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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药物监测 ×⁄ 是近年来开展起来的新型学

科 它为临床制定合理用药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临床根据监测结果调整给药方案以达到更有效的治疗

目的 ∀ 年以来 我室参加了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举办的全国 ×⁄ 室间质评 ∞± 活动 对我室 ×⁄ 结

果的准确性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估 ∀

1  材料与方法

1 1  仪器与试剂 ×⁄÷ 美国雅培公司 地高辛 !茶碱 !

苯妥英试剂盒 美国雅培公司 ∀

1 2  质控血清 年 ∗ 年每年 个批次 !

年 个批次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

1 3  方法 采用荧光偏振免疫法 ƒ° 法 在日常监

测中将质控血清作为普通样品 每个批号测试 次 取

其平均值作为监测结果 ∀

2  结  果

2 1  将 年来每次测定的结果取平均值作为该品种的

年平均成绩 结果见表 ∀

表 1  我室参测品种 年来的平均成绩

得     分

茶碱 不及格

率

苯妥英 不及

格率

地高辛 不及格

率

年

年

年

2 3  将地高辛质控血清按浓度高低分为低 !中 !高

组 将测定结果与靶值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

3  讨  论

3 1  从表 可以看出 茶碱 !苯妥英 个品种在

年和 年均保持了优异成绩 而 年成绩均略有

下降 不及格率呈上升趋势 考虑与试剂盒效期有关 ∀

随着时间的延长 失效期临近 试剂本身的影响逐渐增

表 2  我室地高辛浓度与靶值结果比较

浓  度 靶值 我室结果 ≤∂

低 ≤ [  ? ? ?

中 ≤ [ ? ? ?

高 ≤ ∴  ? ? ?

大 我们更换了新的试剂盒后 监测结果又与靶值非常

接近 提示 试剂盒使用时间较长后 应及时更换 ∀

3 2  从表 我们还可以看出 地高辛监测的成绩呈逐

年上升的趋势 ∀由于开始阶段地高辛监测结果不够理

想 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以提高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

缩短标准曲线更新周期 固定专人操作以减少操作

误差 ≈增加质控物的次数及个数 …增加平行操作的

个数 ∀因此 自 年以来 其不合格率呈明显下降的

趋势 说明我们的监测结果与靶值越来越接近 ∀

3 3  从表 我们可以看出 地高辛监测结果的好与坏

与地高辛质控血清本身的浓度有很大的相关性 当质

控物血清浓度较低时 ≤ [ 时 我室与靶值之间

的变异系数高达 且结果均高于靶值 而随着

质控血清浓度的增加 我室结果与靶值之间的变异系

数亦由 下降至 最后到 与

分范围的标准 ≤ ∂ [ 非常接近 ∀经调查 其他

采用 ƒ° 法监测的实验室亦存在与我室相类似的情

况 ∀说明此误差的存在是一种系统误差 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方法学本身的原因 另一方面 考虑可能是由于

质控物本身含有一种类地高辛的内源性干扰物质 可

以干扰 ƒ° 法地高辛的测定 当地高辛质控血清浓度

偏低时 这种干扰作用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随着质控血

清浓度的增加 这种干扰作用表现得越来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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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免法测定 746例地戈辛血药浓度分析

李荣亮  李盛余  周淑群 柳州 广西龙泉山医院 柳州 广西柳州市工人医院

摘要  目的 监测地戈辛血药浓度 ∀方法 采用放免法监测 例地戈辛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病人的血药浓度 ∀

结果 血药浓度在治疗范围者 例 !偏低者 例 !高者 例 大于治疗范围者中有 例出现中毒症状 ∀结论

监测地戈辛血药浓度可作为判断药物疗效和中毒的客观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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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戈辛 ⁄ ¬ 为常用中效强心甙 主要用于治

疗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等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 ∀因地

