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和管理还存在不足 故应继续努力加强专业知识药学知识

的学习 强调消毒隔离 无菌技术操作 改变无指征使用抗菌

药物的情况 使抗菌药物应用不断合理化 减少预防性用药 ∀

对进行侧切会阴产妇进行围手术期用药 提倡术前 静

脉给药 给予一个剂量的敏感抗菌药物覆盖感染危险期 手

术切口切开至缝合的这段时间 减少预防用药的用药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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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溶媒调查分析

金晓芳 东阳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东阳

摘要 目的  通过实际使用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溶媒的调查 考察配伍溶媒的合理性 ∀方法  随机抽查门诊处方 对

使用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的患者年龄 !性别 !抗生素及其溶媒进行汇总统计 分析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配伍溶

媒对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抗菌活性的影响 ∀结果  共抽查 人次 其中有 例用 氯化钠注射液作溶媒 占

例用 葡萄糖注射液作溶媒 占 例用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作溶媒 占 例用 葡萄糖注射液作溶媒 占

∀结论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溶媒最佳溶媒是 氯化钠注射液 值为 ∗ 实际使用中普遍存在不

恰当的现象 望临床各科相互监督 合理选择适当溶媒 充分发挥药物应有的作用 ∀

关键词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 溶媒 分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青霉素类 !头孢菌素类为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 分子中存

在不稳定的 Β2内酰胺环 在干燥状态下稳定 ∀其水溶液中不

稳定 除发生降解反应外 还发生聚合反应 生成致敏性的聚

合物 溶液的 值对聚合反应影响很大 在偏酸性条件下

只发生 型聚合反应 在偏碱性的条件下发生 型和 型聚

合反应 溶于葡萄糖液中可有一定程度的分解 ∀故临床在选

择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溶媒时 应根据药物的理化特性 尽

量选择与药物自身 值相近的溶媒 以减少药物的降解和

聚合 ∀通过对本院使用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处方的

调查 发现许多不适当选择溶媒问题 笔者就常用 Β2内酰胺

类抗生素理化性质及其溶媒的合理选择分析如下 ∀

1  方法与结果

采用随机抽查日期的方式 对我院近期门诊使用 Β2内酰

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的处方进行调查 被抽查的日期全面调

查当日所有应用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的处方 一共抽

查 人次 其中男性 人次 女性 人次 年龄最小 个

月 最大 岁 平均 岁 ∀结果 例使用青霉素钠

例使用氨苄西林舒巴坦钠 ! 例使用呋苄西林钠 ! 例使用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 例使用阿莫西林舒巴坦钠 ! 例使

用哌拉西林钠 ! 例使用头孢唑啉钠 ! 例使用头孢拉丁 ! 例

使用头孢噻肟钠 ! 例使用头孢曲松钠 ! 例使用头孢他啶 !

例使用头孢呋辛钠 ∀

所有应用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的处方中 有

例用 氯化钠注射液作溶媒 例用 葡萄糖注射液

作溶媒 例用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作溶媒 例用 葡

萄糖注射液作溶媒 ∀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配伍溶媒

分布见表 ∀

表 1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静脉输液配伍溶媒分布表

Ταβ 1  × ∏ √ Β2 2

√ ∏ ∏

溶媒

氯化钠 葡萄糖

葡萄糖

氯化钠 葡萄糖

青霉素钠

氨苄西林舒巴坦钠

呋苄西林钠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阿莫西林舒巴坦钠

哌拉西林钠

头孢唑啉钠

头孢拉丁

头孢噻肟钠

头孢曲松钠

头孢他啶

头孢呋辛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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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3 1  青霉素 应用于临床已有 多年的历史 它的突出特

