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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碘配抑菌效果分析

刘梅和
,

杨精 山
,

惠培业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
,

山东 潍坊 � � �� � ��

摘要 目的 � 对不 同浓度碘配的抑菌效果进行分析
。

方法 � 对 �
�

� �和 � � 碘 配进行抑菌试验和效果评价
。

结果 � 两种不 同浓度的碘 配在抑 菌效果上无显著差异
,

低浓度碘配成本可降低 �� � 以 上
。

结论 � 。
�

� �碘配

可替代 � �碘配 的在临床上进行实际应 用
。

关键词 碘配 �抑菌试验 �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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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 � � � 版二部 收载碘配 浓度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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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 � � � � �
� ,

在临床上使用多年
,

杀菌

效果 良好
。

但也存在着成本较高
、

使用不便等缺点
。

我们通过查阅参考文献 �� 
,

配制 �
�

� � 的碘配
,

进行

抑菌试验后在临床试用
,

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消毒
、

杀菌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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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色 念 珠 菌 液
、

肉汤 琼 脂 培 养 基 � � �

�
·

� �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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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霉菌培养箱 �沈阳新力 � � 一 ��� �
、

电热干

燥箱 �潍坊医疗 器械厂 �
�

�
�

� � � � �
、

恒温水浴锅

�山东医疗器械厂 � �
�

� � �
�

� �
。

� 实验方法

� 处方

处方 � � 碘 � �
,

碘化钾 �

水加至 � � � � � �
� 。

处方 � � 碘 �� �
,

碘化钾

水加至 � � � � � �
。

�

� �
,

乙醇 ���� �
,

蒸馏

� � �
,

乙醇 �� � � �
,

蒸馏

� 材料与仪器

碘配「�
�

� �
,

� �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悬

液
、

绿脓杆菌悬 液
、

普通琼脂培养基磷酸盐缓冲液

�� � � �� �
,

甲型 链球 菌悬液
、

粪链球菌悬液
、

营养

琼脂培养基
、

磷酸盐缓冲液 �� � �
�

�� �
,

大肠杆菌悬

液
、

普通琼脂培养基
、

磷酸盐缓冲液 �� � �
�

� �
,

奈氏

菌属
、

巧克力色血琼脂培养基
、

磷 酸盐缓冲液 �� �

�
�

� 双碟的制备 按《中国药典》� � � � 版二部附录

�� 的要求制备金黄色葡萄球菌 �� �与绿脓杆菌 �� �

双碟各 � 个
,

分为 � 组 �甲
、

乙
、

丙
、

丁
、

戊 �
,

每组 �
、

�

各一
,

用陶瓦圆盖覆盖备用
。

其他各试验菌种双碟

均按上法制备
。

�
�

� 测定 方法与结果 在每一双碟的对角处放置

预先用不同浓度的碘配浸过的直径 �� � 的滤纸片

各一
,

金色葡萄球菌
、

绿脓杆菌
、

甲型链球菌
、

粪链球

菌于 ��
�

� 下 培养 �� � 后 观察 结果
。

大肠杆 菌 于

��
�

� 下培养 �� � 后观察结果
。

奈氏菌属于 �� ℃ 下

培养 � � � 后观察结 果
。

白色念珠菌于 �� ℃ 下培养

�� � 后观察结果
。

如下表
�

试验用菌种

表 � 两种浓度碘配抑菌试验结果 比较�抑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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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本法按 2

.
2 法计算可信率< 5%

。

由此可见
,

0

.

5
% 碘配与 2肠碘配在抑菌效果上的

差异不显著
,

这就保证 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

作

为应用于临床的每一种药物制剂
,

在保证其安全有

效的情况下
,

其价格低廉
、

使用方便
,

也是临床选择

用药的重要 因素
。

0

.

5
% 碘配 的成 本每升 约 9

.
00

元
,

2
% 碘配的成本每升约 17

.
60 元

,

可减低成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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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

。
.
5 % 碘配不需 75 % 乙醇脱碘

,

用同一支棉签

重复两次消毒即可
。

这样
,

既节省了资源
,

又减少了

医护人员的操作手续
。

4 讨论

4
.
1 查 阅有关资料川 可知

,

50 m g
/I

J

的碘配 10 m in

就可杀灭一般细菌繁殖体
,

。
.
1 % 碘配 3m in 可灭活

牛痘
、

流感病毒
,

0

.

