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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论
。

重量差异项目测定
,

发现三 个 批 号

的栓剂均符合药典规定
。

总体分析显示
,

枚栓剂的平均栓重为
,

总体重量差异

范围为 一 依据药典规定 与

参考文献
,

可 以进一步确定枚重的范围为

士 克
,

并可以将之作为一项质 量

控制指标
。

融变时限项目测定
,

发现三 个 批 号

的栓剂均符合药典规定
。

总体分析显示
,

枚栓剂的融变时 限范围 为  
。

在

制定质量控制标准时
,

可以将之作为 一项指

标
。

。

含量测定项检测

本实验采用的分析方法
,

是栓剂类

制剂含量测定的常用方法
,

简单易行
,

结果

准确
,

可以作为氟呱酸栓剂含量测定的指定

方法
。

制备栓剂时的原料药的粒径
,

对检

测结果有很大影响
。

预试验时
,

原料药颗粒

较大
,

所制成的栓剂
,

含量相差很大
。

正式

试验时
,

将原料药过 目筛后
,

再投料
,

所

制成的栓剂
,

含药量均匀
,

测定结果偏差极

小
,

三个批号的标准相对偏差为
。

根据含量测定的结果
,

可以确定氟

派酸栓剂的标示量为 。
。

枚
,

符合 处方

拟订的设想
。

为了使氟呱酸栓剂更为完善
,

我们

将进一步改善制剂工艺
,

优化处方组成
,

并

对生物利用度进行测试
,

争取尽快转 向临床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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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分析方法的微机辅助毒物确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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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现代社会的发展
,

为人们生活提供了丰

富的物质条件
,

越来越多的药品
、

化妆品
、

日用品进入于家万户
,

给人们带来方便
,

健

康和享受
。

然而
,

这些物品由于使用不当或

者故意
,

可能导致中毒
。

因此
,

药品
、

毒物

中毒是医院的常见急症之一
。

如何迅速地选

择分析方法并正确判断结果
,

使医生
,

药师

能有目的地对病人实施抢救治疗
,

是医院药

剂科与其他检验工作者急需解决的河题
。

另

一方面
,

对于多数普通医院来说
,

由于受到

医院设备条件或者人员技术水平和经验的限

制
,

对常见的未知毒物中毒进行分析确证
,

仍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间题
,

为此
,

笔者将微

型计算机与毒物分析实验相结合
,

开发了对

可能中毒的毒物进行综合分析
、

判断和确证

的微机系统
。

系统设计思想

系统设计的基本思想是把临床毒物分析

理论和技术与计算机强有力的记忆
,

快速运

算和逻辑判别能力熔为一体
。

在设计中注意

以下几方面
。

模拟 床毒物分析的 思维过程

按照临床毒物分析方法川
,

当遇到中毒

病人时
,

首先检查病人的症状
,

询问有关线

索
,

并根据这些信息
,

按系 统提 示喻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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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毒物分析分成二种情况 一种情

况是中毒病人的症状与中毒物具有比较明显

的相关性和典型性
。

例如
,

阿托品类生物硷

中毒
,

可使瞳孔散大 , 一氧化碳
、

氰化物中

毒
,

可使血液和皮肤呈樱桃红色等等
。

所

以
,

根据临床症状和有关线索就可初步确定

为某一种或几种可疑毒物
,

然后用定性分析

法迅速增加以确证
。

另一种情况是病人的症

状与中毒物的相关性不明显
,

症状不典型或

者存在着交叉现象
,

很难区别是哪一类毒物

引起的中毒
,

这时可采用系统分析方法
,

逐

步排除达到确证目的
。

对第一种情况
,

为便于通过中毒症状进

行初步判断
,

系统建立了一般症状数据库
,

并根据常见毒物的类别进行症 状归类
,

这

样
,

用户可从已知症状入口
,

逻辑地进入到

对可能中毒物进行分析的途径
,

或者从已知

毒物入口
,
直接进入对毒物进行分析 的途

径
。

对第二种情况
,

系统提供系统分析方法

钓详细步骤
,

这些步骤是根据经典的毒物分

析理论￡“ “ ,

结合笔者长期毒物分析经验
,

在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情况
,

加 以 程 序 化

的
。

用户根据系统的提示能够顺利
、

准确地

进行系统分析 如图一
。

的半别标准

采用的是程序化的系统分析方

法
,

按照这些方法进行一些简便的筛选试验

和薄层分析
,

并将结果 与 的标准

进行比较
,

由此得出确证或排除某种毒物的

结论
。

取尿
,

胃内容物或血液试样

调节
,

用有机溶剂提取

⋯

不可

⋯示厌疆蠢瘾长⋯⋯

极性部分

加氨液
,

用氯仿提取

强酸部分

一
加 几 提取

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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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弱酸部分