点是毒性低 !疗效显著 一直是临床治疗感染性疾病的首选

药物 但临床实践表明 往往由于溶媒及稀释剂的选择不当

使青霉素类不能发挥理想的疗效 青霉素类的水溶液不稳

定 易水解降效 水解速度与时间和温度成正比 青霉素 的

最适宜 值为 ∗ 由于葡萄糖注射液 ∗

的酸催化作用及 值与青霉素 的稳定 值相差较大

导致青霉素类在输液中的有效期小于输液时间 ∀因此 配置

时间越长 温度越高 分解越快 其效价愈降低 产生的致敏

原也越多 故静滴青霉素宜选用 值中性的氯化钠注射液

来稀释 ∀≈ 2 舒巴坦 !克拉维酸钾均含 Β2内酰胺环 理化性质

与青霉素类相近 ∀

3 2  青霉素类在近中性 ∗ 溶液中较为稳定 酸性或

碱性增强 均可使之加速分解 ∀应用时最好用注射用水或等

渗氯化钠注射液溶解青霉素类 ∀溶于葡萄糖液中可有一定

程度的分解 ≈ ∀青霉素 !阿莫西林 !氨苄西林 最好用

氯化钠注射液 因其在葡萄糖注射液中不稳定 易被催化分

解而失效 ∀头孢唑啉 !头孢哌酮也不宜加入 或 葡萄

糖注射液静脉滴注 宜用 氯化钠注射液 ∗

溶解 而不宜用 的溶液溶解 ≈ ∀

3 3  哌拉西林钠 水溶液的 为 ∗ !阿莫西林

水溶液的 为 ∗ !氨苄西林 的水溶液

的 为 ∗ !头孢唑啉钠溶液的 为 ∗ 接近

头孢拉丁 水溶液 为 ∗ 头孢呋辛钠新制备

液的 为 ∗ 头孢噻肟钠 溶液的 为 ∗

头孢曲松钠 溶液的 约为 头孢他啶新制备液

为 ∗ ≈ ∀粉针类药物临用前加灭菌注射用水适量使之溶

解 再肌注或静注 !静滴 粉针剂的水溶液不稳定 易受溶媒

值 !放置时间 !温度等条件限制 ∀中国药典规定 葡萄糖

注射液的 值为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值为

∗ 氯化钠注射液的 值为 ∗ ≈ ∀

4  结束语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在临床的应用甚为广泛 使用数量和

品种不断增加 尤其是输液的应用较为普遍 临床医生往往

注重药物品种的选择 而对各种抗菌药物及各种溶媒的理化

性质了解甚少 在选择溶媒的时候常存在着习惯性和盲目

性 忽视了溶媒选择不当可导致抗菌药物用药环境的改变这

一问题 这是抗菌药物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

原因 ∀因此 提醒临床医生在使用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时应引

起高度重视 应根据药物的理化性质来选择合适的溶媒 特

别是 值应相互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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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年我院中药注射剂利用分析

徐萍 邬东儿 宁波市第一医院药剂科 浙江 宁波

摘要 目的  了解我院近 年中药注射剂的用药现状与趋势 ∀方法  通过对我院 年 ∗ 年中药注射剂购药金额 !生

产厂家以及不良反应发生例数等信息的调查与统计 分析临床用药情况 ∀结果  我院中药注射剂的购药金额呈逐年上升趋

势 但不良反应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 ∀结论  中药注射剂是一类有发展潜力的中药制剂 ∀

关键词 中药注射剂 利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中药注射剂是在中医药制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剂型

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加工制备而成的灭菌制剂 既具有注射剂

所共有的优点 又一定程度地保留了中医药的特色 近年来中

药注射剂的研发与应用也日益增多 ≈ ∀为了解与掌握中药注

射剂用药现状和发展趋势 对我院 年 ∗ 年中药注射

剂进行统计分析 以期为临床用药和医药产业提供参考 ∀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

来源于我院 年 ∗ 年药库出库数据 包括药名 !

生产厂家 !购药金额等 以及我院 年 ∗ 年上报浙江

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信息 ∀药名根据 5中国药典 6

版 和 5新编药物学 6第 版确定 ≈ ∀

1 2  方法

采用金额排序法 对我院 年 ∗ 年中药注射剂

用药情况以及发生不良反应例数进行分析 !统计 ∀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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