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少量
,

而且价格高昂
。

常熟制药厂国内研

制的羚乙基淀粉已制成几个不同分子量的样

品
,

经体外沉降试验证明有一定效果
,

但由

于纯度
、

分子量尚不够高等
,

仍必须进一步

提高
。

梭甲基淀粉也属于聚阴离子物质
,

也具

有一定的沉降作用
,

在体外对血细胞的沉降

作用略优于经乙基淀粉
,

是一个有希望用子

血细胞分离的药物
,

国内研制出新产品
。

右旋糖配 � � �� 系瑞典进口 药 物
,

因 其

分子量高
,

对血细胞有较强的沉降作用
,

但

此药主要供动物试验用
,

因其在体内代谢较

慢
,

应用于临床报告不多
。

复 方维 生 素 � 眼 液稳 定 性探 讨

广州军区总医院临床药学组 钟颖荪 张中平 王 顺 年 骆 军 孙达华 田 平

维生素�和维生素�
�

用于治疗白内障以

及由此缺乏 引起的各种眼病
。

复方维生素 �

眼液是我院眼科应用多年的制剂
,

由于处方

内维生素�性质不稳定
,

滴眼液在常温条件

下放置三天后
,

颜 色由淡黄色逐渐变成棕黄

色至深棕黄色
。

对患眼刺激亦有所增加
,

但有

效成分的含量有否下降
,

尚未见文献报导
。

为

了保证药剂质量
,

根据方剂中主要有效成分

的理化性质
,

在不 同条件下进行 稳 定 性 实

验
。

一
、

实验材料

�
、

实验原料
�

维生素�是用��  的 注

射液
,

维生素 �
�

是用 �
�

� �注射液
,

焦亚 硫

酸钠 �上海试剂四厂生产�
,
� � � � 一 � � �

�广州化学试剂厂生产 �
。

�
、

试验 组处方
�

维生素 � �
�

��

维生素 �
� �

�

� � �

焦亚硫酸钠 �
�

� �

� �  ! 一 � � � �
·

� ��

生理盐水加至 � � �� �

对照 组处方
�

维生素 �

维生素�
�

,

� �

�

� ��

二
、

实验方法

�
、

以试验处方的品种和 药物浓度
,

按

滴眼液配制方法及要求 制成滴眼液
,

分 装于

塑料滴眼瓶内
,

密封
,

先后共配制�� 批 次
,

每批分成二组
,

每组 � 支
。

一组贮存于冰箱

内 �约 � 一 � � ℃�
,

一组贮存于常温条件

�夏秋之际
、

温度 �� ℃一�� ℃ �
。

将上述不

同贮备条件的眼液
,

分别在 � 天
、

� 天观察

一次颜 色及维生素 �含量等 变 化 情 况 �表

� �
。

�
、

按试验处方的品种药物浓度和配制

方法
,

制成滴眼液
,

分别贮存于冰箱内和常

温条件
, � 天

、

� 天各作一次维生素 �含 量

测定
。

另一组方剂中只含有单一 的 维 生 素

�
,

附加抗氧剂和金属离子络合剂
,

分另��贮

存于冰箱和常温 条件下
,

于 � 天
、

� 天分别作

维生素 �含量测定
,

观察维生素 �含量变化
,

除与氧化有关外
,

维生素�
�

对维生素�的含

量变化影响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三
、

讨论与小结

�
、

维生素�水溶液不 稳定
,

在正常 情

况下
,

可缓慢分解成糠醛
,

若有光和金属 离

子存在下
,

糠醛可继续氧化成 聚 合 物
,

其

溶液呈黄色
,

从试验结果看
,

温度是加速维

生素 �氧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

所以复方维 生

素�滴眼剂 除要加抗氧剂和金属离子络合 剂

外
,

