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表

血浆氨基酸

Λ #

正常

ν

治疗前

ν

治疗后

ν

≥   ?   ?   ? 3

× ? ? ? 3

? ? ? 3

∂ ? ? ? 3

° ? ? ? 3

? ? ? 3

∏ ? ? ? 3

? ? ? 3

? ? ? 3

≤ ≥ ≥

注 √ 治疗前 3 Π . , 3 Π . , 3 Π

 不良反应 见表

表 4  ≤ 的不良反应 ν

反应类别 治疗组 对照组

发热 ∗ ε    

感觉过敏

消化道反应 恶心 !呕吐

皮疹

心悸 !头痛

继发性出血

胸闷

  表 表明 ≤ 主要不良反应为消化道反应 患者

用药出现恶心和呕吐 若适当减慢输液速度可减少此

不良反应 与 ° ∞ 比较 后者的不良反应相对较大 ∀

讨  论

≤ 是细胞内谷胱甘肽的前体 为体内氧自由基

清除剂 静脉应用 ≤ 可增加体内谷胱甘肽的贮存 达

到防止肝坏死的目的 ∀国外报道 应用 ≤ 治疗醋氨

酚致 ƒ ƒ 的研究证明 可改变患者的血液动力学 使全

身血管阻力下降 心脏指数升高 血液对组织的氧输送

明显改善 从而纠正组织缺氧 防止肝细胞坏死 提高

存活率 ∀我们应用本院研制的 ≤ 注射液治疗慢重肝

乙型 例结果表明 ≤ 治疗慢重肝的显效率及降

低血清胆红质的作用均优于 ° ∞ 且不良反应小 可安

全广泛应用于临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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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辛口服液的制备及应用

王增寿  项如莲  陈  其  褚茂平 温州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摘要  目的 研制地高辛口服液 并应用于临床 ∀方法 以地高辛 Β2环糊精为主要成分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含量

以心功能不全儿童患者为试用对象 ∀结果 制剂室温贮存稳定性好 经临床应用 例 总有效率 ∀结论 本

品是治疗儿童心功能不全的理想制剂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

关键词  地高辛 Β2环糊精 临床应用

Τηε πρεπαρατιον ανδ χλινιχαλ αππλιχατιον οφ διγοξιν οραλσολυτιον

• ∏ • ≥ ÷ ∏ ÷ ≤ ± ≤ ± ετ αλ( Τηε Σεχονδ Αφφιλιατεδ

Ηοσπιταλ οφ Ωενζηου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γ , Ωεν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ΜΕΤΗΟ∆Σ :⁄ ¬

Β2 ∏ ×

∏ Ρ ΕΣΥΛΤΣ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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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Σ  ¬ Β2

  地高辛为由毛花洋地黄中提纯制得的中效强心

甙 临床适用于各种急性和慢性心功能不全以及室上

性心动过速 !心房颤动和扑动等疾病 口服吸收不完

全 也不规划 有效剂量与中毒剂量接近 ∀为了解决儿

童服用地高辛的困难 本实验研制了地高辛口服液 现

介绍如下 ∀

1  制  备

1 1  处方

地高辛 Β2环糊精 尼泊金乙酯 蒸馏

水加至 ∀

1 2  制法

≠取地高辛 Β2环糊精 加蒸馏水 在

ε 水浴中搅拌 小时 即得地高辛2Β2环糊精备用液 ∀

取尼泊金乙酯 Β2环糊精 加蒸馏水

加热至 ε 左右使溶解 搅拌并慢慢加入地高辛2Β2环

糊精备用液 加蒸馏水至 拌匀 分装成

瓶 ∀

2  质量标准

2 1  本品为无色透明微甜口服液体制剂 ° 值 ∗ ∀

2 2  定性鉴别

取本品 置小烧杯中 ε 水浴蒸至近干 残

液移至小试管中 加含三氯化铁的冰醋酸 取冰醋酸

加三氯化铁试液 滴 摇匀后 沿管壁缓慢加

入浓硫酸 使成两液层 接界处即显棕色 放置后

上层显靛蓝色 ∀

2 3  含量测定≈

2 3 1  碱性三硝基苯酚试液配制 临用前配  取

三硝基苯酚溶液 加 氢氯化钠溶液 再加

无水乙醇至 摇匀 即得 ∀

2 3 2  地高辛标准溶液配制  精密称取经 ε 干燥

小时的地高辛原料药 杭州民生制药厂 含量为

适量 用 乙醇为溶剂 配成 和

Λ 地高辛系列标准溶液 ∀

2 3 3  标准曲线绘制  精密吸取地高辛系列标准溶

液各 5 分别加入新配的硷性三硝基苯酚试液

摇匀 在暗处放置 于 处测定吸收值

以 ∗ ≤ 回归 得标准曲线方程为 Α . χ ≅

, ρ . ( ν ) ∀

2 .3 .4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适量的地高辛原药 ,按

处方配比称取各种辅料和基质 ,并按制法配制 µλ

待试样品 ,精取待试标品 . µλ ,余下操作按标准曲线

项下操作进行 ,并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表 ∀

表 1  地高辛回收率试验

试验

次数

地高辛投入

量/ µ γ

地高辛测得

/ µ γ

回收率

%

平均回收率

/ % ? Σ

  .   .   .

. . .

. . . . ? .

. . .

. . .

