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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硝哇注射液与 # 种头抱菌素的配伍稳定性考察

钱 琳∃湖南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

湖南 长沙 %& 仪洲∋∀ ∋

摘要 目的
(
考察 ∀ ℃

、

#) ℃ 下 ∗ + 内替稍吹 注射液与注射 用头袍硫眯
、

头抱尼 西
、

头饱他吮配伍的稳定性
。

方法
(
采用 # 种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配伍 ∗ + 内替硝吐注射液 与 # 种头抱菌素的含量 以判断配伍稳定性

。

结果
(
∀ ℃

、

#) ℃∗ + 内 # 种头抱菌素与替峭哇注射液配伍液含量几乎无改变
,

紫外曲线未见改 变
。

结论
(
∀

℃
、

#) ℃ ∗ + 内替峭吐注射液可以与上述 # 种头饱菌素配伍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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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厌氧菌和需氧菌引起的混合感染
,

单靠一种

抗菌药物不能全部杀灭
。

替硝哩 ∃14 =4 ?2 Β7 5: ∋抗厌氧

菌谱广
,

抗菌活性比甲硝哇强
一 % 倍

。

若替硝哇与

头抱菌素联合用药可以扩大抗菌谱
,

发挥协同作用
,

提高疗效
,

延缓或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并且可以减

少输液量
,

节省输液时间
,

减轻患者痛苦
,

降低护士

工作量
。

为配合临床合理用药
,

模拟临床用药剂量
,

并考察替硝哇和头抱类抗菌药物配伍使用的稳定

性 [ ’
·

, 〕
,

现将替硝哇与 # 种头抱菌素的配伍稳定性

报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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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Ρ

& 双波长法测定替峭咬与头袍硫眯混合溶 液的

配伍稳定性研究Γ’」

Ρ

&
Ρ

& 紫外吸收波长的选择 分别精密称取头抱

硫眯和替硝哩标准品约
Ρ

& .
,

均配制成浓度为

林岁< Γ 的水溶液
,

以蒸馏水为空 白
,

分别在
Τ

% = < 波长范围内扫描
。

结果替硝哇在 # & !
Ρ

 = <

处
、

头抱硫眯在 ∀ 
Ρ

% = < 处有最大吸收
,

故拟定替

硝哇 和头抱硫眯 的测定波长分别 为 # &!
Ρ

 = <
、

∀  
Ρ

% = <
。

,

&
Ρ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称取 &∀ ℃恒重 的

替硝哇标准 品适量
,

配制成浓度为 #
一
∀ 林岁< Γ

的系列水溶液
,

以蒸馏水为空白
,

在 # &!
Ρ

 = < 处测

定吸收值
,

以浓度 Μ替 对吸收度 / 替 回归
,

得其回归

方程
( Μ替 二 &

Ρ

∀ . &#  α ∀
Ρ

! .  ) ) ! ./替 ∃ϑ β

Ρ

. . . !
, = 二 ∀ ∋

。

精密称取头袍硫眯适量
,

配制成浓度为 # 一
)

浅犷<Γ 的系列水溶液
,

因为头袍硫眯和替硝哩在 ∀  
Ρ

%

= < 均有吸收相互 干扰
,

根据替硝哩 在 #∀ .
Ρ

& = < 和

∀  
Ρ

% = < 处有等吸收
,

则 / 头硫 二 / ,肋 % 一 / 邵, 5 ,

故以

蒸馏水为空 白
,

以 ∀  
Ρ

% ϑΑ= 为测定波长
,

以 #∀.
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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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比波长
,

得回归方程为
( Μ头硫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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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 卿脚嫉
一 Ρ 佣∀ < 5 ∀ ∃

ϑ 二 Ρ 性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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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头抱硫眯和替硝哇

对照品适量
,

按临床用药剂量配制成加人低
、

中
、

高

# 种不同浓度的模拟溶液各 ! 份
,

参照标准曲线的

制备方法分别测定吸收度
,

并计算回收率∃见表 &∋
。

结果 ! 次测得头抱硫眯和替硝噢的平均回收率分别

为 .  
Ρ

&#δ ∃尺0刀
二

Ρ

∀ % δ ∋ 和 . .
Ρ

% &δ ∃尺0Η
ββ

Ρ

&% δ ∋
。

衰 & 头抱硫眯和替硝哇回收率实验结果《=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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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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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精密称取头抱尼西和

