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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药物比较多,很多药物的不

良反应、配伍禁忌等信息在药品说明书及相关报道

资料中介绍相对欠缺。笔者临床用药过程中发现,

氟罗沙星注射液与注射用夫西地酸钠出现配伍反

应,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 33岁,因支气管炎、肺部感染, 在我院

就诊, 医生应用消炎、抗感染等对症治疗。在静脉滴

注完氟罗沙星注射液后, 为患者继续静滴用生理盐

水稀释后的注射用夫西地酸钠溶液时, 发现输液管

内出现白色混浊,即将输液管针头拔出并重新更换

输液管后,继续静脉滴注稀释后的注射用夫西地酸

钠溶液,静滴后患者无不适。

� � 实验将仅用无菌缓冲液稀释后的注射用夫西地

酸钠 5 m l直接用注射器注入氟罗沙星注射液瓶内

混合,发现混合液立即出现乳白色絮状物,且絮状物

浓度较高,放置 24 h后,絮状物不溶解。

2� 讨论

本次使用的药品氟罗沙星注射液 (规格: 100 m l

� 0. 2 g ),注射用夫西地酸钠 ( 0. 125 g)及其缓冲液

10 m ,l均经卫生药检合格,两种药物的使用说明书都

未介绍两者存在配伍禁忌,但通过门诊患者静滴及实

验,证明此两种药物存在配伍禁忌。因此建议临床使

用该两种药物时应间隔给药, 或中间用生理盐水冲

管,以免发生用药不良反应,提高用药安全性。
[收稿日期 ] � 2009�06�23

[修回日期 ] � 2009�07�14

(上接第 115页 )

表 5� 垂盆草总黄酮的体外抑菌活性 (抑菌圈直径 /mm )

加药量
( � l)

大肠
杆菌

枯草
杆菌

产气
杆菌

金葡菌
四联
球菌

50 9. 5 9 8. 25 10 -

100 12. 25 9. 33 9. 25 11 -

150 13. 75 11 9 13 -

200 14. 25 12. 20 9 15 -

从表 5可以看出, 垂盆草总黄酮在体外对大肠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都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并且随着用量的增加,抑菌作用加强; 垂盆草总

黄酮对产气杆菌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弱, 且没有明显

的剂量依赖关系;对四联球菌没有明显的抑菌作用。

3� 结论

本研究首次采用纤维素酶酶解预处理与水提法

相结合的提取工艺提取垂盆草总黄酮, 获得了较高

的提取率,为垂盆草总黄酮的提取提供了一种新的

方法。通过正交试验发现, 各因素对总黄酮提取效

果影响的顺序依次为酶解温度 >酶用量 >酶解时间

>酶解 pH值, 其中酶解温度为显著影响因素。优

选得到的最佳提取工艺为酶解温度 50 � , 酶解 pH

6. 0, 酶用量 0. 6% (酶用量占药材量的质量分数 ),

酶解时间 1. 5 h,总黄酮得率高达 3. 471%。提取获

得垂盆草总黄酮还具有较好的体外抑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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