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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下降愈快
、

甲硝哇基本无变化
。

配伍应

用时
,

夏季于 内用完
,

其他季节 内用

完
。

余建清等的考察试验也证明
,

庆大霉素

与甲硝哇
、 。

注射液的配伍在 内稳定
,

可以

配伍使用
。

与注射用柱昌白 素配伍〔

甲硝哩 。件 和注射用柱晶白霉素

件 的混合液紫外扫描
,

吸收值
,

吸收

曲线未见变化
,

同时
,

柱晶 白 霉 素 。 与

。 甲硝哩注射液 混合放置在 ℃于

。 和 观察
,

未见外观变化
,

薄层分析无杂

斑形成
,

可以使用
。

与林可祥案配伍
“ ‘。

以配伍前林可霉素效价为 。。
,

比较两

者配伍后变化发现在 内林可霉素效价持续

稳定
,

馄合液在 ℃恒温放置
,

外观
、

色

泽
、

澄明度
、

无变化
。

另一实验 表明
,

甲硝

哩 件 和林可霉素 万 的混

合液紫外扫描吸收曲线无变化
,

薄层层析无

杂斑生成
。

与乳抽酸红琢案配伍

以。 甲硝哇注射液 为溶剂

稀释红霉素含量为
,

置 ℃
,

℃ 恒

温放置于不同时间观察
,

其澄明度
,

均无

变化
。

抗菌试验还发现红霉 素 抗 菌 活性增

强
。

与级 索注射液配伍川

件 的氯霉素与 件 的甲

硝哇注射液混合
,

经紫外扫描发现其吸收曲

线无变化
。

氯霉素注射液 。  加

入 甲硝哇注射液 中
,

混 合放置

。 及 未见外观变化
。

在肠℃ 下进行薄层

分析无杂斑形成
,

故可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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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氮哇核昔涂膜剂的制备及其对儿童腮腺炎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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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三氮哇核昔 有针剂
、

制备方法

片剂
、

口服液等
。

近年来
,

我们研制了三氮哇 称取聚 乙烯醇 一
,

加适量蒸馏

核昔的新剂型
—

涂膜剂
,

治疗儿童流行性 水浸泡膨胀过夜
,

置水浴上加温
,

使之溶解
,

腮腺炎
,

在解热
、

减轻局部肿胀
、

疼痛等方面 加入三氮哇核昔
,

尼泊金
,

加蒸馏水 搅

获得了满意效果
。

现介绍如下 拌溶解即可分装
。

一
、

三氮睡核昔涂膜荆的制备 二
、

质 控制
。

处方 外观 无色
、

澄明
、

胶体溶液
。

三氮哇核昔  含量测 定 按 。年版中国药典规

尼 泊 金 。 定是氮法测定三氮哩核昔中氮的含量
。

聚乙烯醇 一 稳定性试验 将分装好的 涂膜 剂分

燕馏水 加至 下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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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

大量未反应异氰酸须从衍生化溶液中提

取除去
。 , 一

异氰酸硝基苯醋作 为 一 种 活

性氮甲酸酷固定在多聚物材料上
、

活性氨甲

酸醋由于多聚物基质的琉水性被保护起来
,

减少了与分析物反应的试剂消耗量
,

所以试

剂 可反复用于自动分析中的有效衍生化
。

因

为异氰酸在聚合物骨架构造中仅以低浓度释

放
,

其二聚作用或交叉反应还不造成多大问

题
,

理想的聚合载体只允许亲脂性
、

亲核性

分析物透过多聚物微孔
,

然后与活性氨甲酸

醋反应
,

而排除亲水成分
。

结论

己有利用对映体分析测定生物体液中药

物的化学和手性参数的报道
。

当前用 直

接分离或非手性间接分离的样品净化过程太

长
,

劳动强度也大
。

在多聚载体上固定衍生

化试剂 后 给 生 物体液分析带来方便
。

聚合

试剂的疏水性在药物测定中起着固相提取介

质的作用
。

限制聚合试剂的孔径可抑制体液

中大分子蛋白质浸透
,

因而避免了干扰
,

非手

性和手性衍生化试剂用于生物体液的直接分

析
,

以最小强度的样品处理就可完成对映体

药物定量测定
,

这些方法简化了 衍生化步

骤
,

并且提供了一个生物体液中手性药物测

定的崭新方法
。

〔 一 ,

,

皿

上接 页

别置于烘箱 ℃
、

室温 ℃ 冰箱 ℃ 一

个月
。

观察结果 徐膜剂的稠度
、

均匀性
、

色

泽均稳定
,

无霉败现象
。

三
、

临床 疗效现案
。

病例选择

按流行病学
,

实验室检查及局部体检
,

明

确诊断为流行性腮腺炎儿童患者 例
。

其中

双侧腮腺肿大 例
,

单侧肿大 例
。

体温

℃ 例
, 。

例
,

℃ 例
。

白细胞总数 万
,

例
,

万
,

例
, 。。。

,

例
。

性别与年龄分布
,

男 例
,

女 例
,

年

个月 岁 例
,

一 岁 例
,

一 岁 例
。

治疗方 法

除体温 ℃给于退烧药外
,

其余均采

用腮腺局部应用本涂膜剂
。

先将患儿脸部用

温水轻轻洗净
、

擦干
,

然后将本涂膜剂均匀涂

在腮腺肿胀处
,

并轻轻按摩几分钟
,

一 日 一

次用药后
,

局部可形成药膜
。

疗效评价

例患儿均为门诊病人
, 之 后 复诊

。

疗效评价标准
,

显效 体温完全正常
,

局部腮

腺完全消肿
,

无疼痛感
。

有效 体温下降
,

局

部腮腺肿胀明显缩小
,

无疼痛感
。

无效 体温

和腮腺肿痛无变化
。

观察结果 显效 例
,

有

效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达

讨论

三氮哩核昔系核昔类广谱抗病毒药
,

对

多种 和 病毒有抑制作用
,

能阻止

病毒的复制
。

全身用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
,

由于首过效应
,

生物利用度 也有 一定 的 削

弱
。

涂膜剂局部用于治疗腮腺炎
、

药物经皮

吸收
,

提高了有效药物浓度
,

直接对抗腮腺炎

病毒
,

减轻了副作用
。

涂膜剂型
,

避免了打针

服药之苦
。

易于 为病人
,

特别 是儿 童 所接

受
。

在药物稳定性试验中
,

我们发现涂膜剂

麦面易生霉
,

加入少量防腐剂至少三个月能

避免发生霉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