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一 一嗽 , 旧 ‘吧 , , 、

·

论著
·

绘制伪三元相 图制备卵磷脂液晶的研究

储 藏
,

高 静
,

鲁 莹
,

丁 雪鹰
,

高 申 第三军医大学药学院药剂学教研室
,

海

摘要 目的 绘制伪三元相图
,

对不 同纯度卵磷脂及 卵磷脂与无水 乙 醇以 不 同比例
、

形成的液晶区域进行

研究
、

方法 使用 不 同纯度的 卵磷脂作为表面 活性剂
,

无水 乙 醇为助表面 活性剂
,

十 四酸异丙 醋 为油相制备

液晶 使 用 自制偏光显微镜对液晶结 构进行考察
,

绘制伪三元相图
。

结果 偏光显微镜下可观察到发亮区域

为液晶形 成 区域 卵磷脂与无水 乙 醇的 比例 凡
、

值较低时
,

系统没有液晶 出现 在 ℃及相 同 民
、

条

件下
,

使用 高纯度 卵磷脂作为表面活性剂所形成的液晶区域明显大 于使 用低纯度卵磷脂所形成的液晶区域

凡
、

值越大
,

液晶产生的 区域越大 同时随着 值的加 大
,

系统 中水的 比例 范 围也 随之增 大
。

结论 通过绘

制伪三元相图
,

可以 清楚直观地反映 出卵磷脂的各组成成分对于液晶形成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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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 一 水 一 表面活性剂体系中
,

表面活性剂达

到一定浓度时
,

油 一 水界面张力达到零状态
,

此时体

系中颗粒变小
,

界面总面积增加
,

若界面两侧膜压相

等并且表面 舌性剂分子在油水界面呈有序排列
,

体

系会形成液 晶 卿
,

卜 液 晶是 长程有

序
、

短程无序的分子聚合体
,

是物质 气态之外的第四

态
,

是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热力学稳定的中间相

态
。

根据形成的条件和组成
,

可将液晶分为两大类

热致液 晶 ‘ , 〔 仃 和溶致 液 晶
‘” 〔 。

·

翔 、 「 ’

溶致液 靛是 由双 亲化

合物与极性溶剂组成的二元或多元体系
,

通常由水

和双亲性分子组成
,

为本文主要研究对象
、

使用液晶作为药物载体有 许多优点 首先它是

热 力学稳定体系
,

在制备时无需外力作用
,

常温下可

长期保存 其次由于体系中有大量的表面活性物质

作者简介 储藏 〔
一 ,

男〔汉族
,

博 厂研究生

通讯作者 高
、 一

川 。 , 。, 、 小 《

存在
,

叮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溶解度
,

是 良好的药物载

体
〔

目前国内已有液 晶化妆品问世
,

使用证明 可以

大大提高有效成分的皮肤透过率 「
,

’

本文以 十四酸异丙醋为油相
,

无水乙醇为助表

面活性剂
,

选用不同纯度的卵磷脂作为表面活性剂
,

其中低 纯 度 卵磷 脂 的磷 脂 酞 胆 碱 含 量 为
,

高纯度卵磷脂的 含量达 以 上
,

考察 了

各系统的相图行为和影响液晶形成的主要因素
、

材料和方法

药 品 和 仪 器 高纯 度 卵磷脂 含量

上海浦江磷脂公 司 低纯度卵磷脂 含

量 为 上海浦江磷脂公 司 十 四酸异 丙酷
,

美国 山 公司进 口分装 无水乙醇 分

析纯
,

上海振兴化工一 厂 去离子水 长海 医 院制

剂室 型 电子天平 土海天平仪器厂
一 型旋涡混合器 土海第一 医学院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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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自制偏光显微镜 上海光学仪器六厂
。

