

便等均无异常 测定有关生化指标 无异常者入选 ∀

新西兰兔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一组 治疗剂量

Λ # 的克仑特罗溶液 另一组 中毒剂量 Λ #

的克仑特罗溶液 分别于药后

静脉采血 肝素抗凝后分离血浆 采用酶

标免疫分析 ∞ ≥ 测定血药浓度 ∀

2 2  克仑特罗血药浓度的测定

采用酶标兔疫分析法测定血浆中克仑特罗浓度 另文报

道 待发表 ∀血浆用磷酸二氢钾缓冲液 稀释至合

适浓度 直接测定 ∀血浆的平均检测下限为 #

克仑特罗在 ! ! ! ! # 的 ≥⁄分别为

标准曲线的线性范围

∗ # ρ ∀

2 3  药动学模型拟合及参数计算

采用中国药理学会数学专业委员会 ° 软件进行处

理 ∀

2 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 ξ ? σ表示 两组间比较采用 τ检

验 !应用 ≥ ≥统计软件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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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两种剂量克仑特罗的主要药动学参数 ξ ? σ , ν

Ταβ 3  × ∏

¬ ∏ ξ ? σ, ν

参数 单位
中毒剂量

Λ #

治疗剂量

Λ #
Π

Α #

Κε

Κα

τ

τ

τ

τ ¬

Χ ¬ #

Χ ¬ ⁄ #

≤ # #

≤ ⁄ # #

ΧΛ ƒ # #

ς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方炳虎报道以 # 单剂量 猪为一室模型一

致 ≈ ∀从拟合曲线图可以明显看出 两种剂量的克仑特罗在

体内的消除均为一级动力学过程 ∀两组剂量的克仑特罗

≤与 Χ ¬
随剂量增加而增加 Χ ¬ ⁄ ≤ ⁄无显著性差

异 可见在此剂量范围内 未出现非线性动力学特征 ∀比较

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的主要药动学参数 两种剂量在 Κε,

τ τ τ ¬ ×等存在明显差异 ∀中毒剂量下克仑

特罗的吸收较快 达峰时间较短 提示较大剂量的克仑特罗

进入体内 产生的不良反应也较快 应该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

其 τ 明显缩短 显著加大 表明剂量加大 该药的消

除加快 这可能是因为较大剂量的克仑特罗进入体内 机体

为了加快代谢和排泄 诱导了肝脏微粒体酶系统和激发肾转

运机制 这样短时间内加大了肝 !肾功能的负担 提示临床在

克仑特罗中毒时应注意采取措施保护肝肾功能 ∀据文献报

道 克仑特罗在人 Λ ≈ !猪 # ≈ !鸵鸟
≈ !兔 Λ # ≈ 的半衰期分别为 ∗

提示该药的消除速度存在种属差异 ∀我

们的实验得出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的克仑特罗在兔体内的

半衰期分别为 ? ? Π 这

是否由于治疗剂量组的取样时间较短 或者与样本数太少

组内变异较大有关 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两组剂量中各

个体的血药浓度值差异也较大 表明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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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肠胃康颗粒主要药理学研究

匡荣 朱社敏 倪维芳 姚治 郑筱祥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小儿肠胃康颗粒的主要药理作用 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研究小儿肠胃康颗粒对小鼠胃排空和小肠

推进的作用及对大鼠胃液分泌的作用 考察其对胃肠功能的影响 通过急性炎症模型考察其抗炎作用 ∀结果  小儿肠胃康颗

粒 生药 # 灌胃给药可以明显促进小鼠胃排空和小肠推进 Π 或 生药 # 可以

增加大鼠胃液量和胃蛋白酶活性 降低胃液 生药 # 可以抑制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 降低醋酸引起的小鼠腹腔通

透性升高 Π ∀结论  小儿肠胃康颗粒能提高胃肠道功能并有抗炎作用 ∀

关键词 小儿肠胃康颗粒 胃排空 小肠推进 胃液 抗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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