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刀   妞

三
、

讨论

脂质体滴眼剂作为一种新剂型在质量检

测方面少有报道
。

我们通过透析法进行匹罗

卡品脂质体滴眼剂的包裹率测定取得了较为

满意的效果
。

因为透析法是除去未包封药物

的一种最简单和最常用的方法
。

它能除去几

乎所有游离药物  
。

在透析过程中应注意透

析液的渗透强度与匹罗卡品脂质体滴眼剂的

渗透强度应基本相同
,

否则会引起脂质体体

积发生变化
,

导致被包封 的药物 泄漏
。

透析

液用磷酸盐缓冲液来维持渗透压及 可起

到防止脂质体破坏的目的
。

定时搅拌达到药

物充分扩散
。

在测 定过程 中设立 对照品溶

液
,

可在相 同条件下进行对照 比较
,

了解透析

是否完全
。

该方法测定简单
,

结果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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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抱菌素类药物在静脉输液中的稳定性及与部分药物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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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头抱菌素类抗生 素作为一类强

有力的抗细菌感染药物
,

已被临床广泛应用
,

适用于许多单纯或混合感染
。

但因其化学结

构类似青霉素
,

母核均含有不稳定 的
一

内

酞胺环
,

易水解
,

其水溶 液的不稳定 性
,

放置

时间越长则分解越多
,

不仅药效消失
,

而且产

生的致敏物 质也增多
,

因此 了解其在 临床常

用输液及配伍中的稳定性
,

显得十分重要
,

为

了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

减少不 良反应
,

我们查阅近几年有关文献综述如下
。

头抱哇琳钠 为第一代头抱菌素
,

是 临

床应用最多的一种
。

谢玉芝〔‘〕考察头抱哩琳

钠在 葡萄糖和 葡萄糖盐水注射液
,

生

理盐水中不避光条件下
,

内浓度 下降均

低于
。

李焕德  等报道 个厂家头抱 哇

琳钠在药典规定 的葡萄糖注射液 声
范围 内

,

溶 解于 葡萄糖注射液 中
,

放置 内不同时间的光谱分析 内主峰

含量几乎不变
。

在 后色谱条件不变 的情

况下
,

可见有 个色谱峰出现
,

但结果按归一

化测定含量
,

个厂家产品在各 值时不同

时 间所 测 结 果 均 在 以 上
。

头 抱 哇琳

钠  与利 巴 韦林注 射液在生 理盐水中混合

后
,

℃ 一 ℃ 以下
,

内外观无任何变化
。

但测定两药含量 均降低 以上
,

两药不宜

混合静滴
。

头抱他定 商品名为复 达欣
,

为

第一代头抱菌素
,

注射剂 中加有一定量 的无

水碳酸钠
,

因此 遇碳酸氢钠不稳定
。

周

延安 等  对 不 同温 度 下 ℃
,

℃
,

℃

分别与 氯 化钠 注 射液
,

平衡 液
,

甲硝哩注射液按临床常用配伍
,

结果表

明在 内均有足够的稳定性
。

但与碳酸氢

钠注射液配伍时 ℃ 可 保留
,

内保留近
。

在室温 ℃ 一 ℃下对在

葡萄 糖低分子右旋糖配注射液 中 内

测定其含量 卯
。

头抱唆厉钠 为第三代头抱菌素
,

张毕

奎  对 个厂家 头抱 噬肪 钠在 不 同 声 值

葡萄糖注射液中放置抖 后
,

经 测

定含量均在 以 上
,

的葡萄糖注射

液中溶解最 快
。

在 葡 萄糖注 射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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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清开灵 工 和三氮哇核昔 配伍后
,

