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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现象
,

半数致死量未测出
。

用
,

便于采集加工
,

但制备工艺相当繁琐
,

三
、

小结与讨论 有待进一步完善
。

香脉灵片剂经从原生药提取分离有 考 考 文 献

效部位制成适合静脉滴注的注射液
,

既保留 张庆喜等 辽宁医学情报
,

原来的药效学作用
,

也符合药典对注射剂的

要求
,

同时毒性降低
,

并且有控制质量 的实
,

朱秀媛等 中华医学杂志
,

  

验方法
,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静注
。

由

增加到 是一 种 高 效 徐淑云等 药理实验方法学
,

年版

低毒的比较理想 的药物
。

页

该药物资源丰富
,

尚未被 开 发 应

“
水 调 散

”

的 制 备 及 应 用 观 察

沈阳军区第  医院 林一鸣 隋书鹏 舒洪祥

外伤软组织肿痛
、

风寒湿痹以及炎症肿

痛为临床常见
。

我院自制
“
水调散

” 用于此

类疾病
,

效果显著
。

现将制备
、

用法及应用

报告如下

处方 黄柏
、

生石膏等量
。

制法 干燥
、

各自粉细过 目筛
,

等量

递加混匀
。

功能及主治 舒筋活血
、

温通经络
、

消

炎除肿
、

用于关节扭伤
、

炎症肿痛
、

活动受

限和筋膜炎等症
。

用法及用量 加适量凉水调成糊状
,

湿

敷于患处
,

千后数时更换
,

一般每日 至

次
。

应用效果
“
水调散

”
为我院经验方

,

临床应用二十余年
,

因为制备和使用方便
,

显效迅速 一般只需 日即止痛消肿

且治愈率高 对 年的 例此类 患 者

治疗效果统计表明
,

其总有效率达
,

深得医患欢迎
。

该药最初仅用于关节肿痛
、

各种扭挫伤肿痛
。

近年的临床应用证明
,

它

对关节炎
、

肩周炎
、

腮腺炎亦有效
,

值得推

广
。

培养基容量及时间对细菌生长的影响

解放军第 医院 倪白丽 张 俊 宋淑梅 张桂荣 金 津

我院药厂生产的几种中药 口服制剂
,

在

检查中主要是卫生学检验
,

因中草药含细菌

较多
,

所以在测定细菌总数时要尽量准确
,

为此我们进行了以下实验比较
。

培养基用量的多少甘细菌生长的影

,

向

在测定细菌总数时
,

先取样品 研 细

加入生理盐水
,

使成
,
均匀供 试

液
,

用 灭菌吸管吸取 供试液
,

沿管壁注入装有 灭菌的生理盐水中
、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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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为
,

稀释液
。

另取 灭菌吸管 吸

取 供试液
,

沿管壁 注 入 装 有

灭菌的生理盐水中
,

混匀即为
,

稀释液备用
。

取 个培养皿分别注入

供试液各
,

为
“ “

稀释度
,

再 取 个

培养皿分别注入
,

供试液各
,

为

。“ 稀释度
,

将  ℃ 的肉汤琼脂培养基

倾注各平皿内
,

随即转动平皿使充分混匀即

可
。

我国卫生部药政局出版 《药品卫生检验

方法》中规定倾注平皿 的培养 基 约
,

而美国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规定用培

养基 一
,

和 的培养基因 用

量不同
,

在平皿中其厚度和含氧量都不 同
,

我们在检查五种中药检品中分 别 用 和

的培养基倾注同一稀释度中充 分 混 匀

作 比较
,

所用平皿规格
,

培养 计

数见表
。

。

培养时间不同时细 菌生长的影响

我国卫生部 《药品卫生检验方 法 》 规

定
,

在测定细菌总数时
,

培养皿内琼脂凝固

后
,

翻转平板
,

置
。

培养箱内培养 至 小

时和 小时
,

并分别计算平板内生 长 的 菌

落
。

我们在实验中同样用这五种检 品
,

在

培养基和 培养基中分别培 养 小

时和 小时
,

并分另」计数如表
。

培养基 和 分别培养 小 时和 小时

测 定细菌总数甘照表

稀 释 度
培 养 基

用 量

培养况小时

细菌总数平均值 个

培养 ’
、
时

细菌总数平均值 个

二甘勺白一自行‘山,止勺的乙

灭 澳 灵 片
一

 !

