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呋麻滴鼻液中麻黄素含量测定的改进

方崇波 龚燕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  宁波 宁波市第二医院 浙江  宁波

摘要 目的  建立呋麻滴鼻液中麻黄素含量测定的新方法 ∀方法  利用麻黄素在碱性条件下和硫酸铜生成蓝紫色络合物 并

在 处有最大吸收 并且无干扰 ∀结果  在测定波长 处 吸收度和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Α ≅

Χ, ρ 线性范围 ∗ 平均回收率为 ≥⁄为 ∀结论  本方法简便 准确 与法定方

法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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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呋麻滴鼻液中麻黄素有许多测定方法≈ 中国医院制

剂规范中麻黄素的含量测定则采用旋光法≈ ∀我们根据麻

黄素在碱性条件下与铜离子生成蓝紫色络合物≈ 并在

处有最大吸收的特点 采用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

并将测定结果与旋光法比较 表明本法准确 简便 适用于常

规测定 ∀

1  仪器与试药

∂ °≤ 可见2紫外分光光度计 岛津 • ≥

数字式自动旋光仪 上海 麻黄素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

品鉴定所 2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

2  方法与结果

2 1  测定波长的选择

按处方量分别配制 麻黄素溶液 呋喃西林溶

液 羟苯乙酯溶液 ∀取上述溶液各 分别加入

≤∏≥ 溶液及 溶液各 加水至

混匀 离心 取上清液分别紫外扫描 扫描结

果显示麻黄素在碱性条件下与铜离子生成蓝紫色络合物 在

波长 处有最大吸收 并且与呋喃西林和羟苯乙酯无

干扰 ∀因此我们选择 作为测定波长 ∀

2 2  标准曲线绘制

精密量取 的标准贮备液

分别置于 量瓶中 各加入

≤∏≥ 溶液 和 溶液 以第一管为空

白调零 照上述方法操作 在波长 处分别测定吸收度

Α 以吸收度对浓度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在 ∗

范围内 吸收度与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回归方

程为 Α ≅ ≤ ∀

2 3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 标准贮备液 份 依上法操作 根据回

归方程计算浓度 结果平均浓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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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重现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批样品溶液 份 依上法操作 结果测得

其平均浓度为 ≥⁄ ∀

2 5  加样回收率试验

按处方量配制呋麻滴鼻液 已知麻黄素含量为

精密量取 配制溶液 份 分别置于 量瓶

内 精密加入麻黄素对照品适量 照上述方法操作 在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表 ∀

2 6  稳定性试验

取回收率试验项下的测定液 室温放置 后

分别测定吸收度 结果表明 吸收度基本无变化 ≥⁄为

∀

表 1  回收率试验结果

Ταβ 1  × ∏ √

编号
投入量 测定量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

注 样品含量均为

2 7  样品的测定

精密量取呋麻滴鼻液 置于 量瓶内 加入

≤∏≥ 溶液和 溶液各 加水至刻度 在

波长 处测定吸收度 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含量 并与旋

光法比较 结果见表 ∀

表 2  本法与旋光法的结果比较 相当于标示量

Ταβ 2  ≤ ∏

样品编号 本法 旋光法

3  讨论

麻黄素结构中氧和氮原子上均有未成键电子对 在碱性

条件下 与硫酸铜形成蓝紫色络合物 其最大吸收在

且显色反应稳定性良好 并和其它辅料无干扰现象 ∀故

本测定方法具有准确 !可靠优点 ∀旋光法干扰因素较多 受

温度影响较大 且样品使用量较大 不利于微量分析 ∀

本法在显色过程中应先向反应体系中加入 ≤∏≥ 溶液

后加 溶液 否则易先产生氢氧化铜沉淀而影响络合反

应 影响显色和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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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滴磷霉素钠致肿胀 1 例

郭荷湘 湖南省血防所附属湘岳医院 湖南  岳阳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磷霉素是一新类型的广谱抗生素 它是一快速杀菌剂 ∀

主要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的早期合成 使细菌细胞壁合成受

阻而导致其死亡 ∀磷霉素体内分布广 毒性低微 ∀可有皮

疹 !胃肠道反应 !静脉炎 !心悸等反应 ∀也有资料报道 磷霉

素钠致剧烈疼痛 静脉滴注磷霉素钠致过敏性休克死亡 ∀而

本例静脉滴注磷霉素钠致耳鸣 !浮肿 双下肢肿胀尚属首次

遇见 现叙述如下供参考

患者 女 年 月 日 因感冒咳嗽 咽喉

肿痛就诊 ∀体查 体温 β 血压

° 扁桃体 β肿大 ∀患者对青霉素过敏 ∀故以 葡萄

糖 加磷霉素钠 东北制药总厂生产 批号

静脉滴注 滴 次 ∀第一次注射完毕后 患者自

诉有耳鸣感 次日上午发现脸及双下肢轻微浮肿 没在意继

续 治疗 ∀下午 患者所述症状更加明显 尤以双下肢小腿

部肿胀 压之凹陷 ∀故患者自行停药 未作处理 肿胀至

后逐渐自行消失 ∀

分析

患者无器质性病变 治疗期间也未用其他药物 静滴

速度正常 因患者青霉素过敏 故考虑为磷霉素过敏所致 ∀

因该品吸收后广泛分布于各组织和体液 浓度以肾为

最高 ∀因此 考虑与机体 的吸收 !分布 !排泄差异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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