2 .3 .5  样品测定  精密吸取待测地高辛口服液样品

5 . µλ ,用/测定法0项下的同法操作测定 ,计算地高辛

相当于标示量的百分含量 ,结果见表 ∀

表 2  地高辛口服液的含量测定/ ν

批  号 相当于标示量的百分数 ≤∂

3  稳定性考察

地高辛口服液样品室温留样观察 年 其外观性

状 !口味 !溶液 ° 值和地高辛含量变化见表 ∀

表 3  地高辛口服液稳定性考察

样品编号 时  间 外观性状 口  味 ° 值 地高辛含量

天 无色透明溶液 微甜

年 无色透明溶液 微甜

天 无色透明溶液 微甜

年 无色透明溶液 微甜

天 无色透明溶液 微甜

年 无色透明溶液 微甜

4  临床应用

4 1  用法与用量

口服 #天 分 次服用 ∀

4 2  疗效观察

我院儿心内科使用本品治疗心功能不全患者

例 其中男 例 女 例 年龄最小 天 最大 岁

个月 病程 天至 年 ∀用本品治疗后 显效 临床

症状明显好转 例 有效 临床症状好转 例 无

效 临床症状同用药前 例 ∀总有效率 ∀无一例

出现中毒或其它的不良反应现象 ∀

5  讨论与小结

5 1  地高辛是不溶于水的强心甙类药物 不能用水作

溶剂直接制成口服液 ∀本实验采用 Β2环糊精为辅料

大大地提高了地高辛在水中的溶解度 同时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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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辛的生物利用度≈ 为成功研制以水为溶剂的地

高辛口服液奠定了基础 ∀

5 2  采用本实验的处方试配了 的地高辛

口服液试样 批 室温留样观察 个月 其外观均为无

色透明溶液 ° 变化值分别为 含量变化

值分别为 ∀结果表明

地高辛试样稳定性良好 ∀

5 3  地高辛回收率均在 ∗ 范围之内 该结

果说明了 Β2环糊精对本文地高辛含量测定结果无干

扰 ∀

5 4  本实验中的 Β2环糊精明显提高了地高辛的溶解

度 可能是由于 Β2环糊精包合作用或增溶效应所至 有

待进一步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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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例抗生素致过敏性休克综合分析

孙梁燕 慈溪 浙江慈溪市人民医院

  为探讨抗生素致过敏性休克的规律 !特点 降低其

发生率和死亡率 笔者收集 年 ∗ 年 第

期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和 ∗ 年 第 ∗ 期 中

国医院药学杂志近 年多刊登的有关抗生素致过敏性

休克 下称休克 例进行综合分析 ∀

1  一般资料

删除原文中未注明性别和年龄的 例 余 例中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

岁 岁以下 例 岁以上 例 致休克药物

种 用药途径以注射为主 其中静脉注射 例 占

肌内注射 例 占 其次为口服 例

占 滴鼻 !雾化吸入 !皮内注射各 例 ∀既往

有药物过敏史者 例 ∀

2  致休克抗生素的分类

2 1  青霉素类 例 计有氨苄西林 例 青

霉素 例 苄星青霉素 !苯唑西林 !阿莫西林 !青霉素 ∏

各 例 ∀

2 2  头孢菌素类 例 计有头孢唑啉 例

头孢噻肟 例 头孢曲松钠 !头孢氨苄各 例 头孢拉

定 !头孢甲肟各 例 ∀

2 3  氨基糖苷类 例 计有庆大霉素

例 小诺米星 例 妥布霉素 例 大观霉素 !链霉素 !阿

米卡星各 例 ∀

2 4  酰胺醇类 例 氯霉素 例 ∀

2 5  大环内酯类 例 计有麦迪霉素 例 吉

他霉素 例 ∀

2 6  喹诺酮类 例 计有环丙沙星 例 诺

氟沙星和吡哌酸各 例 ∀

2 7  硝咪唑类 例 替硝唑 例 ∀

2 8  磺胺类 例 复方磺胺甲口恶唑 例 ∀

2 9  其他类 例 计有林可霉素 例 磷霉

素 例 乙胺丁醇 例 ∀

3  临床表现

3 1  用药至休克出现的时间  例 用药

后迅速出现休克症状 例 是在连续用药过

程中突然发生 其中口服头孢氨苄 例 发生在连续用

药的第 天 口服麦迪霉素 例 吉他霉素 例 均在第

次用药时 肌内注射庆大霉素 例 在第 次用药时

静滴头孢噻肟 例 在第 次用药时 静滴阿米卡星 !环

丙沙星各 例 在第 次用药时 ∀无论首次还是在连续

用药过程中出现的休克均极为迅速 约 以上在用

药 内发生休克 ∀

3 2  过敏性休克的临床征侯群  在所有的休克患者

中 全部有血压下降或测不到 并有微循环障碍表现

患者有胸闷 !心悸 !呼吸急促

患者有意识障碍 !昏迷 患者有

皮肤过敏症状 部分患者尚有恶心 !呕吐 !抽搐 !耳鸣 !

发热等症状 ∀

4  死亡分析

在 例休克患者中死亡 例 病死率

共涉及药物 种 其中庆大霉素 例 青霉素 例 小诺

霉素 !磷霉素 !吉他霉素 口服 各 例 致休克途径 例

为静脉滴注 例口服 例皮内注射 ∀

5  小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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