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目的 是使水溶性的蒽醌苷水解为脂溶性的游离蒽醌后直

接转溶于氯仿 ∀

3 2  碱性溶液 ≤ ≤ 与蒽醌反应 生成

红色或粉红色 专属性很强 制剂中其他成分不干扰测定结

果 ∀此法简便易行 ∀

3 3  我们曾用碱比色法测定过防风通圣丸等三个中药丸剂

中的蒽醌成分 用硫酸2氯仿水解提取二次的时间 口服液比

丸剂减少 提取结果仍较完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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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酮可可碱 ¬ °× ÷ 其他学名 2二甲基

黄嘌呤 分子式 ≤ 分子量为 属甲基黄嘌

呤衍生物 是一种非选择性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其原型药物

及其代谢物能通过降低血液黏滞度改善血液流变性 提高红

细胞变形性 改善白细胞血液流变特性 抑制嗜中性粒细胞

黏附和激动 增加外周动脉血流 影响微循环 并提高组织的

供氧量 ∀其确切的作用方式和导致临床症状改善的作用尚

未确定 ∀随着对其药理作用的研究和认识 该药的用途被不

断开发 广泛应用于临床 疗效好 不良反应少 ∀现将临床中

遇到过敏反应 例报道如下 ∀

1  病例介绍

患者 男 岁 因右上肢完全无力 失语 入院治疗 ∀

查体 体温 度 脉搏 次 血压 神志

清楚 失语 但执行命名性语言 双眼左侧凝视 右上肢肌力

级 右下肢肌力 级 右侧巴氏征 右侧感觉存在 ∀左侧

肌体正常 ∀ ≤ × 诊断 左侧大脑半球脑梗塞 未见出血灶 ∀

超提示 脂肪肝 ∀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及其分类正常 ∀肝功

能 °× × × ∀医嘱给予三

组液体静脉输入 ∀ 葡萄糖液 天保康针

氯化钾针 ∀ 葡萄糖液 己酮可可

碱针 ∀ 氯化钠液 阿拓莫兰针

∀输入第二组液时 患者突然出现面色发白 全身

寒战 呼吸急促 测体温 度 呼吸 次 心率

次 血压 肺部听诊阴性 ∀立即停用该药

液 改用第 组药液静脉滴注 并给予氧气吸入 地塞米松

针 静注 马耒酸氯苯那敏 扑尔敏针 肌注 肾上

腺素针 肌注 ∀约 后症状逐渐缓解 血压

心率 次 体温渐降至正常 以后未再发生类

似情况 ∀

2  讨论分析

己酮可可碱注射剂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此药为白色冻干状物或粉末 在体内不与

血浆蛋白结合 主要在肝脏代谢 通过肾脏排泄 其原型药物

及其代谢物的排除半衰期约 ∗ ∀适用于脑部血循环

障碍 ∀如脑缺血 中风后遗症 外周血循环障碍性疾病 血栓

栓塞性脉管炎 间歇性破行 或者静息痛 以及眼部血循 环

障碍 内耳循环障碍 如老年性耳鸣 突发性耳聋等 ∀用法要

求 患者平卧位静脉滴注 ∀初次剂量为 于 ∗ 内

输入 最大滴速不超过 ∀每次用药最大剂量不超过

∀低血压及血压不稳定者慎用 老年人因代谢缓慢 用

药时应酌情减量 ∀此药在临床应用以来 偶有恶心 !头晕 !头

痛 !厌食 !腹涨 !呕吐等 心血管及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少见 ∀

此次患者静脉点滴己酮可可碱注射液 ∀ 是在无菌操

作下 按要求加入药液稀释配制 未与其他药物配伍 故可排

除其他药物至敏的可能性 ∀ 患者高血压 血压

平卧位输液 符合用药要求 ∀ 输液滴速正常

滴 控制在要求时间和滴速范围内 输入该药液约

的量时出现此症状 ∀ 输此药物前未有不适及上述症状

停用此药后 左右症状缓解 抗过敏药物应用有效 ∀此

例过敏反应实属罕见 提示临床医生使用此药物时应予以慎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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