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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的浪费 5药品按剂型和作用分类
,

按携运行安全

方便的原则存放
,

药供人员熟练掌握
,

便于迅速展

开 5根据野战训练实际情况和领导指示
,

及时补充和

调整药品的品种和数量
。

为了保证安全
,

麻醉药品
、

精神药品及贵重药品

配备有小型保险柜 5生物制品配备有小型冰箱 5为了

减少药品的流失
,

用药要凭医生处方及医疗队首长

的批准
,

麻醉药品
、

精神药品及贵重药品更是严格按

照规定执行
。

.
−

6
−

6 危重病员的抢救 针对这次演习任务中出

现的 . 个危重病员的抢救
,

多方积极筹集药品
。

但

其用药急
、

用药新
、

用药特殊
,

病情演变快
,

需要及时

调整临床用 药等特点还是使药品筹措显得 比较困

难
。

为了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
,

做到心中有数
,

药剂

科主任主动参与临床病例及病情讨论
,

主动向医疗

专家询问下一步的治疗计划
,

作出超前的药材筹措

工作
。

药品保障小组 .7 ∋ 保持通讯的畅通
,

医院首

长和机关特事特办
,

有时在深夜从 899 :; 以外的兄

弟医院筹借急救药品
。

备
,

确保应急处理所需的应急药材的及时供应
。

6
−

. 加强平时的药材主渠道的建设 通过这次演

习任务的保障
,

能看得出平时主渠道供应的建设非

常重要
,

药材储备与供应应由军地共同完成
。

6
−

6 建立信息网络体 系 加强和完善网络体系的

建立与应用也很有必要
。

建立应急药材储备及调拨

信息平台
,

实现信息共享
。

紧急情况提供寻找短缺

应急药材的途径
。

6
−

7 平时加强药材保障方案的研究和演练 <’= 在

我院野战医疗队平时的演习和训练中
,

经常对药材

保障方案进行分析研究和讨论 5把战材储备
、

常材周

转与平时供应密切结合起来
,

以利于轮换更新
,

保证

储备的战材和常材时刻处于良好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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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重视和加 强应急药材储备叫 应该建立

军队应急药材储备 目录和完善储备体系
,

在定期轮

换更新的前提下
,

尽量加大并足量进行应急药材储

警惕中药处方药物的隐性超量

胡 恩
,

陈清容
,

陈坤全 +三明市第二医院
,

福建 三明 ),, −−− .

关键词 中药处方

中图分类号
/

01 ,1
∀

2 隐性超量 2毒副反应

文献标识码
/ 3 文章编号

/ #−+. , 一 − ∗ ∗∗ + 4 +5. 6 .− ∗ 一 −+. 7 4 一 − 4

在调配处方时
,

常发现许多成分及作用类似的

药物出现在同一处方中
。

如在处方中常见
“

川草乌

各 ) 克
”

就很典型
。

从表面上看
,

这时虽然每味药

的用量没有超量
。

但由于川乌和草乌毒性成分一

样
,

功效一样
,

因此从整张处方来看就存在药物隐性

超量的问题了
。

这 加大 了毒副反应的可能性和程

度
。

在审核处方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现将合用时

容易造成隐性超量的几组药物简介如下
/

川乌
、

草乌
、

附子
/ 这几味药均含毒性成分乌头

碱
,

这几味药两种以上药物出现在同一处方时应减

量
。

作者简介
/
胡恩 + ∗1 6 )

一

.
,

男
,

主管中药师
∀

8 #/ 玛 ∗∗ −7 9 ) ∗∗4
,

:
一

;< “/

=>  ?1 % 7 −− % ≅ Α< =ΒΒ
,

 Β ;
∀

 ?
∀

大青叶
、

板兰根
、

青黛
/
含相同成分靛玉红

、

靛蓝

等
。

三七
、

人参
、

西洋参
、

八百光
、

红参须
/
均含人参

皂试
,

合用不减量某些皂贰成分可能超量
,

导致意想

不到的一些不良反应发生
。

肉桂
、

桂枝
/
均含肉桂酸

、

肉桂醛等
。

番泻叶
、

大黄
、

草决明
、

芦荟
、

生首乌
、

虎杖
/
均含

葱醒昔类致泻成分
。

洋金花
、

天仙子
/
均含药理作用相似的蓑若类生

物碱
。

苦杏仁
、

桃仁
、

白果
/
均含苦杏仁贰

,

水解后可产

生氰化物
。

氰化物是一种剧毒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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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钱子
、

