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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中医学认为
,

急性软组织损伤属
“

筋伤
”

范畴
,

多因外来暴力作用而引起筋肉
、

脉络损伤
,

血脉外溢

所致
,

主要病理机理是气滞血疲
、

脉络 不通
。

故《素

问
·

阴阳应象大论》有
“

气伤痛
、

形伤肿
”

之说 ∃’%
。

《普济方
·

折伤门》亦 曰
& “

若因伤折
,

内动筋络
,

血

行之道不得宣通
,

疲结不散
,

则为肿为痛
,

治宜除去

恶疲
,

使气血流通
,

则可原也
” 。

说明了疼痛和肿胀

是急性软组织损伤的主要表现
,

同时也强调 了活血

化疲
、

消肿通络
、

行气止痛的原则
。

其病理基础是局

部皮肤
、

皮下及深部肌肉组织损伤
,

较严重的还 出现

肌纤维的断裂
,

小血管破裂
,

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加
,

血管内液体外渗
,

致组织肿胀
,

生物活性物质如组织

胺
、

! 一
经色胺

、

缓激肤等激活
,

从而产生大量的炎性

细胞浸润
,

致组织坏死
,

同时刺激周围末梢神经引起

疼痛〔’#
。

威驰搽剂是我院制剂室综合多种经典配方
,

按

照现代制剂要求研制加工制成的纯中药制剂
,

经多

年临床应用表明其在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方面疗效

显著
。

如方中红花
、

川芍
、

当归
、

乳香
、

没药
、

血竭等

都具有 活血散痕之 功 ∋ 血竭还 兼有 敛疮生肌之

效 ∃(% ∋桅 子有 泻火清热
,

凉血解毒
,

消 肿止痛功

效 ∃’」∋冰片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

方中还有其它行气

活血
、

通络止痛
、

清热解毒的相关药材
,

诸药合用
,

具

有活血化癖
,

通络舒筋
,

消肿止痛
,

祛风除湿
,

强壮筋

骨之功效
。

临床上我们发现
,

按常规方法治疗严重的急性

扭伤时
,

通常在扭伤 ) ∗ 内采用冷敷处理
,

) ∗ 后

内服外用一些活血化疲的中西药进行治疗
,

患者通

常表现为伤处皮下青紫
,

用药后 # 一 + , 才开始变红

和消肿
。

而扭伤之后迅速使用威弛搽剂
,

每次

− .
,

边涂边按摩
,

一次大约治疗 # − /0
,

扭伤部位始

终不出现青紫疲斑
,

而是呈现微微发红的现象
,

疼痛

和水肿程度也很轻
,

并且
,

痊愈时间大约缩短 # 一 !

,
。

对于就诊较晚的已经形成青紫癖斑的患者
,

使用

威弛搽剂治疗也能在 ∀ 一 1 , 内使青紫色癖斑较快

地变红和消退
。

这种现象与本实验结果较为一致
。

威驰搽剂既具有减轻创伤早期出血及炎性渗出的作

用
,

又具有改善血液循环
,

促进痕血和渗出物吸收
,

从而减轻创伤性炎性反应及炎性介质与毒性产物对

组织的损伤
,

促进损伤软组织的再修复
。

本实验比较了威驰搽剂
、

红花油
、

生理盐水治疗

家兔大腿急性软组织损伤后的肿胀程度
、

组织淤血
、

痛阂值作用及组织形态学检查的改变
,

结果表明威

驰搽剂
、

红花油疗效明显优于生理盐水对照组
,

而威

驰搽剂在减轻急性软组织肿胀
、

镇痛方面要好于红

花油
。

从而证实了威驰搽剂具有良好抗炎
、

消肿和

解痉
、

镇痛作用
,

是治疗临床上急性软组织损伤的理

想药物
。

但其如何从分子生物学上解释参与调控局

部炎症反应
、

细胞增殖分化和促进组织修复等过程

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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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注射用复方氛千西林钠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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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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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氨千西林钠具有增强 注射用氨千西林钠活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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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节西林
,

临床主要用于革兰阳性菌引起的全

身或严重的局部感染
。

其半衰期短 8
2

! 一 ∀ ∗ :
,

每

日须多次给药
,

影响其临床应用
。

世纪 ! 年代

初
,

β>Κ ΧΒ 等发现丙磺舒与青霉素联合应用时
,

可提

高后者的血药浓度
。

[ ≅ − Λ ≅ 0 0 ,

4 /⊥ ≅ ∀, /等人仁‘
一’∀发

现丙磺舒具有延长氨节西林在机体内半衰期的作

用
。

我室 目前所研究的注射用复方氨节西林钠是以

氨节西林和丙磺舒为组方
,

拟延长氨节西林钠的体

内作用时间
,

加大作用强度
。

本试验为临床开发此

复方制剂提供理论基础
。

材料和方法

钾Β+ /∀ > Ω Ο 柱 8! 林−
,

)
2

( − − Ρ ! − − : &流动相
&

乙睛
一

离子对缓冲液 ∋流速
& 7

2

_ − 口− /0 ∋ 检测波长
&

# 0 −
,

进样量为 协.
。

7
2

) 血样采集及处理 ∃Ξ% 麻醉家兔
,

分离颈总动

脉并插管
。

待清醒状态取血
,

取空 白
,

放入肝素化离

心管
、

离心
、

过滤
、

取上清液
,

备用
。

家兔静脉推注后

依表 所界定的时间取血
、

离心
、

取上清液
、

加 倍

体积的乙睛
、

振荡
、

离心
、

过滤
、

进样
。

. Ο 数据处理 测得的数据用 # 3=  软件处理
,

血

药浓度及药代动力学参数用平均值 土方差表示
,

显

著性差异统计采用方差分析
,

计算的 χ 值与 χ δ

2

< !ε
2

< < 水平比较
。

7
2

7 动物和药品 家兔
2

! 一 #
2

ϑ Κ
,

雌雄各半
,

合

格证号陕动证字第 = 刁7= 号
,

由西安交通大学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
。

氨节西林三水合物对照 品
,

批 号
&

) Β> 一
<)

,

含量 =(
2

φ
,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提供 ∋丙磺舒精制品
,

批号
& # ! 

