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两组疗效比较

Ταβ 3  ≤ ∏ √ ∏

组别 显效率 有效率 无效率 总有效率

对照组

治疗组

注 组间比较 Π

≤ ∏ Π

表 4  两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和胆固醇改变

Ταβ 4  ≤ ƒ ×

∏

组别 治疗时间 ƒ # × #

对照组 治疗前 ? ?

疗后 个月 ? ?

疗后 个月 ?

治疗组 治疗前 ? ?

疗后 个月 ? ?

疗后 个月 ?

注 组内比较 Π Π Π 组间比较 Π

≤ ∏ Π Π Π

≤ ∏ Π

应益气养阴 清热化瘀 ∀本方谨守病机 标本兼治 具益气养

阴 清热解毒 活血化瘀之功 ∀临床结果显示本方治疗后患

者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血糖血脂下降 尤以乏力 !口干等气阴

不足症状改善极为明显 可见本方切中病机 行之有效 ∀

本制剂中黄芪生炙并用 补气生阳 益卫固表 尤健脾肺

之气 为君药 ∀故选择黄芪甲苷作为指标性成分 能够有效

的控制质量 ∀本方法结果表明 采用乙腈 2水 Β 为流动

相分离效果良好 且出峰保留时间适度 ∀用 ° ≤ 2∞ ≥⁄法

测定克服了背景的干扰 且结果准确 ∀ ° ≤ 2∞ ≥⁄法操作简

便 且不受外界环境干扰 试剂在检测中全部蒸发 灵敏度 !

稳定性及重复性很好 适用于黄芪及相关制剂中黄芪甲苷成

分的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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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达莫注射液在常用输液中的稳定性考察

刘 曾平 赵峰 刘继东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药剂科 乌鲁木齐 石河子医科大学 新疆 石河子

摘要 目的  研究银杏达莫注射液在 种常用输液中的稳定性 ∀方法  考察银杏达莫注射液与 种输液配伍后的外观 !

值 !微粒及紫外吸收光谱的变化 ∀结果  银杏达莫注射液与 种输液配伍后 其外观 ! 值 !紫外吸收光谱图形均无显著性改

变 在 内 银杏达莫与复方氯化钠配伍含量随时间延长有下降趋势 与复方氯化钠和葡萄糖氯化钠配伍后微粒完全符合药

典规定 其余 种输液与银杏达莫配伍后 微粒均不符合标准 ∀结论  银杏达莫最好与葡萄糖氯化钠配伍应用 ∀

关键词 银杏达莫注射液 输液 配伍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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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杏达莫注射液是第四代银杏制剂 主要成分是银杏叶

提取物与双嘧达莫 是中西药复方注射液 ∀具有调整血管张

力 !清除自由基 !改善血流动力学及保护组织的作用 ∀笔者

拟对银杏达莫注射液与 种输液进行配伍实验 观察其 !

澄明度 !微粒及含量变化 ∀

1  材料和试剂

1 1  实验仪器

∂ ∂ ≥紫外分光光度仪 °∞公司 • ƒ 激光注射

液微粒分析仪 天津市天河医疗仪器研制中心 ⁄

机 梅特勒 2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

1 2  实验试剂

银杏达莫注射液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氯化钠注射液 江苏苏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江苏苏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批号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四川科伦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批号 玻璃瓶装 葡萄糖注射液 石

家庄四药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塑料瓶装 葡萄糖

注射液 江苏苏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

2  实验方法

2 1  相对含量测定方法的确定

将样品进行 ∗ 的紫外扫描 考察波形及吸收

值是否有改变 ∀

2 2  测定方法

用 ⁄ 机测定 ∗ 各溶液的 值 ∀

2 3  微粒测定方法

按照 5中国药典 6 版二部 附录 提供的检查法

对各溶液进行 ∗ 的测定 具体方法为 取供试品 翻转

次 使溶液混合均匀 立即小心开启容器 先倒出部分供试

液冲洗取样瓶及瓶口后 将供试液倒入取样瓶中 依法安装

取样瓶 静置 待气泡消失后 开启仪器 缓慢搅拌 使溶液均

匀 依法测定 取读数稳定后的平均值 即得 ∀

3  配伍试验和结果

3 1  银杏达莫在 种输液中 及紫外图谱的变化

将实验中涉及到的 种输液依法进行 !微粒方面的

考察 结果见表 ∀

表 1  种输液的 及微粒检测结果

Ταβ 1  √ ∏ ¬ ∏

  输液名称 值
微粒

∴ Λ ∴ Λ

氯化钠注射液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 玻璃

葡萄糖注射液 塑料

注 指输液容器材质

∏

  按照 / 0项下实验方法考察银杏达莫在 种输液中紫

外图谱变化 图 显示了 ∗ 内 银杏达莫在 氯化钠

注射液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 葡萄

糖注射液 玻璃瓶 ! 葡萄糖注射液 塑瓶 中的紫外图谱

变化 ∀

  表 显示了 ∗ 内银杏达莫在 种输液中 的变化

见表 ∀

表 2  银杏达莫在 种输液中的 变化

Ταβ 2  √ ∏ ∏ ≠ ¬

∏

  输液名称
不同时间 值

氯化钠注射液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 玻璃瓶

葡萄糖注射液 塑料瓶

图 1  银杏达莫与五种溶剂配伍后的紫外图谱

氯化钠 复方氯化钠 ≤ 葡萄糖氯化钠 ⁄ 葡萄糖 玻璃装 ∞ 葡萄糖 塑瓶装

Φιγ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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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 5中国药典 6 版 附录 中有关微粒的规定

