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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 苯 咄 咤 与 茶 硷

汤 真译 张紫洞校

硝苯毗吮的药物动力学在茶硷存在的情

况下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变化
。

茶硷的平均血

药浓度在给药后的 � 个小时中
,

有硝苯毗吮

存在较之没有硝苯毗咤存在已有轻 度 的
、

降
�

低
。

最大差异出现在茶硷输注停止后好感分

钟
。

叮 �

当气喘病人伴有高血压或心 绞 痛 时
,

’
、

日一肾上腺受体拮抗剂是禁忌的
,

但钙拮抗

剂能安全地使用
。

硝苯毗咤是钙拮抚豁而茶
‘

·

硷广泛用于气喘病的 治疗
,

因此两者合用是

很可能的
。

对这种合用的研究 已经进行
,

确

定是否有药物动力学相互作用出现在两者之

间
。

、 �

‘

哈
,

朴

八名健康受试者在稳定状态下长期口服

硝苯毗咤缓释片 � �� � � �每�� 小时 少外伟
服用期间均接受茶硷 �静脉输注赖 氨 酸 茶

硷
,

相当于无 水茶硷 � �� � � �
。

一

采拿并分析
�

茶硷单独使用时
、

硝苯毗吮单脾使用月卖和硝

苯咄吮稳态条件下两药合用时的城梅 扮 卜

「

发现硝苯 。比吮的药物动力学在有芳硷撇

在的情况下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变化
。

相反茶

硷的药物动力学图形在合用硝苯毗吮时有变

化
。

茶硷的平均血药浓度在给 药 后 的 � 小

时
,

有硝苯毗吮存在 比没有硝苯毗淀存在出

现持续的降低
。

这个差异虽小但统计学上有

意义
。

最大差异出现在茶硷输注停止后的 �

分钟扩
‘

在硝苯毗吮给药
一

期间茶硷平均血药浓

度是�一亏谊妙么
� 一

而条硷单独使用是 ��
�

� � � �

�奋宾后这不差异降到约
� � � � � 直 到它们

变得兀乎相等的 “小时前
。

作者指出
“
茶硷对长期给药中的硝苯毗

吮缓释片的药物动力学没有影响是一个重要

鞠新研究结果
,
这项研究没有解答的一个重

要问题是
,

纯硝苯毗咙的生物利用度是否受

茶检的影响
” 。

他们讨论的机理认为茶硷血

浆浓度是增加了
,

但又指出确定这 些资料尚

不充分
,

虽然它可能是血浆蛋白结 合 的 变

化
。

亡� ��, 《澳大利亚药 学 杂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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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仁琳 ,� � ,

在快代谢者中丙胺苯丙酮的生物利用度

因食物而提高
,
� � �平均增加环了场�

,
但食

物并不影响慢代谢者的 � � �谁
,

建议。病衣

服用本品应与食物保持恒定的关系以保证生

物利用度
。

‘

巳证明心得安和其他卜肾上腺受体拮抗

菊 � 关多心安
、

柳安心定 �与食物一起可增

加这些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

尽管在空腹状态

下它们完全被胃肠道吸 收
。

本品是结构与心

得宋相似的一种新的 抗心律失常药
,

实际上

本品口服时吸收十分完全
,

且有广泛的首过

代谢
。

关于标准早餐对本品的生物利用度的

影响曾进行过研究
。

�� 名健康受试者被用千研究
,
每人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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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口服本品 � �� � �
,

至少间隔一周
,

一次是

在经一夜空腹之后
,

而另一次是与标准早餐

同服
。

然后分别采集血样进行分析
。

本 品进行多型代谢
,

可把人群分为快代

谢和慢代谢者
。

本研究 �� 例受试者中
, � 名

是为本 品的慢代谢型
。

发现在�� 名快代谢者

中
,

由于饮食提高了本品的 生物 利 用 度
,

� � �平均增加 �� � �
,

然而食物不影响 � 名

慢代谢者的� �  值
。

事实可能是由于 这 些

个体没有其他受试者身上所见到那样高的首

过代谢作用
。

作者指出
,

当有规律服用此药 时
,

本实

验观察资料的临床显著性就能确立
。

对此
,

提出 � 个原因
�

一是本品的代谢物 � � 一狂

丙胺苯丙酮 � 具有药理活性
,

由此它比原型

药物决定临床反应可能更重要 , 另 一 个 是

“
食物效应

’夕

显著地受药物药动学参数 � 体

内清除率 � 的影响
,

而且已知当与许 多药物

长期给药时此参数明显降低
。

尽管有这些要考虑的事情
,

但 是 认 为
“
应该劝告病人服用本品

,

与食物保持恒定

关系以保证其生物利用度
。 ”

关于这一相互作用的机制
,

作者指出他

们所得的数据对
“肝灌注液在食品对本品清

除率的影响上起着重要作用
”
的这个看法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
,

然而
‘

食物效应
’

的重要

性不能完全用食物消耗后所见到内脏血流的

短暂增加来解释
,

同时提示其他未知的机制

也可能是引起的原因
。

〔� ��
‘

《澳大利亚誉芍学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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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啡 和 阿 米 替 林
、

氯 丙 咪 嚓

王志华译 赵仲冲校

两种抗抑郁药显著增加吗啡半衰期
,

并

且也使 吗啡的 � � �值增加约 � �� 一 � �� �
。

三环类抗抑郁药通常用于镇痛
,

特别是

与鸦片类联合用药治疗肿瘤引起的疼痛
。

有

些证据表明
,

某些抗抑郁药与鸦片类具有协

同作用
。

有人曾对上述抗抑郁药是否影响 口

服吗啡的生物利用度作 了进一步的探讯
实验 以 �� 名服用吗啡镇痛的肿瘤患者为

对象
。

实验分吗啡单独用药和分别与阿米替

林或氯丙咪嵘与吗啡联合用药三天 � 两者的

剂量均为�� 一 �� � � �天 �
,

然启测定患者血

浆中的 呜啡含量
。

实验表明补上述两种抗抑娜药均显奢提

高了鸣咱肋半衰期
,

并且也懂得吗啡的� � �

值增加了� �� 一� �� �左右
。

据此作者评论说
�
从大鼠实验和临床实

验结果表 明
,

患者血浆中的吗啡浓度与镇痛

效应并不存在
‘

一定丽相关性
。

因此 阿米替林

和氯丙咪嗓对 吗啡镇痛的增强作用不仅限于

提高吗啡生物利用度上
,

而且还有可能涉及

抗抑郁药本身的镇痛效应
。

在临床上至为重

要的是
,

氯丙咪嚓或阿米替林在与 吗啡联合

用药过程中
,

治疗癌症疼痛的首选剂量必须

由其临床评价而不是由药动学数 据 来 决定

的
。

一

沁
’

弓

队” 《澳天利亚药 学
‘

杂
,

志》
,

“ ���� 嘴
� ��

,

飞�� � 丈英文� 〕
一 卜 “

‘ 、

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