&∀ ℃恒重的替硝哩标准品适量
,

配成含头抱尼西 ϑ7

一
∀ 此 ε <Γ 以及含替硝哇标准品  一

% Ι召ε < Γ的一

系列
Ρ

& < 7 φ < Γ 的盐酸溶液
,

以
Ρ

& < 7φ<Γ 的盐

酸为空白
,

在 #&!
Ρ

∗= <
、

!!
‘

% = < 处分别测定吸收度
,

解线性方程组
,

得回归方程
( Μ替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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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头泡尼西和替硝

哇对照品适量
,

按临床用药剂量配制成低
、

中
、

高 #

种不同浓度的模拟溶液各 ! 份
,

参照标准曲线的

制备方法分别测定吸收度
,

并计算 回收率∃见表

# ∋
。

结果 ! 次测得头抱尼西和替硝哇的平均回收

率分别为 & &
Ρ

 δ ∃−0Η
β

Ρ

δ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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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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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伍液稳定性试验 模拟临床用药剂量
,

于

&
、

−
、

.
、

+
、

3 4 在 − 1 ℃和 50 ℃分别测定吸收度
。

以

6 4 的含量为 (&& 2
,

计算各时间点的相对百分含量

7 见表 − 8
。

,+
∋

+ 1 &
∋

( (

衰 − −1 ℃和 50 ℃下替硝哇与头抱硫咪配伍

的百分含, 变化《2 8《∀ 9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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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5&

5&
∋

(5

5&
∋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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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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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替硝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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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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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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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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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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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5 0 ℃

替硝哩 头泡硫眯 替硝哇 头抱硫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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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伍液稳定性试验 模拟临床用药剂量
,

于

6
、

−
、

.
、

+
、

3 4 在 − 1 ℃ 和 5 0 ℃分别测定吸收度
。

以

64 的含量为 (&& 2
,

计算各时间点的相对百分含量

7 见表 . 8
。

0&+0&%0−0..,,%,%,%,0,0&,(.&−0,,,, .1,%+,,%,,,,&.01+2+&51−+&&&&,,&&&&&0−−.0,+++,.&&&&&,,&&&&&

测定时间

7 4 8

&

−

.

+

%

尺;: 7 2 8

−
∋

− 吸光度线性 方程组分光 光度法测定替稍吹与

头抱尼西混合溶液的配伍稳定性研究风
, 〕

−
∋

−
∋

( 紫外吸收波长的选择 分别精密称取头抱

尼西和替硝哇标准品约 &
∋

( ,
,

配成浓度为 5& 和 −.

林『< = 的 &
∋

& ( < 6 )> < = 盐酸溶液
,

以 &
∋

& ( < 6 )> < =

的盐酸为空白
,

分别在 −&& 一 . 7?8 ∀ < 范围内扫描
,

结

果替硝哇在 5 (+
∋

% ∀ < 处
、

头抱尼西在 −++
∋

. ∀ < 处

有最大吸收
,

故拟定替硝哇和头抱尼西的测定波长

表 . −1 ℃和 50 ℃下赞硝哇与头抱尼西配伍

的百分含≅ 变化 72 】7 ∀ 二 1 8

测定时间

7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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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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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数倍率法测定替峭哇与头袍他吮混合溶液

