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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乙基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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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旋糖醉 。
、

羡甲基淀粉

对血细胞体外沉降作用的观察

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学研究室 丁振海 麦智广 项育英

血液成份分离是近年来血液学 中的一项

新技术
,

它随着输血方法的不断改进而逐渐

发展起来
。

特另是近十年各种类型的血细胞

分离器相继问
一

世
,

不仅可一血多用使血液供

应紧张状态有所缓和
,

而且对提高疗效
、

减

少输血反应和减轻病人经济负担等都有实际

意义
。

开展成分输血
,

首先必须进行血液成份

分 离
、

提纯和浓缩制成某种浓度或纯度较高

的血液制品
。

为此需要在分离过程中添入加

速红细胞沉降物质
,

由于 目前国内尚无产品

供应
,

作者对经 乙基淀粉
、

右 旋 糖 醉

及狡甲基淀粉进行 了体外血细胞 自然沉降试

验
,

企图找出一种沉降效果好的药物
,

以便

提高血细胞的纯化
、

浓缩的程度
,

提供实验

研究和临床应用
。

材料和方法

一
、

高分子量经乙基淀粉 常熟制药厂

提供
,

分子量为  万 梭甲基淀粉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提供
,

分子量约为

万 右旋糖醉 瑞典 产
,

分 子 量

为
,

万
。

上述三种药品均制成 生理盐

水溶液
。

二
、

血液 在全麻下取狗动脉血
。

三
、

沉降剂与血液之 比例
,

为
‘ 置于小

·

, 、

玻璃 瓶 内
,

瓶

中预先放入嵘。 单位肝素抗凝
,

混和后将瓶

倒置记录血沉降时间
。

四
、

在室温  ℃条件下
,

记录 分

钟内红细胞沉降的距离
,

分钟测定各层白

细胞计数
,

比较各种药物的分离效果
。

结果和讨论

通过 次狗动脉血的体外自然 沉 降 试

验
,

对三种药物的
一

分 离效果作了比较
,

结果

证明几种药物对血细胞均有沉降作用
,

而以

右旋糖醉 的沉降效果最 好
,

在 分 钟

时细胞有形成分已 沉 降 士
,

而

此时竣甲基淀粉
、

握乙基淀粉分别为 士

。 和 士
。

几乎比右旋糖配

少一倍
。

而到 分钟时右旋糖 醉

为 士
,

梭甲基淀粉为 士

,

经乙基淀 粉 为 士
,

可见

右旋糖醉 已 经 比 后 者 快 倍 多
。

到

分钟时仍然保持其沉降速度快的状态
。

经

统计处理右旋糖醉 与经乙基淀粉 比 较
,

两者 相差显著
。

而经乙基淀

粉与对照组比较
,

两者也有明显差 别

心 ,

说明这些药物的沉降效果 是 肯 定

的
。

据此可以看出三种药物对血细胞均有一

定沉降作用
,

但加快沉降速度不一
,

右旋糖

醉 使细胞沉降最快
,

分离效果好
,

这是

因其分子量是三者中最大的 为 万
,

其他两种药物分子量均较小
,

所以拨甲基淀

粉
、

经乙基 淀 粉 均 略差
。

但血液分层后
,

在白细胞软层中 戈 之白细胞得

率则为经乙基淀粉
‘。

右旋糖配

梭甲基淀粉 义

“ 。

本试验的 目的是寻找一种对血细胞沉降

效果好
、

白细胞得率高并可应用于临床的血

细胞沉降剂
。

目前
,

红细胞降沉剂
—

高分

子量强乙基淀粉只有美国生 产
,

国内已进

乃 一



口少量
,

而且价格高昂
。

常熟制药厂国内研

制的羚乙基淀粉已制成几个不同分子量的样

品
,

经体外沉降试验证明有一定效果
,

但由

于纯度
、

分子量尚不够高等
,

仍必须进一步

提高
。

梭甲基淀粉也属于聚阴离子物质
,

也具

有一定的沉降作用
,

在体外对血细胞的沉降

作用略优于经乙基淀粉
,

是一个有希望用子

血细胞分离的药物
,

国内研制出新产品
。

右旋糖配 系瑞典进口 药 物
,

因 其

分子量高
,

对血细胞有较强的沉降作用
,

但

此药主要供动物试验用
,

因其在体内代谢较

慢
,

应用于临床报告不多
。

复 方维 生 素 眼 液稳 定 性探 讨

广州军区总医院临床药学组 钟颖荪 张中平 王 顺 年 骆 军 孙达华 田 平

维生素 和维生素 用于治疗白内障以

及由此缺乏 引起的各种眼病
。

复方维生素

眼液是我院眼科应用多年的制剂
,

由于处方

内维生素 性质不稳定
,

滴眼液在常温条件

下放置三天后
,

颜 色由淡黄色逐渐变成棕黄

色至深棕黄色
。

对患眼刺激亦有所增加
,

但有

效成分的含量有否下降
,

尚未见文献报导
。

为

了保证药剂质量
,

根据方剂中主要有效成分

的理化性质
,

在不 同条件下进行 稳 定 性 实

验
。

一
、

实验材料
、

实验原料 维生素 是用  的 注

射液
,

维生素 是用 注射液
,

焦亚 硫

酸钠 上海试剂四厂生产
, 一

广州化学试剂厂生产
。

、

试验 组处方

维生素

维生素

焦亚硫酸钠

 ! 一
·

生理盐水加至

对照 组处方

维生素

维生素

,

二
、

实验方法
、

以试验处方的品种和 药物浓度
,

按

滴眼液配制方法及要求 制成滴眼液
,

分 装于

塑料滴眼瓶内
,

密封
,

先后共配制 批 次
,

每批分成二组
,

每组 支
。

一组贮存于冰箱

内 约 一 ℃
,

一组贮存于常温条件

夏秋之际
、

温度 ℃一 ℃
。

将上述不

同贮备条件的眼液
,

分别在 天
、

天观察

一次颜 色及维生素 含量等 变 化 情 况 表
。

、

按试验处方的品种药物浓度和配制

方法
,

制成滴眼液
,

分别贮存于冰箱内和常

温条件
,

天
、

天各作一次维生素 含 量

测定
。

另一组方剂中只含有单一 的 维 生 素
,

附加抗氧剂和金属离子络合剂
,

分另 贮

存于冰箱和常温 条件下
,

于 天
、

天分别作

维生素 含量测定
,

观察维生素 含量变化
,

除与氧化有关外
,

维生素 对维生素 的含

量变化影响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三
、

讨论与小结
、

维生素 水溶液不 稳定
,

在正常 情

况下
,

可缓慢分解成糠醛
,

若有光和金属 离

子存在下
,

糠醛可继续氧化成 聚 合 物
,

其

溶液呈黄色
,

从试验结果看
,

温度是加速维

生素 氧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

所以复方维 生

素 滴眼剂 除要加抗氧剂和金属离子络合 剂

外
,

控制贮存温度 一般 一 ℃ 是保

证滴眼液质量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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