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

读者园地
·

药学情报通讯  年第 卷第 期

对
“
堂试剂测定内毒素定量法研究

”
一文的质疑

解放军 医院 宋兆 恩 苏桂兰 王 高峰

贵刊 年第 期所刊
“
宣试法测定内毒

素定量法研究
”

一文
,

以下简种 “赏文
” 。

经我们仔细阅读核对
,

发现有以下错误
,

愿

与作者商榷
。

一
、

堂文作者导出的公 式
一

·

我们认为式中 为常数是错误的
。

按
“

誉

文
”

方法
,

用其表
、

表 的数据我们进行

了重新核算
,

结果见表
。

表 不 同 灵 敏 度 试 剂 的
、

值

值 公 式

二 一 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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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肠

二 一 乞 ‘

。 二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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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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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 组数据来看
,

值 为 一

 ,

值为 一 一  ,

不能

认为
、

值是常数
。

而日本  

采用

测定赏试剂与内毒素成胶时间的一 组 数 据

北海  ! 见表
。

表 内 毒 素 与 成 胶 时 间

它
。

。

。 。

。 。

。 。

以内毒素浓度和成胶时间的对数进行线

性回归得

式得

二  

二 一
·

设

表

, 。

此时
,

代入

把表 按
“鳖文

”
介绍的单位进行变换

得表
。

一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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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  式得
一

’
” ’ 一

第二 军医大学微生物教研室余庆
,

周炳

荣用 一 型内毒素测定仪作的一 组 数

据 厦门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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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毒 素 成 胶 时

总期一间

表

它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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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口曰

一
闯 , 川 , ‘ ,

一
口 , 口曰吮 一

按上法进行回归得
一 ’

“ “ “
·

二 一 月习仔

设  !∀
,

代入 (9 ) 式

表 5

C 二 a = 0
.
1 0 4 O E

u
/ m l

(9 ) 把表 4 按 “ 赏文”
介绍的单位进行换算

得表 5 。

c/

a

一T 表

c/a

T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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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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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 5 中的数据代入 ( 1 ) 式得

C = 0
.
9994aT 一 “

’

” ” 4 “ r = 一 0
.
马997 (10 )

另
,

笔者用 X N C 一 l 型细菌内毒 素 测

定仪作的数批T A L ,

其b值见表 6

由上述可以看出
: K 值可 以 为1

.
2..

· ,

也 以为0
.
09 ⋯

。

b 值可以 是 2
.
7. 二 ,

也可 以

是 3
.
7. 二 。

说明 K
、

b 值不是常 数
,

而 是 参

数
。

因为K 值
,

b 值不是常数
,

不同批号 的

堂试剂b值代入
“

世文”
公式

,

计算值和 实

表 6 不 同批号的试 剂 与b值

T A L 试剂 b 值

厦 门a6o4o4

厦 门860406

福 建850531

北 海8 70528

厦 门880812

一 3
。

4 7 8 4

一 3
。

6 6 3 8

一 2
。

7 2 3 5

一 3
。

6 7 4 5

一 2
。

5 9 6 6

际 值之差太大
。

见表 7 。

表 7 不 同 b 值 对 计 算 结 果 的 影 响 ( a = 10 )

b = 一 2
。

2 5 2 5 一 2
.
7 6 4 3 一 3

.
5 7 8 9 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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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9 5 8 4 1 3 4 2 8 6 3 1 0

5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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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鳖文” 还介 绍
: p H = 7 、

37 ℃ 三
、

利用 “堂文
”

公 式 C = 1
.
O36a T -

时 K 取 1
。

_

既然认为是常数
,

其它条件下 K “
’

7 “

对其表 3 进行核算
,

发现错误太多
。

见

取何值? 表 8

表 8 兰 试 剂 测 定 参 考 标 准 内毒 素 测 得 结 果

a= 10 b 二 2

原 文 核 后 原 文 核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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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堂文

”

在介绍公 式 C = K
·

a
T

”

中说到
:

