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学实践杂志 年第 卷第 期

二 提取方法选择 等 种代

谢物水溶性较大
,

常规提取方法提取率不高
。

本文采用先饱和再两次提取的方法
,

即先加

入足量硫酸按使尿饱和
,

降低代谢物在尿中

的溶解度
,

再用 比例适中的氯仿一异丙醇混

合液提取
。

这样除 回收率大于
,

其

它代谢物的回收率都在 以上
。

三 稳定性 性质不稳定
,

在碱

性条件下易转变为
。

因此尿样保存

前必须调为酸性
,

处理时尽量在低温下尽快

操作
。

实验 表 明 室温 ℃ 下 内

损失小于
。

因此在正常尿样处理

时间内 一 的损失可以忽略
。

四 一 乙酸化转移酶
、

凡 酶 在体

内芳香胺类
、

脐类和含氮杂环类的生物转化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 它们的活性高低对预

测某些芳香胺类
、

麟类药物的毒副反应及指

导用药和评价人体对某些化学致癌物质的易

感性及某些癌症 膀胧癌
、

肺癌
、

乳腺癌等 病

因学研究均有重要意 义
。

本文采用

法测定咖啡因尿中主要代谢物
,

精确稳定
,

较

为简便
,

为这两种酶的活性研究提供了一种

新的较为可靠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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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监测血清中卡马西平血药浓度 50 例分析

杨 丽英 李景玉
’

卢清林
‘

(北京清华大学医院 北京

李红宇
补

1 0 0 0 8 4 )

摘要 卡马西平是临床上常用的抗癫痛药物
,

因其受个体差异的影响很大
:
相同的药物剂量不能产生

相同的血药浓度
,

因而产生不同的疗效及毒副反应
。

本文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 pL C) 对 50 例瘫痛患者血清

中卡马西平的药物浓度进行了监测和分析
。

关键词 高效液相 色谱 ;卡马西平 ;血 药浓度

绝大多数癫痛病人需要长期用药治疗或

预防
。

作为常用的抗癫痛药物卡马西平
,

其

, 河北省医学科学院 石家庄 0 50021

治疗血浓度范围较小
,

个体差异又很大
,

临床

上难于 区分是药物的毒副反应还是癫痛发

作
。

血药浓度监测是实现给药方案个体化的

一个重要手段
。

为此
,

我们与临床结合
,

利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对 50 例服用卡马西平的癫

痈病患者的血药浓度进行了监测和分析
,

为

l庙床及时调整药物剂量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仪器与试剂

仪器
:
美国 W at

ers 公司液相色谱系统
。

试剂
:
甲醇 G R

,

二 氯 甲烷 A R
,

乙 睛

H PL C 级
。

标准贮备液
:
卡马西平的 lm g/m l的 甲

醇液
,

内标液为 1
.
s
mg /
m l 的 巴 比妥/甲醇

液
。

二
、

样品处理与测定方法

(一 )未血时间 患者服药 2一 4w k 达稳

态后
,

下次给药之前静脉抽血
。

( 二 )样品处理 将静脉血 30 00 r/ m in 离

心
,

取 250 闪血清
,

加入 200 川磷酸盐缓冲液

(pH = 7
·

6
)

,

3 m l 二氯甲烷
、

2 0 拌l 内标液
,

旋

涡混旋后离心 15m in(300 0以m in )
,

取下清液

于 45 ℃水浴蒸干后
,

加入 50 川 甲醇重溶
,

取

10一 20 拌l进样
。

( 三) 色谱条件 sm m X 10em q
s
径向加

压柱
。

流动相
:
乙睛

:
甲醇

:
水 二 1 0

:
41

:4 9
,

流

速
:Zm l/ m in

,

记录纸速
:15 cm /h

,

紫外检测器

波长
:254nm 。

三
、

结果分析与讨论 (附表 )

卡马西平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癫痛的常用

药物之一
,

其治疗指数低
,

有效治疗血浓度范

附表 50 例卡马西平血药浓度监浏结果

血药浓度(耐d ) 病例数(例) 百分率(% )

< 4 14 28
.
0

4一 1 0 5 8
。

0

> 1 0 7 1
4

.

0

围窄
。

一般认为卡马西平的有效血药浓度范

围是 4 一 10 拌以ml
,

血药浓度低于 4拌g / ml 达

不到治疗效果
,

超过 10 滩/m l则产生中毒现

象
。

本文所测 50 例 患者血药浓度
,

低于

4拌岁m l的有 14 例
,

占监测总人数的 28
.
0 %

,

超过 10 拌岁m l 的有 7 例
,

占监测总人数的

14
.
0%

,

由此可以看出口服卡马西平在患者

中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

所以监测卡马西平

的血药浓度对于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

卡马西平的剂量与血药浓度之间存在很

大的个体差异
,

而血药浓度与疗效之间又有

较大的相关性
。

因此
,

通过测定血液中药物

的浓度并运用药代动力学原理制定合理的个

体化给药方案
,

以提高疗效
,

避免或减少毒性

反应
,

将对临床合理用药起重要作用
。

微量微生物法测定头抱哇琳钠的血药浓度

张志敏 杨 燕

(解放军第 260 医院 石家庄 05004 1)

头抱哇琳钠为广谱抗菌素
,

对革兰氏阳

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作用较强
,

临床广泛使

用
。

但其不 良反应如胃肠反应
,

菌群失调
,

尤

其是用药不当时导致肝
、

肾毒性反应
,

使病人

转氨酶升高
,

尿素氮升高和蛋白尿
,

白细胞或

血小板减少等症
,

已被临床重视
,

测其血药浓

度
,

如用血药浓度测定仪
,

气相
、

高效液相色

谱仪等高档设备
,

对一个中小医院来讲 目前

尚不具备条件
,

为此笔者采用微量微生物法

测定血药浓度
,

取得较满意的效果
,

现报告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