药

液 工 立即出现混浊
,

主要原因与 有关
。

故头抱唾肪钠不能与清开灵混合静滴
。

药液

内外观及含量均无显著改变
。

头抱

噬肪钠  在 甲硝哇注射液 中
,

抖 内不 同时

间观察外观 无 明显 变化
,

测定 其含 量和 声
值均保持相对稳定

。

头抱呱酮钠 商 品名先锋 必
,

为第三代

头抱类抗菌素
。

刘辉义等回 报道
,

头抱呢酮

钠在 葡萄糖注射液和 生理盐水 中配伍

后 ℃以下稳定期在 以上
,

在常温下
,

与

生理盐水配伍时较葡萄糖溶液稳定
。

杨克钊

等
‘

对头抱呱酮钠 与 甲硝 哩注射液配伍在

℃
、

℃ 时测定 内 值和含量均无 明

显变化
。

头抱曲松钠 为第三代 头抱类抗菌素
。

金玉坤等 川 报道头抱 曲松钠在 ℃ 时的

种常用输液 中 内的含量测定结果表 明

在 和 葡萄糖注射液 中 含量下 降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中的稳定 时间

仅为
。

张跃春〔‘〕和周 茂金 等〔’
对 头

抱曲松钠与 甲硝哩和 甲硝 哩 注射液 的混

合液配伍观察
,

前者 在 ℃
,

℃ 内溶 液

外观
、

值
、

含量 均无变化
。

后者对混合液

内扫描结果无显著变化
,

外观及 值均

无变化
。

有报告〔‘ 〕用 氯化钠注射液配

制的含氨茶碱和头抱 曲松 钠的混合液
,

氨茶

碱和头抱曲松钠最初降解 和
,

降

解 和
,

同样配伍在 葡萄糖注射

液中 是不稳定的
。

头抱拉定 为第一代头抱菌素
。

注射剂

有两种
,

一种是游离酸与无水碳酸钠 的混合

物 注射用头抱拉定 另一种是游离酸与精

氨酸 的混合物 注射用头抱拉定
。

李荣

振〔‘〕报道头抱 拉定在 和 葡 萄糖注

射液
,

生 理盐水
,

复方 氯化钠注 射液 中 ℃

不避光放置 含量 不低于 ℃放

置 含量不低于
。

肖克来提等
‘〕报

道头抱拉定与 种注射药物 的配伍
,

并观察

不同时间吸收曲线变化
,

结果发现头抱拉定

与生血敏在 葡萄糖注射液 中 汉 后其吸

收曲线有变化
,

故两者不宜配伍 与地塞米松

磷酸钠注射液
,

氨基己酸注射液
,

注射液

混合后外观
,

值
,

吸收曲线均无 变化
。

在

碱性条件下
,

易氧化分解
,

溶液变黄
,

两者

配伍使用应在 内静滴完毕
。

拉氧头抱钠 为第一代头霉 烯类抗 生

素
。

倪海镜等
’ 〕报道拉氧头抱钠 与 种 常

用输液配伍稳定性结果 最稳定 声 值范围

在
一

之间
,

在 氯化钠注射液
,

复方氯

化钠注射液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

和

葡萄糖注射液及甘露醇和复方甘油注射

液中 内含量几乎均无变 化
,

但对 甘

露醇为饱和溶液
,

故配伍时药液温度要保持

在 ℃ 以上
,

否则将出现少量析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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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对氧氟沙星葡萄糖注射液稳定性的影响

张明香 张 莉 周 萍

(长沙市第三 医院药剂科 长沙 41 (X X) 2

摘要 本文用十字交叉试验设计法考察 声值
、

光照 强度和光照时间对氧氟沙星葡萄糖注射液稳定性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不同州 值的各组注射液

,

经强光照射后
,

其 声 值
、

从加
,

( 有色物吸 收值)
,

对大肠杆菌

〔CM CC (B) 44 103 」的抗菌活性均没有明显改变(尸 > 0
.
05 )

,

但氧氟沙星含量有所下降
,

杂质峰面 积增加
。

后两

者的变化受 PH 值影响最大
,

照射时间次之
,

光照强度影响最小
。

关键词 氧氟沙星 ;光照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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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氟沙星葡萄糖注射液是医院常规制剂

之一
。

强光对氧氟沙星葡萄糖注射液的稳定

性影响如何? 文献报道较少
。

据此
,

我们依

据文献[‘一
5 〕

,

用十字交叉试验设计法
,

分别配

成 pH 值为 3
.
50

、

4

.

4D

、

5

.

40 的氧氟沙星葡萄

糖注射液
,

在照度 25 00 h
、

3 (X X) 压
、

35 的h 下
,

照射 O 天 (对照组 )
、

5 天
、

10 天
、

巧 天后
,

测定

氧氟沙星葡萄搪注射液的 声值
、

含量
、

与加
1

(有 色物 吸收 值 )
,

对 大 肠 杆 菌 〔CM CC (B )

44 103 」的抗菌活性和杂质峰变化情况
。

一
、

实验方法

(一 )试药和仪器

葡萄糖 河北葡萄糖厂 批号
:
95 仪刃7

氧氟沙 星 浙 江 新 昌 药 厂 批 号
:

9印311

高效液相色谱仪
:
岛津 优

一
10 A 液相色

谱仪 ;SPD 一
10 A 紫外检测器 ;CR 一 6 A 色谱数

据处理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