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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相互作用
·

依 那 普 利 和 氨 氯 咄 脉 及 速 尿

钱 文德 任珠英译 张紫洞 校

当 依那普利 �� � � �� �� ��� 与速尿和氨

氯 �比眯 �� � 三���’��
� � 合并应用时

,

血浆钾

浓度没有变化
。 一

依那普利可 以与速尿和氨氯

毗眯合并应用以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而不会

导致高血钾症的危险
。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依那普利具有干扰醛

街酮等的生物化学性质
,

因而可能影响血浆

钾浓度
。

故当依那普利与节钾利尿剂同时合

用时有可能出现药物间的相互
一

作用而导致高

血钾症
。

据一项研究的评价
,

在治疗充血性

心力衰竭病人 中
,

服用依那普利又同时给予

氨氯毗眯和速尿时
,

很可能存在相互作用
。

通过查阅病人的病例纪录后
,

曾将两组

合并用药 治疗方案对血浆钾浓度的影响与一

些病人的病例的回顾性总结进行了比较
。

这

项研究有 � �人参加
,

将他们分成两组
�
� 组

由同时接受速尿和氨氯毗眯的病人组成
,

而

� 组由同时接受 依那普利
、

速尿和氨氯毗眯

的病人组成
。

所有的受试者中虽然某些病人

也患有其它疾病
,

但都患有充血性 心 力 衰

竭
。

全部病人至少接受 � � 天稳定的给药方

案
。

本研究中己将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排除
。

在治疗的开始
、

治疗过程的中点及在治

疗的撤消或结束都对血浆钾和钠浓度作了测

定
。

结果表明 � 和 �两组间在钠
、

钾或 肌 若

的浓度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

在 整 个 研 究

中
,

特别是血钾浓度不管是一组内或各组间

都没有变化
。

研究结论说
�

据现有证据表明
,

在治疗

充血性心力衰竭时依那普利可 以与速尿和氨

氯毗胖联合使用而不会有加重 高血钾症的危

险
。

不 过又进一步指出
,

因肾功能损伤本身

可 以引起血清钾的升高
,

‘

故对肾功能不全的

病人同时开给依那普利和氨氯 毗眯
、

速尿仍

要谨慎
。

〔� �� 《澳大利亚药学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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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旋 丙 氧 芬 和 茶 碱 及 甲 磺 丁 脉

任珠英 钱文德译 张紫洞校

右旋丙氧芬和茶碱或甲磺丁脉之间没有

临床上的重要的相互作用
。

一

右旋丙氧芬能抑制许多药物 的 代 谢 作

用
,

其中包括卡马西平
、

苯巴比妥
、

苯妥因

和三哇安定
。

有人已进行了研究
,

探讨右旋

丙氧芬对茶碱和甲磺丁脉代谢作用的影响
。

六名受试者服用了茶碱
,

另六名使用了

甲磺丁脉
。

茶碱组六名受试者每人每天口服

茶碱 � �� � � � � � 小时 � 共 � 天
,

然后用相

同剂量的茶碱再加盐酸右旋丙氧芬 �� � � �邝

不时
,
口服 � 又服 � 天

。

每天四次取血样和

尿样
,

对茶碱进行分析研究
,

并在尿样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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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茶碱的代谢物 � � 一 甲墓黄嘿吟
、

� 一甲

基尿酸和 �
, � 一二甲基尿酸 �

。

对甲磺丁豚的研究
,

每名受试者静脉输

注 � �� � � 分钟 � 甲磺丁脉 �� � �  � �
。

取

血样并分析样品中的甲磺丁脉和葡萄糖
。

在

受试者已经服用四天的盐酸丙氧芬 ��� � �邝
肠下即冬甲 ,

小时
,
口服 � 之后再重复采样进行上述同样

的测定
。

结果发现右旋丙氧芬对甲磺丁腮的半衰

期
、

清除率
、

分布容积或蛋 白结合率没有影

响
。

在用右旋丙氧芬治疗前
,

茶碱的血浆清

除率没有显著的变化
,

虽然有较 小 的 变 化

�� � � �
,

但是对二甲基尿酸的清除率在统计

学上有明显的降低
。

综观
�

上述结果作者阐明
, “

茶碱 � 一经

基化降低 ��  
,

而茶碱 � 一和 � 一去甲 �拟七

或甲磺丁脉经基化均没有明显的变化
” 。

综

合这些数据提 出
,

右旋丙氧芬对人体不是一

种普遍的氧化性药物代谢作用 的 抑 制 剂
,

仅能选择性地抑制某些细胞色素 �一�� �的同

工酶
。

因此不可能预测任一单个药物底质将

受右旋丙氧芬的影响
。

必需对每种情况分别

进行研究
。

因右旋丙氧芬广泛地用于复方镇

痛剂中
,

所以对治疗指数范围狭窄的药物测

定与右旋丙氧芬的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是重要

的
。

作者最终结论说
,

他们的研究证明
,

右

旋丙氧芬和茶碱或甲磺丁脉之间没有临床上

重要的相互作用
。

〔� � 〕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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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热息痛与炔雌醇和左旋甲基炔诺酮 �口服避孕药�

曹申申 管奖英译 徐铭甫校

在服用扑热息痛后炔雌醇 的 � � 。增 加

�� �
。

代谢物硫酸炔雌醇相应减少
。

同时服

用扑热息痛时左旋甲基炔诺酮的血浆浓度不

变
。

相互作用使炔雌醇达到比避孕 目的所需

更高的浓度
。

当给予治疗剂量扑热 息痛时首先与硫酸

和葡萄糖醛酸结合而被代谢
。

口服避孕药物

炔雌醇也与硫酸大量结合
。

由体外模型试验

证明
,

扑热息痛的存在可降低炔雌醇的硫酸

化
。

这些观察引起了对常规单剂量给予扑热

息痛对炔雌醇血浆浓度影响的研究
。 ·

在研究 中 � 名健康妇女至少服用复合避

孕药物制剂已有 � 个月
。

每一个受试者在前

一天晚
�

上禁食然后服用含有炔雌醇 ��� �
� ��

和左旋甲基炔诺酮 �� ���
� � � 的制剂代替她

们通常服用的 口服避孕制剂
。

这个研究在第

二个月经周期的一半时进行
。

在随后的一个

周 期重复上述过程
,

但是在 口服避孕药前一

个小时给予单剂量的扑热息痛 � � � �
。

收集

血液样本并分析炔雌醇和左旋甲基炔诺酮
。

得到的数据用标准的药物动力学技术分

析
,

发现在服用扑热息痛后炔雌醇 的 � � �

显著达�� �
。

最大的效应在服用 口服避孕药

最初的 � 小时期间发生
。

在服用扑热息痛后

代谢物硫酸炔雌醇也相互降低
。

共用扑热息

痛不改变左旋 甲基炔诺酮的血浆浓度
。

由此提出
“
经常服用扑热息痛的妇女

,

扑热息痛对口 服避孕街体化合物的相互作用

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

最终由此具有比达到避

孕目的所需更高的炔雌醇的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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