利 咽 灵 片
一

扭

 

复方丹参片

⋯
、

‘ 一

 !

 

天 麻

杜 仲 丸 一

扭

 

⋯
一

皿

 

三 七 片
一

  



总 药学情报通讯 , 名 年第 宁卷第 期

讨 论

从培养基用量 和 来 看
,

在
“ “
稀释度中

,

五批检品中 批 检 品 是

培养的细菌 总数比 培养的细 菌 总

数多一些
,

而有 批相反
。

在
’

稀 释 度

中
,

有 批 培养的细菌总数比 培

养的细菌总数多一些
,

批 培养 的 细

菌总数比 培养的细菌 总数多一些 还

有二批是培养 ,
、时玲 比 培养的 细

菌总数多一些
,

而培养 小时 比

培养 的菌总数多一 些
,

这可能与用量差异不

大
、

含氧量多少不明显有关
。

作者认为用括

一 的培养基都可以
,

只要将平皿 中 的

培养基和供试品充分混匀铺平铺满即可
。

从培养时间的长短来看
,

在 批检

品中绝大部分检品 小时培养的细菌总数比

小时培养的细菌总数多
,

只有 批
一 “
稀

释度中 培养的两个时间结果差不多
。

这

样看来还是以 小时培养的细菌总数为准
。

因 小时培养的细菌因时间短细菌生长繁殖

不完全有关
。

另外在菌检中应严格 操 作 规

程
,

所测定的结果才能准确
、

误差小
。

输 液 污 染 热 原 的 预 防 和 消 除

泌苏淮阴市妇产儿童医院 季长红

输液通过整顿加强检验
,

提高了质量
,

总的讲热原反应的发生率是较低的
。

但由于

条件不同有时虽对注射用水等方面严加注意

和控制
,

制得输液仍难免含有热原
。

因输液

污染细菌和霉菌引起脓毒症
、

败血症和死亡

的例子屡有报道
。

同时输液属于急 救 性 药

品
,

临床多属患者病况严重叮应用
,

加之其

注射量大等
,

因此对热原 问题还应有足够的

重视
,

若稍有疏忽
,

就会加重病情
,

影响治

疗
,

甚至造成死亡
。

一
、

热原的性质及其对人休的危害
。

热原是微生物及其尸体或微生物的

代谢产物
。

其化学成分主要是菌蛋白
、

脂多

糖
、

核蛋 白及水解产物
。

很多细菌都能产生

热原
。

致热作用 以革兰 氏阴性菌所产生的内

毒素最强
,

革兰氏阳性杆菌次之
,

革兰 氏阳

性球菌最弱
。

同时致热作用强弱与含量多寡

亦有关
。

热原的理化性质己很明确 表
,

它对消除和预防热原是很有帮助的
。

表 热 原 的 理 化 性 项
一

万
一

性
’

⋯
二 少

_______体 ’

早一
-__

二二
_
⋯生

” 除 ”层
’

一

耐 热 性

超 滤 性

水 溶 性

不 挥 发 性

被酸碱破坏

煮沸30 , 或z15
OC 3o/无破坏

,
1 2 0

”

C 4 h 破坏65多百
,
‘

1 5 0 一Z00
0
C Zh以上或250

。
吐5 , 才能100 % 破坏

热原体积约1~ 50 m u之间
,

可通过一般滤器进入输液中

热原易溶于水
,

故是输液中热原的来源

热原本身不挥发
,

但可随水气中雾滴进入注射用水

热原能被强酸强碱所破坏

被 吸 附 性

被 氧 化 性

能被许多吸附剂自输浓中吸附去除

能被高锰酸钾
,

过氧化氢氧化破坏

高温法去除热原仅适用

玻璃器皿

超滤法

两次以上灭菌或吸附法

隔沫装置

输液瓶用清洁液

胶塞用氢氧化钠或碳酸钠

活性炭作用最强

用于原水处理原水或药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