,

含量 <=
2

φ
,

陕

西省香菊制药厂提供 ∋ 注射用氨节西林钠
,

批号
&

β # 7#) #
,

哈尔滨制药二厂 ∋ 注射用复方氨节西林

钠
,

自制
。

7
2

氨午西林和丙磺舒标准贮备液的制备 分别

精密称取丙磺舒精制品和氨节西林钠对照品适量
,

用乙睛
一
离子对缓冲液8无水磷酸二氢钠 (

2

<
,

十

二烷基硫酸钠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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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磺舒溶液和 !
2

> − 『− . 氨节西林钠溶液
。

7
2

# Τ3. Π 外标法峰 面积 定量 〔‘
一 (〕 色谱柱

& Τ Ψ
∴

结果

2

7 色谱分离 在前述的色谱条件下
,

氨节西林和

丙磺舒与血浆杂质得到良好的分离
,

氨节西林和丙

磺舒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
2

= − /0 和 =
,

! − /0
,

理论塔

板数分别为 ) <  和 ( <7 (
,

分离度 7
2

!
。

空 白对测

定无干扰
,

结果见图 ∀
。

乍γ 一一一一一一
7 − /0

图 , 空白溶液《Γ:和注射用复方氮节西林钠《β: Τ3.Ι 圈谱

∀ 一 氨节西林 ∋ 一 丙磺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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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曲线 向含有 林. 空白血浆的 7) 个 =
2

和 7
2

林扩 − . 和丙磺舒浓度分别为 7(
2 、

)
2

。

离心管中加人氨节西林钠和丙磺舒标准贮备液
,

氨 和 7
2

林留 − .
。

按每个浓度分别测定 ! 次
,

结果见

节西林钠的浓度分别为
2

!
、

7
2 、 2 、

)
2 、

=
2 、

表 ∀
。

7(
2 、

犯
2 、

()
2

卜岁− .
,

丙磺舒 的 浓度 分别 为
2

) 稳定性和精密度 将
2

# 项下的各浓度取样
2

7
、 2

!
、

7
2 、 2 、

)
2 、

=
2 、

7(
2

林岁− .
。

按外标 ! 份
,

日内测定共 + ∗
,

后 ) , 内每个浓
一

度每天测定

法测定各浓度
。

以样品峰面积 8Σ: 为纵坐标
,

样品 7 次
,

氨节西林和丙磺舒的 日内及 日间精密度结果

浓度8Ι :为横坐标作标准曲线
,

其回归曲线分别为 见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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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率试验 将氨节西林和丙磺舒标准贮备 按信噪比 7 &∀ 计
,

其定量限为 7)
2

+ 0Κ 和 =
2

= 0 Κ2

液加人空白血浆中
,

使得氨节西林浓度分别为 ()
、

表 7 氮羊西林和丙磺舒回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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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代动 力学研究结果 家兔共分 ( 组
,

每个

剂量组 # 只
。 一

组为复方氨节西林钠  !!
、

∀#! 和 ∃ ! % 留& ∋ 组 ( 以氨节西林钠计
,

下同 )∗ + ,

−组为注 射用氨节西林钠  !!
、

∀# ! 和 ∃! % 岁&∋

组
。

注射后
,

依表 #
,

于不同时间取血并处理
,

检测

血浆中的氨节西林和丙磺舒浓度
。

以上各剂量组家

兔 ∀周后均作自身对照
,

即 组家兔处理过后
,

饲

养 . / 后
,

给予 + 组的处理方法
,

原 + 组家兔处理

过后
,

饲养 . /
,

再给予 组家兔处理方法
,

其余各

组依此类推
。

氨节西林浓度结果见表 #
。

其药代动

力学参数见表  
,

丙磺舒浓度见图 #
,

其药代动力学

参数见表 0 。

从表 #
、

 的结果显示
,

注射用复方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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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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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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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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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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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氨节西林的 34 5 ( 6 1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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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注射用氨节西林钠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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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节西林血药浓度
。

本试验中注射用复方氨节西林

钠大
、

中
、

小剂量组均可增强氨节西林血药浓度
,

增

大氨节西林 Γ Η Ι
,

例如
& 7 − 岁ϑ Κ 的注射用复方氨

节西林血药浓度从 8>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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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
&
注射用复方氨节西林

钠确有增强注射用氨节西林钠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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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7
建立一种基于紫外光谱法的苗体激素鉴别新方法

。

方法 7
运用褶合变换挖掘紫外光谱的特征信

息并通过科学计算可视化技术获取相应指纹谱的表征
,

并利 用夹角余弦法计算指纹谱之间的相似 系数
,

考察

方 法的效能指标并对地塞米松等 /2 种结构相近 苗体激素进行鉴别
。

结果
7
本方法的精密度

、

耐用性均较好
。

不 同类的苗体激素之间相似 系数有较大差异
,

同类激素的烯键不 同对相似 系数的影响较大
,

不 同侧链或者酣

健对相似系数的影响较 小
。

结论 7褶合变换与科学计算可视化技术相结合可以拓展紫外光谱法在药物定性

鉴别 中的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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