每 中含 Λ 以上的微粒不得超过 粒 含 Λ 以上

的微粒不得超过 粒 ≈ ∀表 中的实验数据表明 本实验中

涉及到的输液 及微粒数量均符合规定 ∀

表 数据显示与原输液相比 加入银杏达莫后的输液

值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但各输液在加入银杏达莫后 ∗

内 较稳定 ∀

图谱显示银杏达莫在复方氯化钠注射液中随着时间延

长 含量有下降趋势 其余配伍液体图谱随时间延长基本无

变化 ∀

3 2  银杏达莫在 种输液中微粒的变化

依法测定银杏达莫与 种输液配伍后 ∗ 内微粒的

变化 结果见表 ∀

表 3  银杏达莫在 种输液中微粒的变化

Ταβ 3  ∏ ≠ ¬ ∏

  输液名称
∴ Λ ∴ Λ ∴ Λ ∴ Λ ∴ Λ ∴ Λ ∴ Λ ∴ Λ ∴ Λ ∴ Λ

氯化钠注射液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 玻璃瓶

葡萄糖注射液 塑料瓶

  表 数据显示 银杏达莫加入到各液体之后立即测定微

粒 测量值均符合药典规定 ∀随着时间的延长 内微粒完

全符合规定的有复方氯化钠注射液和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

塑瓶装的 葡萄糖注射液在加入银杏达莫后 之内符合

规定 氯化钠注射液加入银杏达莫后 之内符合规

定 ∀分别与相应的单纯输液相比 加入银杏达莫后微粒均有

不同程度的增加 ∀

4  结论

4 1  氯化钠注射液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 葡萄糖 玻璃 ! 葡萄糖 塑料 等 种输液

加入银杏达莫后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在 ∗

内 值较为稳定 ∀各输液加入银杏达莫后 在 内除复

方氯化钠紫外图谱有下降趋势其余图谱较为稳定 说明银杏

达莫与其他 种输液配伍不存在化学反应 ∀

4 2  银杏达莫与复方氯化钠和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配伍

在 ∗ 内 微粒数完全符合药典规定 但与其他三种输液

配伍 所测微粒值在 内均不完全符合药典标准 ∀相对而

言 玻璃瓶包装的 葡萄糖注射液比塑料瓶包装的 葡

萄糖注射液与银杏达莫配伍后 微粒增加的更多 ∀

4 3  综上所述 银杏达莫注射液最好与葡萄糖氯化钠配伍

应用 ∀

5  讨论

从实验结果看 银杏达莫与实验中涉及到的除复方氯化

钠外其余 种输液之间并不存在化学反应 但在 内微粒

完全符合药典标准的只有复方氯化钠和葡萄糖氯化钠 ∀对

于输液本身 药典规定了其热源及不溶性微粒的限量标准

但小针剂的质量标准尚不完善 ∀故小针剂加入输液中 除了

各自的微粒情况未知外 环境污染 !混配操作 !中药注射剂成

分的复杂性及混合液发生聚合盐析等反应 都可能导致有害

物质的增加 ∀多次实验证明 中药注射液与大输液及其他小

针剂配伍 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微粒数量不合格 ∀输液中的

不溶性微粒侵入机体后 能引起肉芽肿 造成供氧不足 引起

静脉炎 !局部组织血栓和坏死 从而造成过敏反应 !热源反应

具有较大危害性 ∀所以如果可能 建议将中药针剂直接生产

成合格的输液形式供临床使用 避免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 ∀

收稿日期 2 2

作者简介 万继峰 男 副主任医师   ×   ∞2

帕罗西汀联合心理疗法治疗脑卒中后抑郁临床疗效观察

万继峰 徐云燕 任歆 徐涛 郝丽梅 付国庆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北京 北京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 北京

摘要 目的  探讨帕罗西汀 乐友 联合心理疗法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 ∀方法  将 例患有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

成 组 帕罗西汀组 例给予口服帕罗西汀 # 帕罗西汀联合心理治疗组 例 在口服帕罗西汀 # 基础

上 同时给予心理治疗 次 周 每次 ∗ ∀共 周 所有患者在治疗前 !治疗 周末 ! 周末 ! 周末 ! 周末 分别采用

⁄量表和临床卒中残疾量表 指数 进行评分测定 ∀结果  治疗 周后 联合治疗组 ⁄评明显低于帕罗西汀

组 评分明显高于帕罗西汀组 Π ∀结论  帕罗西汀联合心理疗法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疗效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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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