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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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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谊片芯及混合微囊的释

药曲线

四 微囊含药量 与包封率的关

系的实验结果见表
。

表 表明 微囊的包封率随含药

量的增加而降低
。

至于得率
,

由于属实验室

小量试制
,

有粘附等情况
,

故未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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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腔 溃 疡 药 膜 应 用 概 况

解放军 医院 林惠玉 谢剑锋

口腔溃疡是较常见的 口腔病损
,

发病率

较高
。

临床上常见的有复发型口 疮
、

病毒引

起的口腔溃疡及创伤性口腔溃疡等
。

至今多

数 口腔溃疡的病因尚属不明
。

在治疗上
,

除

全身用药外
,

一般以抗生素
、

合成抗菌药
、

激

素
、

维生素及具有清热养阴收敛生肌功效的

中药以膜剂形式局部应用为主
,

并取得一定

疗效
。

鉴于 口腔药膜能在水浸后成为溶胶
,

粘附在粘膜表面
,

膜内药物的释放持久
,

保

持局部药物有效浓度
,

并使病损部位得到机

械性的保护
,

故较其他给药方式如含片
、

散
。

剂
、

含漱剂等更能减轻痛苦
,

提高疗效
,

因

而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应用
。

本文对近年来用

于治疗 口腔溃疡的药膜作一概略介绍
。

一
、

以抗生素
、

合成抗菌药
、

激素为主

的药膜

目前 口腔溃疡药膜中应用的抗生素计有

金霉素
、

四环素
、

洁霉素
、

乙酞螺旋霉素
、

庆大霉素
、

新霉素
,

合成抗菌药有甲硝哇
、

映喃哇酮等
,

激素类有可的松
、

强的松
、

氢

化可的松
、

地塞米松等
。

复方四环 素双层药膜
‘’

该膜 由

四环素
、

强的松
、

樟柳碱
、

地卡因等药物加

工制成的膜剂
。

具有消炎
、

抗过敏
、

改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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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局部
、

止痛和促进溃疡愈 合 等 作

用
。

用于复发性口疮
,

糜烂型扁平苔癣及创

伤性溃疡等的治疗
,

经临床 例 观察
,

总

有效率为
,

无副作用
。

复方庆大霉素 口腔 药膜  由硫

酸庆大霉素
、

地塞米松
、

地卡因等 药 物 组

成
,

适用于复发性口疮等各类 口腔溃疡
。

经

临床试用 例
,

止痛迅速
,

粘着时间长
,

近

期效果好
,

能明显缩短溃疡愈合期
。

复方洁霉素膜 剂 本膜以盐 酸

洁霉素
、

氢化可的松
、

 一
、

等 药

物制成的膜剂
。

经临床观察 例
,

对口  粘

膜溃疡效果较好
,

总有效率为
,

一 般

一 天内溃疡全部愈合
。

乙 酞螺旋霉素药膜 乙酞螺旋霉素

对 细菌作用力强
,

进入血液后
,

在 唾 液

腺
、

牙跟中分布的浓度很高
,

而且积蓄的时

间较长
,

是治疗 口腔炎的理想药物
。

丘克群等报告
‘ ,

乙酞螺旋霉素 口 腔

药膜临床观察 例各种类型 口腔溃疡 及 口

炎
,

都取得满意效果
。

对复发型口 疮 及 口

炎
,

用药后 天内即愈
,

总有效率为
,

无不 良反应
。

周幼安报告
,

以 乙酞螺旋霉

素为主药
,

用水溶性高分子物质和水难溶性

高分子物质 丙烯酸树脂 五号
、

聚 丙 烯 酞

胺
、

甲基纤维素 组成药物载体
,

具有增强

粘附性和溶解迟缓性的特点
,

一般粘附

以上
,

不受进食和说话的影响
。

该膜涂有保

护 层
,

口感良好
。

临床上主要用于 口腔溃疡

和各种 口腔炎症
。

一般使用 一 天
,

对消

炎
、

止痛和促进溃疡愈合有明显疗效
。

。

复方金霉素药膜  由金 霉 素
、

去氢可的松
,

等药物组成
。

用于各种 类

型口腔 溃疡
,

贴膜 一 天症状即 明 显 好

转
,

一 天多可愈合
。

甲 , 肖吐药膜 甲硝哇抑制口腔厌 氧

菌的繁殖
,

与其他药物配合应用
,

对口 炎及

口腔溃疡有很好的疗效
。

姚雪彪 以甲 硝

噢和樟柳碱为主制成的药膜
,

可改善局部微

循环
,

抑制厌氧菌生长
,

促进溃疡面愈合
。

临床表明对口腔溃疡和牙周炎疗效显著
。

张
明道等报告

“ ,

以甲硝哇
、

左旋米哇
、

硫酸

锌等药物组成的药膜
,

经 例 口腔溃疡 疗

效观察
,

总有效率达
。

其中 例 曾

用传统方法治疗无效后改用此膜治疗而收到

良好效采
。

吠喃吐酮 口腔 溃疡药膜  该作者

从吠喃哩酮治疗消化性溃疡效果甚佳得到启

示
,

以该药为主制成的药膜治疗 例 口腔粘

膜溃疡
,

每天用药三次
,

一 天后炎症
、

疼痛减轻或消失
,

溃疡逐渐愈合
。

总有效率

为  
,

尤其对复发性 口腔溃疡 疗 效 更

好
。

二
、

中西药合方药膜

醋酸洗必泰和青黛
、

冰片或养阴生肌散

组成的复方药膜
,

用于临床效果满意
。

戈淑

庭等报告
‘ 。 ,

复方养阴生肌散药 膜 用 于

余例口腔溃疡
、

炎症等
,

三天内溃疡愈

合 占  
,

有效率为
,

迅速止痛占
。

养阴生肌散成份为明腰黄
、

人 工牛黄
、

黄

连
、

龙胆草
、

黄柏
、

薄荷脑
、

锻 石 膏
、

甘

草
、

冰片
、

青黛
。

李国权
‘ ’

