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结论

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相比于传统房室模型 因为增加了

生理描述 具有更多的优点 ∀但是模型需要较多的不能直接

测量的 /生理 0参数 所以它的实际应用有所限制 ∀本实验采

用种属表面积的近似比值的简单方法 从羊的参数值得到家

兔和人的参数值 以多次给药和恒定输注两种给药方式 进

行了异丙酚 ° ° 模型种间类推的一个应用 ∀这种类推方

法相比于常规的体形变异公式 虽然精确性下降 但更为简

单 对增加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的实用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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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 2甘油膜的制备和表征

吴海若 浙江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制备壳聚糖 2甘油膜 用于解决术后粘连问题 ∀方法  通过将壳聚糖和甘油共混 充分利用两者的优点 达到生理

功能的协同增效及物化性能的改善 ∀结果  实验表明 壳聚糖 2甘油膜在湿态下仍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 在实际应用中能够承

受缝合强度 其最大拉伸强度达到 ° 断裂伸长率达到 并且壳聚糖 2甘油膜具有良好的吸水率 最大吸水率为

在实际应用中减少了创伤面的积液 ∀结论  采用溶致沉淀法制备壳聚糖 2甘油膜 大大节省了制备时间 ∀甘油的加入

有利于改善膜的柔韧性 满足实际应用需要 壳聚糖 2甘油膜无色透明 !表面光洁 !无气泡 !手感柔韧性较好 ∀该膜经动物体内

植入实验 与对照组相比 有明显的防粘连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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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术后粘连一直是外科手术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 内外均进行了研究 并已有壳聚糖防粘连凝胶制剂出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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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凝胶容易流失 防粘连效果不佳 ∀同时由于纯壳聚糖膜力

学性能欠佳 制备工艺复杂和降解缓慢等因素的制约 目前

还尚无成熟的防术后粘连膜产品 ∀因此 本实验通过加入甘

油作为增塑剂 !保湿剂来改善壳聚糖基膜的力学性能 并采

用溶致沉淀法改善壳聚糖基膜的制备工艺 探讨一条新的 !