的配伍稳定性研究 Χ“,ΔΕ

−
∋

5
∋

( 紫外吸收波长的选择 精密称取头抱他咤

和替硝哇标准品约 &
∋

( ,
,

配成含头抱他吮和替硝哩

分别为 −& 林岁< =
、

(+ 卜酬< = 的水溶液
,

以蒸馏水为

空白
,

在 −&& 一 . 7?8 ∀ < 波长范围内扫描
,

结果替硝哩

在 5(+
∋

% ∀ < 处
、

头抱他咙在 −11
∋

% ∀ < 处有最大吸

收
,

故拟定替硝哇和头抱他吮的测定波长分别为

5 (+
∋

% ∀ <
、

−11
∋

% ∀ <
。

−
∋

5
∋

− 倍率系数 Φ 的确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

密称取头抱他咤和 ( & 1 ℃恒重的替硝哩标准品

适量
,

配成含替硝哇 (− 一 −& 林酬< = 和含头抱他睫

巧 一
−1 林岁< = 的一系列水溶液各两份

,

于 −11
∋

%

∀ <
、

5 (+
∋

% ∀ < 处测定吸收度
,

求出头抱他吮的平均

Φ头 二 &∋ %+
,

替硝哩的平均 Φ 替 二 &
,

+,
,

规定 △Γ 二

ΦΓ 一 Γ Η ,

得 △Γ替 9 5
∋

(+ Ι Γ5 ϑ +
∋

ϑ 一 Γ二 1
∋

% ,

△Γ头 二

−∋ 5, ‘ Γ−1 1
∋

ϑ 一
凡

≅+
∋

。。

以 △Γ 对浓度回归
,

得两者回

归方程为
ϑ Κ替 9 一 &

∋

& −1 ,%5 (( ( Λ .
∋

51 . . 1 − % & (

△Γ替 7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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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头抱他陡和替硝哩

对照品适量
,

按临床用药剂量配制成低
、

中
、

高 5 种

不同浓度的模拟溶液各 + 份
,

参照标准曲线的制备

方法分别测定吸收度
,

并计算回收率 7 见表 1 8
。

结

果 + 次测得头抱他吮和替硝哇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 (
∋

. % 2 7 Α;:
99 &

∋

0 . 2 8 和 )&78
∋

0 + 2 7 Α; : 9

&
∋

. + 2 8
。

7 见表 + 8
。

表 + −1 ℃和 50 ℃下替硝哇与头抱他吮配伍

的百分含≅ 变化 72 8《∀ 二 1 8

&.−(+−1,+1−%&&&&,,,,,,&

测定时间

7 4 8

&

−

.

+

%

Α ;: 7 2 8

替硝噢 头抱他咤

(& (
∋

− 5 (& (
∋

% (

)7?8
∋

, 0 (& (
∋

5 ,

)7?8
∋

5 , (& (
∋

0.

)《义8
∋

(5 (& (
∋

(,

, ,
∋

+ 1 (7?8
∋

+ 1

&
∋

+ 5 &
∋

. +

替硝哇 头袍他咤

5 讨论

表 1 头抱他吮和替硝哇回收率实验结果 7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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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刃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0.

− 1
∋

(. − 1
∋

. ( (& (
∋

& %

− 1
∋

(( − 1
∋

5 ( (7?8
∋

0+

5
∋

( 在常温 7 −1 ℃ 8 和高温 7 50 ℃ 8 时
,

头袍硫眯
、

头抱尼西和头饱他吮与替硝哇葡萄糖注射液配伍

后
,

紫外扫描未见其它吸收峰
,

紫外吸收曲线未见改

变
,

说明没有新物质产生
,

3 4 内配伍液稳定
,

上述 5

种头抱菌素可以分别与替硝哇配伍使用 Μ但是
,

5 种

头抱菌素具有不同结构的特点
,

故要选用 5 种不同

的紫外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
。

5
∋

− 双波长法测定头抱硫眯与替硝哇配伍液的稳

定性
,

考虑到在头抱硫眯的吸收峰 7 −1%
∋

. ∀ < 8 处替

硝哇有吸收
,

而替硝哇在 −1%
∋

. ∀ < 和 51,
∋

( ∀ < 有

等吸收
,

根据吸收度的加和性
,

则 Γ Ο 硫 二 Γ ϑ、−1%
∋

. /

Γ替51,
,

ϑ ,

回归求得浓度
。

5
∋

5 吸光度线性方程组分光光度法测定头抱尼西

与替硝哇配伍液的稳定性
,

替硝哇和头抱尼西互相

都有干扰
,

而且 △Γ 偏小
,

故不能用双波长法 Μ 又 因

为头抱尼西在替硝哩吸收峰处的吸收度过小
,

但不

能忽略
,

导致 Φ 值过大
,

故不能用系数倍率法
。

根

据吸收度的加和性
,

通过解线形方程组的方法
,

从而

求得二者各 自浓度
。

5
∋

. 系数倍率法测定头抱他咤与替硝哩配伍液的

稳定性
,

考虑二者互相干扰
,

而且 Φ 值在适用范围

内
,

故选用相对简单
,

较精确的系数倍率法来求头抱

他陡和替硝哇的浓度
。

替硝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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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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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伍液稳定性试验 模拟临床用药剂量
,