以潘生丁
、

丹参 注射液
、 、

硫酸锌
、

金霉 素等

药物制成复方 口腔溃疡膜
,

用于复 发 型 口

疮
、

创伤性 口腔溃疡
、

疮疹性 口炎等
,

临床

观察 例
,

溃疡在 天内愈合
,

总 有

效率
。

其中 例用其它方法治疗无效
,

经该膜治疗后收到 良好效果
。

三
、

中药 口腔药膜

王勤观等报告
‘ “ ,

以生石膏
、

青黛
、

儿茶
、

雄黄
、

龙骨
、

珍珠粉
、

冰片等中药制

成口腔溃疡膜
,

观察了单纯性 口 腔 溃 疡

例
,

复发型 口腔溃疡 例
。

病程 最 长 者

年
,

最短者 天
,

且多数经中
、

西多种药物

治疗无效者
,

改用本品治疗后
,

溃疡部位一

般在 一 天内即愈合
。

总有 效 率 为 
。

杨相彬等报告 乏
“ ,

根据蜂胶具有成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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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点
,

并有止痛
、

消炎
、

促进渍疡面愈

合的作用
,

以蜂胶为主制成 口腔药膜
。

本膜

主要特点是止痛效果快
,

维持时 间长
,

无刺

激性
,

尤其对创伤性溃疡效果更佳
。

大多数

用药 一 天即可愈合
。

经临床观察 例
,

总有效率为 !
。

四
、

其 他

复方溶菌药膜
’ 峨, 该膜以卵制溶菌酶

和
。

为主药
。

临床观察 例复发型 口疮
、

经贴本膜治疗
,

每 日 一 次
,

三天为一疗

程
,

最多治疗二个疗程
,

有效率为
。

复方硫酸锌 口腔溃疡药膜
‘

内含硫

酸锌
、 、

地卡因
、

庆大霉素等药物
。

临

床应用疗效好
,

止痛明显
,

一般用药 一

天可愈合
。

纵观 目前用于 口腔溃疡的各种药膜
,

品

种繁多
,

对于各类口 腔溃疡均有较 好 的 疗

效
,

对复发型 口疮可延长间歇期
,

减 少 复

发
,

但尚未能达到根治 目的
,

期望能有疗效

更好的药膜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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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

丙戊酸及其代谢物的胎

贾丹兵译

丙戊酸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抗癫痛药物
。

本品与

其它抗癫痛药相同需长期服用
。

因此
,

有些病人服

药期间可能受孕
。

已经有警告说此药可能致畸
,

而

且在动物试验中已经表明本品的代谢产物之一
,

2

一丙基一戊烯酸是畸形形成的原因
。

这些报告促使

人们对丙戊酸的单不饱和代谢物透过胎盘而转输到

胎儿以及新生儿对其消除进行了研究
。

丙戊酸及其单不饱和代谢物 ( 2 一丙基一 2 一

戊烯酸
、

2 一丙基一3一戊烯酸
、

2 一丙基
一

4
一

戊

烯酸) 的血浆浓度
,

在 四名癫痈孕妇和她们的新生

儿中已经进行测定
。

测定时血样的采集
,

在分娩的

第一产程中收集母亲的血样
,

婴儿娩出后立 即取脐

血样
。

所有妇女均已服丙戊酸一年以上者
。

经发现

丙戊酸和三种代谢物的血浓度
,

脐带血浆中比在母

亲血浆中均约高出1
.5倍

。

令人惊奇的是上述被 研

盘转运及新生儿消除作用

张萦洞校

究的四种化合物巾脐带和母亲之比例几 乎 平 均 相

同
。

从出生后的二个新生儿中收集的血样
,

并且分

析丙戊酸及其代谢物
。

已经发现丙戊酸和 2 一丙基

一 2 一戊烯酸的血浆浓度在出生后的第一周始终是

降低的
,

而 2 一丙基一 3一戊烯酸和 2 一丙基一 4

一戊烯酸在两个新生儿中表明变化不大
。

作者认为
: “

几份报告已经认为丙戊酸的不饱

和代谢物
,

尤其2 一丙基一 4 一戊 烯酸
,

很可能是由

其引起致畸性
。

这一报告指出2 一丙基一 4 一戊烯

酸在胎儿中蓄积
,

它可能部分说明了接受丙戊酸治

疗的癫痛母亲所生的子女具有畸形的高发病率
。

然

而
,

澄清这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

〔 A J P 《澳大利亚药学杂 志》
,

7 。( 7 ) 5 55
,

1 0 5 9
( 英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