宣试剂灵敏度为 已知量
。

这里大概

是指厂家提供的
。

但这个
a
值是厂家采用试管

翻转法得出的
,

很不 精 确
,

即使 是同一批

T A L ,

在炎热 的福建可能是 1
,

而 在 偏 冷

的北京则可能是0
.
5 ,

甚至可相差一个 数 量

级
。

“赏文” 作者之所以推导 出 内 毒素与

T A L 成胶时间的检测公式 C = K
·

a
T

”
中参

数K 、
b 值为常数这一错误结论

,

是 因 为缺

乏充分 的实验数据
。

这样
,

鳖文
”

作者就很

容易把一种偶然现象当成普遍规律
。

同时
,

经推导可知
:

它亦是胡 氏公 式的一种特殊形

式
,

故 “鳖文 ”
公式不宜作为普遍 规 律 推

广
。

.
产 、“

:-
产月、尹

·

、产
.
、 ‘产、 。产 、

一

尹
,

、
‘

尸、J尸、护帆 , ‘
尹、.2 翻、护.、一、. ,- 、

。. 户、目沪
,

、尹、
.
尹

‘

、 , 产、 尹、训户、口产、J 户、
.
尹确、碑尸、尹脚、护

.
、曰产、“

·

文摘

饮 食 对 左 旋 多 巴 的 影 响

贾丹兵译 张紫洞 校

震颤性麻痹病人服用左旋多巴可控制发病的症

状
,

对特殊病人在短时 间内对它的反应有相 当大的

变化
。

考虑到左旋多巴是一种氨基酸
,

进入体内的纹

状体中可以转变成多巴胺
,

多巴胺在纹状体中的浓

度决定药物的临床反应
。

左旋多巴必 须通过胃肠道

吸收
,

并且穿透血脑屏障后方 可奏效
。

曾经认为上述

穿透过程受蛋 白质中大分子 中性氨基酸所抑制
,

而

且这些中性氨基酸与循环中的左旋多巴在输送大分

子物质的过程中互相竞争
。

有一例报告
,

对病人血浆中左旋多巴及大分子

中性氨基酸的浓度同左旋多巴的临床反应一并进行

测定与观察
,

此病人食用了能改变血浆大分子 中性

氨基酸浓度的 饮食
。

病人服用 左 旋 多 巴 (lo o m g ) 和 卡 别 多巴

( C a rb id o p a ,
2 5 m g )

,

每 日 6 次
,

并服用嗅 麦亭

( 5 m g ) ,

每 日 3 次
。

他每天食用 3 次试 验餐
,

一餐高碳水化合物
,

一餐高蛋白 (809 ) 及还有 一

餐中蛋白 (409) 。

观察结果
:
高碳水化合物餐通过升高血浆胰岛

素
,

从而减少血浆大分子 中性氨基酸的途径
,

大大

提高了左旋多巴对大分子中性氨基酸的比率
,

同时

这种情况暂时地伴随有运动失调症状
,

亦即伴随左

旋多巴产生的毒性作用
。

相反地随着高 蛋 白 饮 食

后
,

左旋多巴对大分子中性氨基酸的比率减少到不

足其半
,

此种情况正好与用药不足出现的症状相一

致
。

血浆中多巴的浓度相似
,

而多巴与大分子中性

氨基酸的 比率在。
.
1 05 一。

.
0
39 之 间变动

,

这就要 取

决于最近所摄取饮食的成分而定
。

作者指 出
: “

这些发现表明 了在服用本 药病人

中高碳水化 合物饮食可能诱发多巴中毒的症状
。

这

一作用不取决于血浆中多巴浓度
,

而取决于多巴对

大分子 中性氨基酸 的血浆比率
,

此比率在摄取高碳

水化合物后 显著升高
。

评论
:

很清楚
,

饮食可 以 影响左旋 多巴

的反应
。

高蛋 白质内含物的饮 食可 降低左旋

多巴 的作田
,

而 具 有高碳水化 合物的 饮食则

起到相反的 效果
。

讨于左旋 多巴反应有显著

摇摆的病人进行 饮食方 式的检查看来是适合

的
,

不一 定认为 这种摇摆是左 旋多 巴血浆浓

度 变化 的结果
。

〔 A J P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7 0 ( 7 )

;

5 5 5

,

1 9 5 9 ( 英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