05 % 碘配 lm in 内能抑制 87 % 一

10 0 % 的结核杆菌
。

4

.

2 碘化钾作为助溶剂
,

可增加制剂的稳定性
。

以

碘与碘化钾在制剂中可逆性络合反应最稳定形式
:12

+ K l, K I 3
,

以摩 尔量计算碘与碘化 钾之 比为 1 :

。
.
6 5

。

2
% 碘配的比例为 1 : 。

.
75

,

考虑到碘化钾对

组织的刺激性
,

。
.
5 % 碘配的比例为 1 : 。

.
70 比 习

。

4

.

3 乙醇在制剂中既是溶剂
,

又具有很强的杀菌作

用
。

有关资料 显示 乙 醇在 中性或碱性溶液 中 25 %

(V /V )以上就有抑菌作用
,

6 0
% 一70 % (V /V )sm in

可杀死 细菌 繁殖体
,

3 一 10 m in 可 杀灭病 毒
,

30 一

6Om in 可杀灭真菌抱子
。

75 % ( V /
V ) 乙醇的杀 菌和

穿透力最强
。

0

.

5 写和 2 % 碘配 中乙 醇含量分别为

75 % 和 52 %
。

碘与乙 醇既有协 同作用 又有互补作

用
。

经我院两年临床应用
,

。
.
5 % 碘配安全

、

价廉
、

有

效
,

可替代 2% 碘配在临床使用
,

降低医疗成本
,

具有

推广使用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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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液体制剂沉淀桶的改进

刘明 乐 李克荣(湖北省襄樊市中医院
,

湖北 襄樊 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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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液体制剂 (例如合剂 )在分装前需要沉淀
,

医院制剂室在进行沉降时常利用 自制的沉淀桶进行

自然沉降
,

沉淀桶底面通常设计为锥形 面以利于制

剂的沉降及分离
,

在锥形底部 中央有一放液阀 (简称

阀 1)
,

见图 1
,

待沉降一定时间后
,

由阀 1 先放出桶

底沉淀
。

我们在多年使用 中发现上述沉淀桶存在一

定的不足
,

即打开阀 1 放出桶内沉淀物的过程中
,

由

于液体向外流出在桶底管 口处形成涡流
,

从而破坏

沉降面处 的沉降平衡 巨‘〕
,

导致桶底沉淀 向上扩散
,

为了尽可能多地放尽沉淀物
,

只有从 阀 1 多流走一

些液体后再行分装
,

从而可 以减少造成不必要的药

液浪费
。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
,

我们对沉淀桶进行 了

适当改进
,

以减少药液损失
。

与阀 2 有一定的距离
,

而不致阀 2 放液时间段内因

两阀太近而影响桶底沉淀的再次形成
。

在阀 1
、

2 出

口处分别套上无毒橡胶管进行药液引流
。

沉淀捅

力亡降平衡区

沉淀

图 l 改进后 的沉淀桶示意图

1 沉淀桶的改进 (见图 l)

2 相关尺寸

沉淀桶直径 SOCm ;园柱桶体高度 62
cm ;锥体高

度 15em ;阀 l 与 阀 2 垂直距离 19cm ;阀 1
、

2 管径

0
.
lem ;沉淀桶容积 13 1 488

Cm 3 ;园柱桶体部分容积

12 1 67 5 cm 3 ;锥体部分容积 9 8 13 Cm 3
。

如图 1
,

即在圆桶下部近锥形面侧壁再安置一

放液阀(简称阀 2 )
,

在设计 沉淀桶锥形底面时要保

证锥形体一定的高度
,

以利于沉淀收集
,

同时使阀 1

3 改进后的沉淀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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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装药液前先开阀 1 放出桶底大部分沉淀
,

再

关掉阀 1
,

打开阀 2 进行分装
,

待桶 内液面与阀 2 相

平时
,

再关掉阀 2
,

打开阀 1
,

将再次沉降集 中的沉淀

段放尽后
,

再将剩余药液由阀 1 放出分装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