溶剂部分洗涤 干

⋯
一

辰俞
一

图 系统分析框图

的判别标准是根据

帕川和 【“ 等阐述的毒物薄层 分析

法与相对 值 作 为理 论基础
。

这些数据

经笔者在操作条件标准化的情况下
,

反复分

析测得
,

并存储在系统的数据库中
。

当用户

输入自己的分析数据时
,

系统 自动进行 比

较
,

输出判别结论
。

薄层分析的 值 与相

对 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值 斑点中心至原点距离 展开 剂前

沿至原点距离

值 二 样品斑点 值 对照品斑 点

值 关

。

程序设计的实现

临床中毒情况通常比较复杂
,

所以
,

程

序设计要求把毒物分析的各种可能情况包含

在内
,

同时
,

要求系统内部结 构的 逻 辑清

楚
,

关系连接紧密
,

运行速度快
,

判断结果

准确
。

为此
,

笔者设计了树状结构的程序模

块以及数据库文件和存储文件
,

并在软件中

设计了多个入口
,

使因临床资料不同
,

而从

不同的途径进入软件
。

不同入口对分析方法

的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

临床资 料价值越

大
,

分析速度越快
。

系统框图如图二
。

厂诬赢
一

子子模块 子子模块

确证模块弓证模确块

、一
确证模块

确证模块

一潮图川
症症症症 症症症 症症
状状状状 状状状 状状
模模模模 模模模

夔夔块块块块 块块块

几一图圈日一一图图日

系统框图
。

系统功能与特点

以目前广泛使用 的

为硬件支持
,

及  !∀ 为

软件支持
,

全部汉字化
。

系统收载临床中毒

中常见的 种安眠镇 静药
、

种农 药 以

及 种生 物 硷
、

金 属 和 其 它挥 发 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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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水溶性毒物等的分析资料
,

可根据临床

资料进行个别分析和系统分 析
。

其主 要 特

点

应用化学实验方法与微机相结合

 
一

把化学实验方法 与微机相结

合
,
扩大了微机在化学领域中的应用

。

化学

实验方法对毒物进行分析鉴别是最简便
、

最

易得到的一种手段
。

当它与微机结合后
,

增

强了毒物中毒的急救
,

提供强有力的分析手

段和判别模式
,

有助于提高救治水平
。

中毒症状与选择实验方法相结合

如图二所示
,

每一症状模块包括若干症

状组
,

每一症状组对应一条实验分析途径
。

不同中毒症状对应不同的分析途径
,

症状鉴

别得越可靠
,

分析速度越快
。

操作技能训练与毒物分析应用相结

合

为保证系统分析的准确性
,

避免因操作

错误或误差导致分析失败
,

在设计中把每一

步操作都予以严格标准化
,

屏幕详细提示每

一操作步骤
,

用户按提示操作
,

即能保证准

确无误
。

系统还存储有关各种标准试剂的正

确配制方法
,

在分析过程中可随时查询
。

所

以本系统不仅可作为毒物分析的实用工具
,

也可作为毒物分析人员培训的辅助工具
。

毒物分析与中毒急救治疗相结合

不仅具有强有力的分析手段
,

同时也提供详细的中毒急救治疗措施
,

一旦

系统确定了毒物类别
,

用户可按提示进一步
‘

获得进行抢救的一般措施和特效方法
。

操作简单
,

使用方便

采用菜单工作方式
,

屏幕显 示

清晰
,

翻页迅速方便
,

操作极其简单
,

只要

按提示输入选择的数字键或输入化学实验数

据即可
。

程序设计采用多种容错技术
,

可最

大限度地避免输入错误
。

系统采用树状结构

模块设计
,

在程序运行的任何地方都可 中

断
,

退回到分支处以便更换分析途径
,

所以

系统具有多入口
、

多途径分析的优点
。

。

结束语

是将微机与毒物分析实验相结

合
,

对可能中毒的毒物进行综合分析
,

判断

和确证的微机系统
。

系统收载的化学实验方

法适用于任何医院和基层实验 室
。

为进一步研制智能性毒物分析系统创造良好

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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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函授面向全国招生

本部经省教委批准面向全国招生
。

选用

长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
,

所设 门中

西医课程
,

与高等教育中医 白学考试计划同

步
,

由专家教授教学和捕导
,

凡具高中语文程

度者均可报告
,

来函至 合肥市阜阳路

号安徽省高校联合培训部
,

简章备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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