于 Χ’Ε
6

、

−
、

.
、

+
、

3 4 在 − 1 ℃ 和 5 0 ℃分别测定吸收度
。

以

6 4 的含量为 (&& 2
,

计算各时间点的相对百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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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

否则
,

学校难以生存
,

更谈

不上发展和提高
。

维护药学师资队伍稳定的对策探讨

Ρ

& 公开稳定的制 度环境 公开的相对稳定的

人才队伍建设制度
,

是吸引和稳定药学师资队伍

的保障
,

也是稳定的基础条件
。

过去
,

人是第一 要

素
,

将来则体制是第一要素川
。

因为
,

好的制度能

造就和发展第一流人才
,

也能使好的人才迅速晋

升到最关键的岗位
,

产生栓留人心的积极效应
,

包

括感召效应
、

激励效应和稳定效应
。

通过制度环

境建设稳定药学师资队伍
,

应涵盖三个方面
。

待遇层面
,

对那些为药学院校建设和发展做出过

贡献的教职工
,

对有贡献做出成就的专家和骨干

教师
,

在生活方面待遇
,

包括住房安家
,

子女就学
,

家属安置
,

津贴补贴等给予优惠的政策
,

将高标准

高薪金的工作与高水平高收人的待遇相联系
,

让

最优秀的教育人才在高等药学院校稳定下来
。

工作层面
,

对学科建设和教学
,

科研管理的关键岗

位
,

设定一定的标准
,

包括学历职称等
。

对于中
、

青年药学教师
,

要想方设法给予扶持和鼓励
,

并适

当委以重任
。

对于学术造诣较深
,

承担重大科研

项 目的药学骨干教师
,

要优先安排国内外学术考

察和交流
,

优先重点安排经费  优先配备学术助

手
,

使这些教师无杂事干扰
,

无后顾之忧
。

! 考核

层面
。

药学教师考核制度实际上是一 项激励制

度
,

是促进师资队伍合理流动
,

优化教师队伍的有

效措施
。

院校要制订出符合校情的
、

科学完善的

考核程序
,

通过考核
,

客观地评价教师的业绩
,

给

予奖励和批评
。

各项规章制度要公开化
、

规范化
,

保持相对的稳定
,

这是稳定药学师资队伍 的有力

保障
。

∀
#

∀ 宽松和谐的 学术氛围 药学院校要为教师

队伍
,

营造
“

百花齐放
” 、 “

百家争鸣
”

的宽松和谐

的学术环境
,

创造出适于药学专业理论创新
、

药学

教育模式创新
、

药学教学理念创新的学术氛围
,

为

教师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
,

实现人生价值提供空

间和舞台
。

制订科学合理的政策
,

褒扬和奖励成

功的探索试验和创新
,

鼓励教师在科研领域
、

教学

领域勇于探索
,

善待和容忍教师在探索
、

试验和创

新过程中的失误和失败
。

有 目标地搭建好软
、

硬

件平台
,

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

良好的科研条件
,

努力营造一个让教育队伍安心 的工作环境
,

使他

们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

这往往是学科带头人
、

学

术带头人和教学科研中的骨干最为看重的
。

∀
#

∃ 美观怡人的校园生 态环 境 美观的校园生

态环境逐渐成为现代高等药学院校 生存和发展 的

核心要素之一
,

同时也是教师队伍稳定的必然要

求
。

我们既要重视校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营

造
,

为教师创造美丽怡人的治学和生活条件
,

营造

彼此尊重
、

和谐合作的人际关系
,

同时保持院校教

科研持续发展的潜力
,

树立科学发 展观
,

各尽所

能
,

求实创新
,

让优秀药学教育人才聚到一起
,

释

放出推动药学院校发展的能量
。

∃ 结语

师资队伍建设首要任务是稳定师资队伍
。

稳

定师资队伍
,

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

位
。

认清人才发展规律和竞争机制
,

尽快采取行

之有效的得力措施
,

吸引和维护 药学师资队伍
。

并使他们在稳定的条件下安心投人教学和科研工

作
,

使教师不断进人新的高水平的相对平衡的序

列中
。

为教师创造一个 良好的工作
、

生活 和社会

环境是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共识
。

只要我们上下一

起重视
、

一齐努力
,

维护药学师资队伍的稳定将不

再成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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