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进 口
,

国内分装 产品 与进 口

的
。

无显著性差 尸
,

但其
。、

与进 口 的
。、

存在极 显著性差异
、 、 、 、

的
。 、 、 。

与进

口 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尸
。

通过

表 可以看出无论 是
。、 。

还 是
。 、

两种  与进 口 较接近
,

次之
。

而
、

、 、

四种  片之间的
。 、 、 。

较

接近
,

但与进 口 差异较大
,

即释放明显较

进 口 快
。

三 由于时间关系
,

我们对  片的

体内过程未进一步研究
。

如果 的体内

过程与体外释放百分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

就可 以用体外释放试验控制 片剂的

质量
。

另 外 由表
,

表 得 出结 论 国 产

 的体外释放行 为明显存在差异
,

如果

体内外存在相关性
,

即能预示  体内过

程可能存在明显不同
,

从而通过体外溶出试

验可对不同厂家的产品制定最佳临床给药方

案
。

参考文献

〔〕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 一九九 年版 二部附录

〕周怀梧
,

《医药 应用数理统计 》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头抱他定与四种输液配伍的稳定性研究

郭海平 蒋芝荣 张 文
’

解放军第 医院 天津  !

摘要 头抱他定系 目前常用的头抱类抗生素
,

临床常与输液配伍后静脉滴注
。

为考察其稳定性
,

本实验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其含量
。

结果表明 头抱他定与生理盐水注射液
、

葡萄糖注射液
、

 葡萄糖注

射液
、

低分子右旋糖研注射液在室温下 。 ℃ 配伍稳定
,

内含量不低于  
,

且溶液颜色
、

澄明度无改

变
。

关键词 头艳他定 输液配伍 稳定性 萦外分光光度法

头 饱他定 商品名 复达欣

是英国葛兰 素公 司于 年代末研

制成功 的第三代半合成头抱菌素类抗生素
。

其抗菌谱广
,

对许多革兰氏阳性菌及阴性
‘

菌

均有杀灭作用
,

尤其是对绿脓杆菌有强大 的

抗菌作用
。

本品组织分布广
,

脑膜通透性好
,

肾毒性低
,

对多种 件内酞胺酶稳定
,

临床应用

广泛
,

适用于许多单纯或混合感染
。

因其化学

结构类似青霉素
,

母核含有不稳定性的 件内

酞胺环
,

易水解
。

所以其溶液的不稳定性
,

特

别是与临床常用输液配伍后的稳定性
,

是众

人关注的问题
。

我们选择了生理盐水
、

葡

天津医科大学药学系 级实 习生

萄糖
、

 葡萄糖
、

低分子右旋糖配 种输液

与其进行 了配伍 的稳定性实验
,

现将实验方

法与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仪器与药品

一 仪器
一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
,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

析仪器厂
, 一

精密 计 上海雷磁仪

器厂
。

二 药品 注射用头抱他定 英国葛兰

素公司
,

肠生理盐水注射液

医院制剂 室
,

葡萄糖注射液

医院制剂室  ! ,

葡萄糖注

射液 医院制剂室
,

低分子右

旋 糖 醉 注 射 液 天 津 津 西 制 药 厂



表 浓度 与吸光度 关来表

编号 拌 值

叹乙月了一叹工

…
‘几万立

浦上,‘乙

山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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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方法与结果

一 绘制标 准 曲线 精密称取头抱他定

标准品
,

加蒸馏水于 容量

瓶中定容
,

摇匀
,

浓度为
,

用移

液管分别量取
、 、 、 、

于
·

容

量瓶中
,

加蒸馏水稀释定容
。

取适当浓度的稀

释液 拌 用
一

紫外分光

光度计在 一 波长范围内扫描
,

发

现在 处 有最 大吸 收
,

在 处 测

定以上各种不同浓度溶液的吸光度 值见

表
。

上述数据经处理得出回归方程

一

二 配伍穗定性实验

模拟临床常用量
,

将头抱他

定分别与 。 生理盐水
、

葡萄糖注

射液
、

 葡萄糖注射液
、

低分子右

旋糖醉 注射液 配伍
,

在 室 温 下 一

℃ 放置
,

按间隔时间
、 、 、 、 ,

各精密

吸取适量
,

按表 中的线性范围用蒸馏水稀

释至测定浓度
,

用 型紫外分 光光度计测

定吸光度 值
,

根据标准 曲线计算出含量
。

同时观察配伍溶液的颜色
,

澄明度有无改变
,

测定配伍前后溶液的 值
,

结果见表
。

观察头抱他定与四种输液在室温下配伍

内溶液颜色
、

澄明度均无变化
。

表 头袍他定与四种输液配伍变化

输液种类
值 不同时间的含量

混合前 混合后
勺口门工山八自

…
八己勺矛曰曰廿‘

任八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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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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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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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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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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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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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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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论

(一 )头抱他定与生理盐水
、

5
% 葡萄糖

、

10 % 葡萄糖
、

低分子右旋糖醉注射液配伍是

稳定的
。

在室温 20 一 30 ℃下
,

6 h 内测定其含

量均大于 97 %
,

与文献报道【l] 相符
。

(二)头抱他定与 4 种输液配伍后其溶液

的 pH 值均有所升高(见表 2)
,

但不影响其稳

定性
,

因没有超过 pH 4一8 的稳定范围【2〕
。

(三)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头抱他定含

量及其与输液配伍的稳定性研究
,

方法可靠
,

且操作简便易行
。

( 四)头抱他定与低分子右旋糖配注射液

配伍稳定性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
,

该实验结

果可为临床配伍使用时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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