戈辛治疗指数范围狭窄 且个体差异很大 容易发生过

量中毒或剂量不足 ∀本文分析用放免法监测 例地

戈辛血药浓度的结果 报告如下 ∀

1  监测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例均为住院患者 男 例 女 例 ∀

年龄 天 ∗ 岁 ∀风心病 部分合并二尖瓣狭窄 !房

颤 例 冠心病 例 其它 例 ∀监测对象均有

下列情况之一 ≠怀疑地戈辛中毒 口服地戈辛不当

或怀疑患者不遵医嘱服药 ≈ 地戈辛治疗效果不佳 …

联合用有相互作用的药物 手术后或出院前需再次

确定用药剂量 ∀

1 2  方 法 仪 器 ƒ 型 免 疫 计 数

器 试剂 ⁄ ¬ 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 上海放

免分析技术研究所 血色素吸管 Λ 若干支 试管中

加 Λ 枸橼酸钠注射液抗凝 ∀

患者在末次服用地戈辛 后取静脉血 离

心 分离血清 ∀用放免法测定血药浓

度 其操作步骤如下 ≠ 按照地戈辛试剂盒说明书要求

将冻干品配成待用品 ∀将不同浓度地戈辛标准溶液

和 按顺序精密加到已编

号的试管中 各样品管均加 磷酸盐缓冲液

见 年版中国药典二部附录 页 ∀ 在标

准管溶液的各试管中加 正常人混合血清 ∀在样

品管中按照编号加入所对应的待测样品 ∀ ≈ 将

各管依次加入抗地戈辛血清 ! ⁄ ¬

混匀 置 ε 水浴 温浴后各管加入第二抗体

混匀后继续 ε 水浴 ∗ 如果有明显絮

状沉淀出现则离心 ∀ …将离心好的

各管测放射性总计数 × 仔细吸去上清液 再测沉淀

放射性计数 算出结合率 × ≅ ∀结合率对

标准溶液浓度作图画出标准曲线 从样品管的结合率

查出相应浓度 ∀

2  结  果

例地戈辛血药浓度临床监测结果见表 ∀地戈

辛血药浓度适宜的治疗范围尚不统一 有的以 ∗

∗ 为合适标准 多数以

∗ ∗ 为合适标准≈ 本文采

用后一标准 ∀

例中 测得血药浓度偏低者 例 偏高者

例 在治疗范围内者 例 各占总例数的

∀

例中 地戈辛血药浓度大于 者 例

出现恶心 !呕吐 !视物不清等中毒症状 小于

者 例 疗效不佳或症状未被控制 ∀大于治疗

范围的 例中除 例有中毒症状外 其余均未发现

有其它临床副反应 这可能是一些患者虽超过较小量

治疗量 但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反应 不易引起注意有

关 ∀出现血药浓度偏低者 可能系 ≠ 用药剂量偏小 ∀

联合应用具有相互影响的药物 如灭吐灵 !制酸剂 !

卡那霉素 !利福平 !心痛定等 使地戈辛血药浓度降

低≈ ∀ ≈ 用药 ∗ 未达稳态浓度 ∀ …患者中途擅自

减量服药或擅自停药 不告诉医护人员 ∀出现地戈辛

血药浓度偏高的原因 可能系 ≠ 剂量过大 一些高龄

患者不宜用地戈辛 日 ∀ 肝 !肾功能差者 能

延长地戈辛半衰期 使血药浓度偏高 ∀ ≈ 联合应用能

影响血药浓度升高的药物 如胺碘酮 !异搏定 !红霉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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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46 例地戈辛血药浓度监测结果

年 例数 男 女 年龄 岁
血药浓度

治疗范围 例数 治疗范围 例数 治疗范围 例数

      ?      

?

?

?

?

?

?

 ∗ 月 ?

奎尼丁 !安体舒通等≈ ∀

有肝病 !肾病的病人 !新生儿及妊娠妇女 体内均

含有大量的地戈辛样免疫活性物质 是一种水

溶性小分子物质 能与地戈辛抗体具有较强的亲和力

因此有可能影响地戈辛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

3  讨  论

据文献报道≈ 放射性免疫法能测定小于

地戈辛血药浓度 并在 ∗ 范围内可

准确测定 ∀地戈辛治疗宽度非常狭窄 治疗剂量与中

毒剂量很接近 从表 不难看出 地戈辛血药浓度偏高

的例数百分数与在适宜的治疗浓度范围的例数百分数

之比 约为 Β 甚至还高些 ∀使用地戈辛患者的血药

浓度发现剂量不足或偏高的临床症状又不易早期发

现 因此 监测地戈辛血药浓度已被作为判断药物疗效

和中毒的客观指标 ∀

因影响地戈辛血药浓度的因素很多 如血钾浓度 !

肝肾功能 !年龄和每日剂量以及联合用药等 许多临床

情况都可能改变心肌对地戈辛的敏感性 ∀随着新药不

断问世 影响地戈辛血药浓度的药物也可能增加 又由

于联合用药的剂量各异 个体因素又复杂 所以 只有

通过个体监测 才能及时发现剂量不足或偏高 并及时

予以调整 才能避免造成中毒或贻误治疗 ∀可见地戈

辛血药浓度临床监测很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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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磺乙胺与碱性药物配伍在输液中的稳定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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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使用时我们发现酚磺乙胺与头孢拉定配伍于

葡萄糖注射液中后 溶液由无色变成浅黄色至棕红

色 经测定 值为 考虑碱性环境下 酚磺乙胺氧

化所致≈药典注释 二部 Β ∀为此对引起变色

的原因进行了实验研究 ∀

1  实验部分

1 1  仪器和试药 ≤ 酸度计 分光光度

计 岛津 ∂ 分光光度计 酚磺乙胺注射液 沧浪

制药厂 批号 注射用头孢拉定 苏州制药厂

批号 氨茶碱注射液 上海信谊药厂 批号

碳酸氢钠注射液 扬州中宝制药厂 批号

葡萄糖注射液 本院制剂室 批号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

1 2  酚磺乙胺在不同介质中可见吸收光谱描述 以

氢氧化钠溶液将酚磺乙胺配成 的浓

度 放入 ε 水浴加热以加速氧化 然后分别在

和 取样 直接放入 ∂ 中扫描 发现 份

样品均在 ∗ 之间有平台吸收 并且其吸收值

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大 ∀而同时配制相同浓度的酚磺乙

胺水溶液 在此范围内没有吸收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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