方 法

液晶结构形成的确证 常用 的确证液晶结

构的方法有 差示扫描量热法
、

偏光显微镜法
、

射线衍射法
。

本研究选用偏光显微镜法
,

利用液晶

特有的光学各向异性
,

观察其对应 的光学织构
。

本

文将普通显微镜进行了改装
,

在人射光源和聚光镜

之间增加起偏器
,

得到偏振光
,

再在目镜和物镜之间

加入检偏器对液晶结构进行观察
。

当系统形成液晶

时
,

由于双折射现象的产生
,

可见明显的发光发亮现

象
,

而无液晶时镜下只见黑色背景
。

伪三元相图的制备 在具塞的玻璃试管中
,

将卵磷脂与无水乙醇按选定的 凡

混合溶解
,

再分别加人不同量的
,

向该

混合液中滴加去离子水
,

搅拌
,

使各

组分充分混匀
,

同时使用偏光显微镜观察并记录系

统状态的变化
,

将相应的点绘制在相图上
,

记录液晶

产生区域
,

即相图中曲线环绕部分
。

脂作为表面活性剂所形成的液晶区域 图 明显大

于使用低纯度卵磷脂所形成的液晶区域 图
。

,

值越大
,

液晶产生的区域越大 同时随着

值的加大
,

系统中水的 比例范围也随之增大
,

见

图
,

图
。

△ △ △
图 ℃不同

。、

条件下水 乙醇 卵磷脂

系统的伪三元相图

△ △ △
结果

相 图的显微观察 绘制相图过程中
,

随着水相

的滴人
,

系统赫度开始增加
,

取样品置偏光显微镜下

观察
,

发亮区域为液晶形成区域
,

见图
。

伪三元相 图的绘制 本研究制备的伪三元相

图
,

分别以水
、

油及一定 比例的卵磷脂 醇的混合物

为三个顶点
。

将由不同纯度 的卵磷脂和不同的
。

制得的伪共元相图相互 比较
,

可看出各因素对液晶

形成区域的影响
。

含水量低时
,

各系统均可形成

油包水型微乳
,

表现为一种透明或略带乳光的溶液
,

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无双折射现象 表面活性剂含量

较高时会出现液晶态
,

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具有双

折射现象 继续滴加去离子水
,

液晶态转变为水包油

型微乳
,

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无双折射现象
。

气
、

值较低时
,

系统没有液晶出现
。

在 ℃及相同
,。

条件下
,

使用高纯度卵磷

图 ℃不同 凡
、

条件下水 乙醇 卵磷脂

系统的伪三元相图

讨论

液晶的显微观察 液晶是各向异构的液体
,

可

以呈现和光学单轴性晶体相 同的光学各向异性
,

应

用偏光显微镜观测液晶是以液晶的正负光学性质和

各类液晶特征的双折射光学行为为根据的 笔者利

用液晶的这一特点
,

将普通显微镜改装为偏光显微

镜对液晶进行观察和确证
。

液晶的双折射现象在偏

光显微镜下 观察表现为明显发亮的马耳他十字花

纹
,

而其他状态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无发光现象及

马耳他十字花纹
。

卵磷脂 中 含量对液 晶相形 成的的影响

卵磷脂中 含量对液晶相形成的影响通过对液晶

形成的区域观察分析可知 ①卵磷脂 含量会影

响液晶形成
。

卵磷脂中主要含有 和 磷脂酞

乙醇胺
,

℃及相同
。

条件下
,

使用高纯度卵磷

脂作为表面活性剂所形成的液晶区域明显大于使用

低纯度卵磷脂所形成的液晶区域
,

说明在低纯度卵

磷脂中 含量较高
,

而 会影响液晶的产生
,

液

晶的形成主要 由 含量决定
。

②卵磷脂为长链结

构表面活性剂
,

由实验可以看出适于液晶产生
,

与文

献报道的形成液晶的表面活性剂必须是长链结构相

一致 ’〕。

。
对液晶相形成的影响 适 当的

,

对液晶

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 随着 , 的变大
,

对应的系

统中液晶产生 的区域也加大
,

此外随着 玩
,

值的加

大
,

系统中水的 比例范围也随之增大
,

增溶水量增

力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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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抱丙烯在下呼吸道细菌感染患者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刘新宇
,

吴 芳 广东医学院附属福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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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深圳

摘要 目的 通过研究下呼吸道细 菌感染患者的头袍 丙烯临床药代动 力学参数
,

为临床选择合理给药方案提

供依据
。

方法 用 法测 定 例 下呼吸道细 菌感 染患者连续给 药 后 的稳 态血 药浓度
,

数据 用 即

药物动 力 学模拟 系统 处理
。

结果 头袍 丙 烯的 药时曲 线符合二 室开放模 型
,

主要药代动 力学参数 为

士 ,

为 士 , 。。、

为 士 林酬
, 。、

为 土 , 。 。为
士 哪

。

结论 口服 头抱丙烯片
,

每天 次
,

能获得控制下呼吸道细 菌感染的有效治

疗浓度
。

关键词 头抱丙烯 药代动 力学 高效液相 色谱法 下呼吸道细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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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抱丙烯 是 年底由美 国

批准上市的第 代口服头抱菌素
。

研究表明头抱丙

烯对革兰阳性菌
、

革兰阴性菌
、

厌氧菌具有较好的的

抗菌活性
,

其中对革兰阳性菌活性更强
,

对肺炎链球

菌
、

化脓性链球菌
、

金葡菌有较强 的抗菌活性
,

临床

上用于轻
、

中度感染川
。

下呼吸道细菌感染中常见

的疾病有急性支气管炎
、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

社

区获得性肺炎及其他疾病合并肺部感染等
。

其主要

致病菌为肺炎链球菌
,

流感嗜血杆菌和酿脓链球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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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头抱丙烯临床治疗的有效血药浓度 的监

测
,

特别是头抱丙烯多剂量 口 服给药后 的稳态浓度

国内只有一篇报道 〔’〕。

本研究建立了人血浆中头抱

丙烯浓度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
,

并对 例

下呼吸道细菌感染患者 口 服头抱丙烯片每 日 次
、

每次
,

治疗第 天 口 服单剂量 头抱丙

烯片后的稳态血药浓度进行监测
,

为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参考
。

仪器与试药

高效液相色谱仪
,

检测器
,

一 旋涡混合器
, 一 台式离心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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