控制贮存温度 �一般 � 一 � � ℃ � 是保

证滴眼液质量的关键
。

��八�

一 � � 一



表 � 复方维生素�不同条件
、

时间变化情况

试 供

试 验

对 照

一

竺声 内 、 �
一

颜
一

色 里 竺一 � 些�兰垦兰些
�

竺
�
�

�
口 一 �

一� , 工 � � �

阳 一二二上三一二二一�一兰 色⋯�
�

毛
一

�
�

二二一
组

�递三邑里�互⋯一

—
⋯一一兰一⋯一

,星 一

卜 些生
一

一⋯
�

巡竺竺鱼⋯
� �

一�

—
�一望燮一

�

⋯一
胜生 一

组 �三蔓�邑�竺旦 �
�

一��� 一�一
一竺‘一

�

卜‘兰竺一一卜些二一卜���
�

�

�
�

�

少里竺亘
‘ �

�
�
�

厂
� �

川
� 二

井
�

⋯
�

二⋯
� ��

⋯赞��� 
,

�
�

�

� ,

�”
·
�

�

注
� �

�

同样试验共作 �� 批次
。

�
· “ 一 ”

无变化
, “ � ”

多少表示颜色深浅程度
。

�
、

复方维生素� 滴眼液如贮存温度适

宜
,

从配制时开始计算
,

应在 � � 天内使用

为宜
,

再久贮颜 色变深
,

含量下降
,

对患眼

刺激性亦加重
。

�
、

根据文献介绍
,

维生素 �与维生素

� � 属 于配伍禁忌
,

但我院应用多年 在 临床

疗效上收到了明显效果
,

可认 为其药效学和

药理学上尚无配伍禁忌
,

不过在试验中
,

将

本方的维生素�单独配制
,

其它条件 相同
,

分别在 � 天
、
� 天作含量测定

,

结果发现单独

维生素�溶液含量下降的速度比较 缓慢 �约

为 �
·

�� � �� �
,

因此我们认为 维生素 �
�

对

维生素�有加速氧化的作用
。

�

资费馨馨罄雷馨害罄费馨馨馨馨馨馨馨瞥馨馨害害罄罄李奎费尝罄髻罄罄雳赘馨罄费宁害罄

·

文摘
·

甲
一

氰咪肌与氢氧化铝镁

甲氰咪肌有可能与抗酸剂合用
。

关于抗酸剂对

甲氰咪肌生物利用度的影响有三个研究报道了矛盾

的结果
。

现报道一个关于不同抗酸剂对甲氰咪肌吸

收效应影响的研究
。

�� 例受试者分成两组
,
�� 名健康受试者和�� 例

患活动性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
。

两组受试者均于头

晚禁食单饮水 �� � �后服用甲氰咪肌�� � � � � �片 �
,

然后采集血样测定甲氰咪肌
。

接着用抗酸制剂代替

水
,

重复上述实验
。

此实验再重复进行
,

但受试者

在进早餐时服用甲氰咪抓片或者同服甲氰咪肌和抗

酸剂
。

结果表明同时并用抗酸剂可抑制禁食和进餐时

服用甲氰咪肌的吸收
。

另一方面禁食前 � 小时或在

进餐后 � 小时应用抗酸剂
,
则甲氰咪肌的吸收不受

影响
’

实脸还发现在十二指肠溃疡病人中
,
甲氰咪肌

吸收所受到抑制的程度与健康受试者有很大差异
。

其原因不清楚
,

作者认为他的结果是从单次剂量给

药研究中获得的
, 如果将两药长期合用 , 结果可能

有所不同
,

根据本研究作者建议甲氰咪肌不应与抗

酸剂合用
。

在禁食情况下抗酸剂需在服用甲氰咪肌

前或后 � 小时应用, 或者在进餐情况服药后 � 小时

再用抗酸荆
。

根据目前处方的情况
,

将不致千扰甲

氰咪舰充分抑制胃酸作用
。

�� 丁�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 �了� � �
�

� �� , �匀� � �英文 � 〕

戴诗文译
、

张紫洞校

一 �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