便捷的工艺路线 ≈ ∀

1  实验部分

1 1  原料与试剂

壳聚糖 生化试剂 浙江省玉环县澳星甲壳素有限公司 ∀

丙三醇 分析纯 杭州化学试剂厂 ∀无水乙醇 分析纯 杭州

长征化工厂 ∀冰醋酸 化学纯 宜兴市钮家化工助剂厂 ∀氢

氧化钠 分析纯 杭州萧山化学试剂厂 ∀蒸馏水 自制 ∀

1 2  原料的表征

1 2 1  脱乙酰度的测定 ≈  壳聚糖脱乙酰度定义为 壳聚

糖分子中 脱去乙酰基的链节数占所有链节数的百分比 ∀准

确称取 ∗ 壳聚糖样品 溶于 盐酸溶

液中 以甲基橙 2苯胺蓝作指示剂 用 氢氧化钠标准

溶液滴至终点 其溶液颜色由紫色变为绿色 按公式

计算脱乙酰度 ⁄⁄

≤ ∂ ≤ ∂ ≅

≅ •
≅

⁄⁄ ≅

式中 ≤ 盐酸标准溶液浓度

≤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浓度

∂ 加入盐酸标准溶液体积

∂ 滴定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体积

试样重

• 试样水分

与 盐酸相当的胺量

1 2 2  特性黏数和分子量测定  以 ≤ ≤

≤ ≤ 的缓冲溶液 为溶剂 将

待测壳聚糖配制成 左右的溶液 于 ? ε 恒温

水浴中 用乌氏黏度计按稀释法测各样品的特性黏数 ≈ Γ

代入 2 ∏ 方程 ∀每种样品做三份平行实验 取平

均值 计算各样品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 ΜΓ ∀

1 3  壳聚糖 2甘油膜的制备

将壳聚糖溶解在 醋酸溶液中配制成浓度为 ∗

的溶液 然后加入一定量的甘油 搅匀 静置脱泡 ∀用流

延法将壳聚糖 甘油溶液在玻璃板上展开 并浸入凝胶混合

液中 在恒温蒸气浴中凝胶 完全凝胶后取出 测试凝胶和剩

余凝胶溶液的 值 ∀放入恒温烘箱中干燥 ∀

1 4  壳聚糖 2甘油膜的性能表征

1 4 1  外观  肉眼观察壳聚糖 2甘油膜的颜色 !透明性和表

面光洁性 ∀

1 4 2  力学性能  用 ≤° 2 冲片机压制一定规格的哑铃型

样品 样品宽度为 总长度为 有效测试距

离为 ∀用螺旋测微器沿样品长度等间距测量三次厚

度 记录 并取平均值 ∀

每一组取五个样品 用 ⁄≥2 数字式材料试验机测定

样品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测试条件为 温度 ε 拉

伸速度 拉力范围 ∗ ∀

1 4 3  吸水率  每一组取 个样品分别称重 记为 • 然

后在 ε 恒温浸泡 小心取出膜片 用滤纸吸去表面水

份 再分别称量湿膜的重量并记为 • 按公式 计算吸

水率

±
• •

•

式中 • %干膜的重量 • %湿膜的重量 ∀

1 5  壳聚糖 2甘油膜的动物试验

1 5 1  实验动物  ≥⁄大鼠 由浙江省医科院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 体重 ∗ 只 随机分为 组 雌雄各半 ∀

1 5 2  实验方法  对照组 异戊巴比妥钠腹腔内注射

剂量为 体重 麻醉后仰卧位固定大鼠 常规消

毒铺单后下腹部正中切口逐层进腹 切口长 ∗ 找到蚓

突后将其提至切口外 在蚓突盲端 的范围内用手术刀片

轻刮蚓突的浆膜面 一侧面 至浆膜面充血且有少量小出血

点 再用无水乙醇处理被刮过的浆膜面 待乙醇挥发后再将

蚓突送回腹腔 分两层关腹 ∀

实验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待乙醇挥发后用含 甘油

的壳聚糖 2甘油膜 ≅ ≅ 包绕损伤的蚓突盲

端一圈 然后再将蚓突送回腹腔 ∀术后 周再次打开腹腔

肉眼观察蚓突盲端同周围肠管 !系膜及腹壁的粘连情况和降

解情况 ∀

2  结果与讨论

2 1  壳聚糖原料的表征

壳聚糖是甲壳素脱乙酰化后的产物 因制备工艺条件和

需求的不同 壳聚糖脱乙酰度由 至 不等 故其脱

乙酰度和相对分子质量是其两项主要性能指标 ∀本实验采

用最常用的酸碱滴定法 用甲基橙 2苯胺蓝混合溶液作指示

剂 测定壳聚糖的脱乙酰度为 ∀

目前测定壳聚糖相对分子质量的方法主要有光散射法

和黏度法 ∀光散射法虽可获得绝对分子量的数据 但由于实

验条件的限制 本实验采用黏度法测定壳聚糖的相对分子质

量 ∀壳聚糖的 ⁄⁄值决定了大分子链上氨基含量的多少 ⁄⁄

值不同必将影响壳聚糖稀酸溶液中带电基团和聚电解质电

荷密度 ∀以往在对 2 ∏ 方程中的 和 Α值进行标

定时 没有考虑壳聚糖 ⁄⁄值对方程的影响 ∀王伟等 ≈ 发现

参数 和 Α值依赖于壳聚糖 ⁄⁄值而变化 有如下关系

Α ≅ ≅ ⁄⁄

≅ ≅ ⁄⁄

≈Γ ΜΑ
Γ

因此 只要知道了壳聚糖的 ⁄⁄值和 ≈Γ 值 便可通过内

插法计算得到 ⁄⁄在 ∗ 的试样的分子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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