番木鳖
>
均含剧毒成分士的宁

。

朱砂
、

轻粉
、

红升丹
、

白降丹等
>
均含汞

,

如合用

而不减量有汞中毒的可能
。

雄黄
、

雌黄
、

信石
、

砒霜等
。

均含砷
,

如合用而不

减量有砷中毒的可能
。

这些含有类似成分或毒性的药物在同一处方中

使用时如仍按药典推荐的正常量使用时也可能引起

不 良后果
。

在中药处方审核时应引起药师的足够重

视
。

对于合用存在隐性超量的药物由于剂量难以把

握
,

建议医生尽可能不合用
。

如要合用应适当减量
。

当然
,

在实践中远不止 以上几组药物合用存在隐性

超量的可能
。

本文意在抛砖引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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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交结果表

4 Χ
−

Δ Ε Φ 丹皮酚0Γ 2

8 8 8 8 8
−

. 7 ≅

. 8 . . 8
−

8Α 8

6 8 6 6 8
−

8/ 9

7 . 8 . 8
−

. 7 3

/ . . 6 8
−

6 6 /

≅ . 6 8 8
−

. Α7

3 6 8 6 8
−

3 9 ≅

? 6 . 8 8
−

≅ ≅ 6

Α 6 6 . 8
−

3 7 9

Η ΒΙ 8
−

8Α ≅ 8
−

7 99 8
−

7 9 8

8. Ι 8
−

. Α . 8
−

6 Α ≅ 8
−

6Α 6

刃Ι 8
−

3 9 6 8
−

6Α 7 8
−

6 Α 3

ϑ 9
−

/ 9 3 9
−

加≅ 9
−

仪2?

表 6 方差分析结果表

可以减少提取溶剂的用量
,

在一定程度上 为大规模

的生产研究提供了便利
,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样品

的提取效率
。

6
−

6 牡丹皮药材粗粉经过超声预处理后
,

水蒸气蒸

馏提取的时间可以由原来的 ≅ ∋ 减少到 Κ ∋
,

明显的

提高工作效率
,

且提取效果接近完全
,

可以用于丹皮

酚的大规模制备
。

6
−

7 通过与以往的实验研究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
,

本试验的丹皮酚提取效率为 Γ
−

巧Γ
,

远远高于传

统的水蒸气蒸馏法 ?7
−

3 Γ 的提取效率〔Α =
。

且本试

验需要的提取液体量较少
,

蒸馏时间短
,

提取样品的

纯度高
,

非常有利于大规模生产的实现
。

6
−

/ 后期的纯化研究发现
,

将收集到的馏出液放于

7 ℃快速降温
,

在较短 时间内析出大量白色针状结

晶
,

过滤
,

用水洗涤
,

干燥得丹皮酚成品
,

经 Λ &ΜΦ 面

积归一化法检测
,

纯度达到 ΑΑ
−

. Γ
。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Δ 9
−

7 6 / .

Ε 7
−

6 . ≅ Ν ∃9
一 /

Φ 8
−

舰/ Ν 89
一 7

自由度 方差 Ο值 & 值

9
−

. 83 ≅ 6?
−

87 9
−

9 . ≅

.
−

8≅ 6 Ν 89
一/ 6

−

3 Α 8 Ν ∃�
一 6 9

−

Α Α ≅

/
−

8. ≅ Ν 89
一 / ?

−

Α ?7
Ν ∃9

一 6 9
−

Α 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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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分析
,

Ε 因素对实验结果有显著性影响

+ Φ Γ −
∀

− 7 .
。

Η
、

Ι 因素无显著影响 + Φ ϑ −
∀

− 7 .
,

影

响因素主次顺序为
/ Ε ϑ Ι ϑ Η

,

确定最佳工艺为

Ε) Η & Ι &
,

即药材加 ∗− 倍量蒸馏水
,

超声 4− ; Κ? 后
,

蒸馏
,

收集至蒸馏液不再浑浊时为止
。

Λ ∀‘�( ∀�  !

,
∀

ΜΝ厂
∋(‘
∀

�

) 讨论

)
∀

∗ 提取溶剂中加人乙醇的目的是增加丹皮酚溶

解度
,

有利于加速蒸馏提取的完成
。

但是
,

通过考察

发现药材经过超声提取后
,

乙醇的加人对提取效率

的影响被弱化
,

不需要加人乙醇即可得到比较满意

的提取效率
。

加人乙醇会在一定程度上引人其它杂

质
,

不利于后期的纯化工作
,

同时也说明超声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后期实验的工作量
。

)
∀

4 采用超声的方法辅助水蒸气蒸馏提取丹皮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