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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相互作用

食 物
、

药 物 和 生 物 利 用 度

· ·

英国
,

南安普敦大学临床药理学教托

‘

“
生物利用度

” 这一术语的含意是指经

特定途径给药后到达全身循环的原药物的比

率
。

口服给药时其生物利用度是 由药物和病

人两种因素来决定的
,

前者包括分子性质
、

药物稳定性和给药处方
,
后者诸如因腹腔疾

病或肠切 除所致的肠表面积减少
,

以及是否

在就餐时服药
。

此处药物在肠壁
、

肝脏或是

在肺部 少见 可能都要遭到进入全身前的

代谢作用
。

肝脏的这种
“
首过作用

”
对减少心血管

药物的生物利用度是童要的
,

包括几种脂溶

性卜肾上腺能受体拮抗剂如心得舒 示
,

柳 胺 节 心 定
、

美多心安 和心得安

可能还有心得平
。 ,

以及抗心律失常药利多卡 因 和 异搏

停
。

某些三环类抗抑郁剂和许多含阿片止痛

剂也会遭到进入全身前的代谢作用
,

但这种

代谢过程有些 可能有半数 显然是在肠壁

进行的血管舒张药阱苯哒嗓和经受 一乙酞

化作用的其他药物同样是如此
。

药物全身前的代谢作用的幅度常常随剂

量而定
,

但还有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年龄
、

吸烟习惯及合并药物治疗 可降低微粒体酶

活性
。

此外肝脏疾病尤其是肝硬变
,

由于

肝代谢作用减少和门静脉吻合使血液分流而

导致药物生物利用度增加
。

饮食中食物及其他物质最终会影响药物

生物利用度
。

食物的第一个作用是减少胃的

空间
,

然后药物吸收率也减少
。

因食物可延

缓药物的吸收
,

故口服降糖药毗脉

元 和优降糖 必须

于早饭前给药
。

第二
,

粮食中的阳离子 主

要是钙 能与多数 四环素类药物鳌合
,

使其

在肠内的吸收减少
。

第三
,

食物可减少部分

电离的药物如六甲 双 胺

二 犯氨氯毗咪 ’记 经 胃肠道的

吸收
。

食物还可减少其他药物如 抗高血压药

氨酞心安
“ ” “ 和琉甲丙脯酸及抗结

核药利福平和异烟饼的吸收
。

吸收期长的食

物如炭烤汉堡牛排 含多环烃类 可增加药

物进入全身前的代谢的幅度
,

因而降低药物

的生物利用度
,

但这种作用是由于肠壁的酶

诱导作用还是肝脏 极可能 的酶诱导作用

尚有争论
。

这种作用与吸烟和药物类似
,

都

有诱使微粒体酶氧化的能力
。

但如果有时在进餐时服药
,

如给予吠喃

妥英布双氢克尿塞
,

反而会增加药 物 的 吸

收
。

此外近期的一些狠道指出
,

许多药物如

心得安
、

柳胺节心定
、

美多心安和阱苯哒嗓

与食物一起给药时
,

可使表观生物利用度增

加
。

大部分这类研究只是证明与食物一起给

药时可使血药浓度或这些药物浓度时间曲线

面积增加 或两者都增加
。

这些结果尚不能

作为生物利用度发生改变的确切证据
。

它只

能说明血浆中的蛋白结合率高于正常
,

这种

现象在患节段性回肠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时

可见到
。

就柳胺节心定而言
,

经静脉及 口服

给药后食物对其药动学的影响进行的研究
,

清楚地证明在有食物的情况下
,

会促使柳胺

节心定的肝代谢作用减弱
。

这可能是由于药

物吸收率增加和经肝血流量改变所致
,

如果

一种可行的代谢途径业 已饱和
,

这些因素将

是重要的
。

第三种可能性是血液 以 及 药



物 可以在肝脏内或肝脏周围分流
。

这些可
‘

「

能性没有一种是容易调查研究的
。

但有一种

活法是口 服给药的研究
,

而另一种方法如利
几

乡卡因 它在肝脏也受到广泛的
“
首过

” 代

谢 则经静脉 给药
。

经过详细的药 动 学 分

析
,

对其代谢机理就可清楚
。

对实践中的临床医生来说
,

所有这类研

究的实际含义都是明确的
。

多数药物可以在

就餐时给药
。

食物不失为一种明显而方便的

可与药物合用的 日常方式
。

就餐时给药不但

药学情报通讯

有 可能改善服药的遵从性
,

而且可以减少某

些药物 如茶碱 的不 良作用
。

但有两条重要

例外需要强调一下 降糖药必须在早饭前半

小时左右给药 服四环素类药物服后

小时内不应饮用牛乳及乳制
’
,

强力霉素和

二甲胺四环索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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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物 与 食 物 相 互 作 用 引 起 的 中 毒

关于药物与药物的相互作用
,

可表现为

配伍禁忌
、

相加及协同作用
,

在日常临床上

已给予了密切注意
。

但对药物和食物的相互

作用通常不大关心
。

最近通过对结核科患者在午餐后常常出

现中毒症状的启发而调查
,

结果表明
,

其原

因可能是抗结核药物与食物相互作 用 所 引

起
。

最终证实
,

是由于异烟肪 和旗

鱼相互作用所致
。

故对于长期用抗结核药等

的患者
,

必须十分重视对其饮食的指导
。

关于 和旗鱼等鱼类的相互作用而引

起的中毒症状在 日本还未见报道
,

但斯 里兰

卡 的 和 等 报 道 了 从

一

年共发生的 了例
。

据 等报

道
,

与鱼类相互作用引起中毒
,

原因是

鱼类中的组胺
,

即鱼类中含有组胺酸
,

而摩

根氏变形杆菌等细菌内含有
一

组氨 酸脱 梭

酶可使组胺酸脱叛为组胺
。

另外由于  具

有抑制与组胺代谢有关的
、

等物

质的作用
,

因此引起了体内组胺的蓄积
,

造

成组胺中毒
。

弓起这种中毒时最重要的问题是鱼的种

类
。

即含有组胺酸多的鱼类易引起中毒
。

一

般认为瘦鱼肉含有大量的组胺酸
,

鲤坚鱼
、

旗鱼含量最高
,

其次是秋刀鱼
、

金枪鱼等
。

〔《药局
, ,

 、日文 〕

白海静译 谢文鹏校

几 种 食 物 可 使 口 服 维 生 素 降 效

江西省九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黄振 东

维生素 临床上除用于肌营养不良
、

习

惯性或先兆性流产
、

不育症外
,

近年来还发

现具有抗衰老作用
,

可防止体内产生的过氧

化物
,

有推迟衰老的作用和避免皮肤产生老

物肝脏
、

菠菜
、

油菜
、

豆类等时
,

其中所含

的铁 三价铁
,

可与维生素 发生氧化还

原斑 褐色素 的功能
,

故其应用 日 趋 广

泛
。

维生素 遇光 可被氧化色渐变深
。

其分

子结构中苯核上的 甲基
、

经基和十六碳原子

的侧链
,

对生理作用有密切关系
,

若经基被

氧化则无效用
。

因此服用维生素 时同吃动

物肝脏
、

菠菜
、

油菜
、

豆类等时
,

其中所含

的铁 三价铁
,

可与维生素 发生氧化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