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度计调节 散射 光 下 照射
,

用 一 的含量
,

结果见表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其中 种维生素

表 光照 后维生素含童 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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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 明
,

注射用九维 他溶液经光

照 后
,

维生素含量均有不同程度地降解
,

经统计学显著性检验
,

叶酸降解最 明显
,

残
、

氏 较明显
, 、 、

降解不明显
。

四
、

讨论

一 光照对注射用九维他及其溶液中的

某些维生素有 光分解作用
,

其中叶酸
、

残
、

氏

对光敏感性最强
。

因此
,

在注射 用九维他贮

芷和溶液使用时应采取避光措施
。

二 光分解作用对其溶液中的某些维生

素尤为明显
,

因此临用前应新鲜配制
,

并尽可

能在较短时间内用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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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巴坦钠在 种大输液中的稳定性考察

尹玉琴 冯 敏 李 莉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昆明

摘要 本实验分别在
、

时
,

℃
、

℃
、

℃
、

℃ 下对舒巴坦钠与 种大输液配伍进行了稳

定性考察
。

结果提示
,

该药 ℃放置
,

仍为澄明液体
, 、

含量无明显变化
,

为舒巴坦钠与 种大输液的

配伍提供了参考依据
。

关键词 舒 巴坦钠 稳定性 大输液

舒巴坦钠为 件内酞胺酶抑制剂
,

对革兰

氏阳性菌及阴性菌所产生的 卜内酞胺酶有很

强的不可逆的抑制作用
。

我院普外
,

泌尿外

科
,

呼吸内科常将该药溶于大输液中滴注
。

为此
,

我们分别考察了舒巴坦钠在
、

葡萄糖注射液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

复方氯

化钠及氯化钠注射液中
,

放置 一
,

℃

时的 值及含量变化情况
。

一
、

仪器与药品

一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

津
,

型 酸度计 上 海第二 分析仪器

厂 ,舒 巴坦钠 哈尔滨制药厂

葡萄糖注射液 批号 葡萄糖注

射液 批号 葡萄糖抓化钠注射液

批号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批号

氯化钠注射液 批号  !  
,

以上

大输液均为昆明大观制药厂提供
。

二
、

实验方法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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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吸收波长的选择

精密称取舒巴坦钠适量
,

用注射用水稀

释成 拌岁 的溶液
,

在  一  处
,

以注射用水为空白扫描
,

结果显示 舒巴坦钠

最大吸收波长为 士
。

二 标准 曲线制作

精密称取舒巴坦钠适量溶于注射用水

中
,

使成 贮备液
。

再取其贮备液

稀释成每毫升含舒巴坦钠
、 、 、

 
、

、 、

拌 的标准液
,

在 处测其

吸收值
。

表 舒 巴坦钠标准曲线 二

浓度 阔耐
  !

回归方程

 !  
,

三 回收率的 汉 定

表 舒 巴坦钠 回收率测定结果

加入量 拌 回收量 阳 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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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舒 巴坦钠在 5 种输液不 同时间中 pH 值变化情况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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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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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舒 巴坦钠不 同时间
、

溶媒中的相对含蚤 (拌g / m l
,

n =
5)

溶媒 时间(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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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论

(一 )舒巴坦钠在上述 5 种输液中
,

在不

同温度
、

不同时间放置均未见混浊出现
。

而

在 37℃ 以放置 30 h 后
,

氯化钠注射液及复方

氯化钠注射液的 pH 值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

在 5 %
、

10 % 葡萄糖注射液及葡萄糖氛化钠



注射液 中含量及 pH 值均较稳定
。

(二 )舒巴坦钠在 注射 用水中
,

在 温度

4℃
、

2 5 ℃及 37℃ 与室温 (14℃ )
、

0 ℃时放置 4

一 3 0 h
,

经 U v 扫描
,

比较 最大吸收 峰
,

峰位

无变化
。

提示在 37 ℃ 以下温度放置 30 h 左

右不影响与其它药物的配伍效价
。

( 三)此 5 种大输液 pH 值是由偏酸性至

中性水平(pH 3
.
2一 7

.
0)

,

如在临床治疗中需

加酸性药物时
,

最好一起溶于偏酸性大输液

中
,

反之则反
,

较 为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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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抱拉定与常用输液配伍的稳定性

李荣振

(海军第 408 医院 秦皇岛 066000)

摘要 本实验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了头抱拉定与常用输液配伍的稳定性
。

实验结果表明
:
头抱拉

定在 10 % 葡萄糖溶液
、

5 % 葡萄糖溶液
、

生理盐水溶液
、

复方抓化钠溶液中25 ℃
、

不避光的条件下
,

24
h 内浓度

不低于原含量 95
.
8 %

,

3 7 ℃ 6 h 内浓度不低于原含量 94
.
6%

,

2 4 h 内浓度低于含量的 85 %
,

故提示在室温较高

的情况下不宜与大输液配伍作较长时间的滴注
。

关键词 头饱拉定 ;稳定性 ;紫外分光光度法

头抱拉定(
。
ef
r
ad i n e ) 系临床常用的抗生

素
,

对革兰氏阳性及阴性菌有杀菌作用
,

主用

于耐青霉素的葡萄球菌
,

溶血性链球菌
,

大肠

杆菌等引起的各种感染
。

头抱拉定临床常用静脉给药
,

而该药在

输液中的稳定性迄今国 内尚未见报道
,

为了

给临床提供必要的资料
,

笔者研究了该药在

10 % 葡萄糖溶液
,

5 % 葡萄糖溶液
,

生理盐水

溶液
,

复方氯化钠溶液中的稳定性
。

一
、

仪器与药品

上海 753 w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酸度计

P4s一4 型 (杭州亚美电子仪器 厂 )
。

头抱拉

定(扬州制药厂
,

批号 941 001 )
,

10 % 葡萄糖

注射液
,

5 % 葡萄糖注射液
,

生理盐水注射液
,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均为本院制备
。

二
、

实验方法与结果

(一 )头艳拉定吸收波长的选择

精密称取头抱拉定适量用蒸馏水
。

5 %

葡萄糖注射液
、

林格氏液分别配制成 30 拜岁

m l溶液 3 份
,

以各 自溶媒为空 白于 220 一

400 nm 之间测吸收度
,

吸收值见附图
。

附 图 头抱拉定 紫外吸收光讲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