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毒结果表明
� 细菌总 数 � � �� 个 � � �

,

大肠菌群数 � � ,

均符合野战条件下饮用水

水质标准
。

四
、

� � � � 饮水消毒片的保存实验

� � � �片剂于 � �  !年 � 月 �� 日制成
,

分

别做小包装和大包装保存实验
,

保存条件为

自然温度
,

放入棕 色磨 口瓶中
,

定期测定有效

氯含量 �一般测定 � 一 � 片取其平均值 �
,

保存 �� 个月测定结果
,

含氯量从 �� � � �片 逐

渐下 降至 �� � � �片 �小包装 �或�� � � �片 � 大

包装 �
,

仍能保持杀菌效果
。

五
、

现场试用调查

我们于 � � � �年 ��月于苏州� �  ! ∀部队
“

城

市工作模范连
” 及� � � � �部 队

,

用 � � � � 饮

水消毒片消毒军用水壶水 � � 片� 壶�
、

� �

�

��
尹

后取消毒后水饮用
,

连续观 察 � 天
,

二

个部队共�� 人
,

�� �人次
。

调查结果 登 记
,

并进行统计 �表略�
,

同时做水质分析及细

菌
、

大肠菌群检验
。

统计结果
� 工级无氯味

占� �
�

� � �
, 五级微氯味占�

�

� �
, ��� 级强氯

味占 。�
。

胃肠阴性反 应 占� �
�

� � �
,

阳性

反应占�
�

��  
。

消毒方法评价好占��
�

��  
,

中占�
�

��
,

差占�
�

��
。

部 队 反 映
,

� � � �

饮水清毒片消毒饮用水时味道小
、

胃肠反应

小
,

消毒效果可靠
,

使用方便
、

体积小
、

携

带方便
,

符合战备需要
。

六
、

讨论和小结

�一 � � � � � 片剂消毒饮用水
,

为氯化

消毒方法之一
,

它的特点是性质稳定
,

有效

氯含量高
、

用量小
、

消毒速度快
、

效果好
、

气味小
,

安全无毒
,

所以是自前较为理想的

饮水消毒剂
。

�二� � � �� 饮水消毒片稳定性好的主

要原因是处方组成主辅料 间相互不作用
。

这

样既不消耗有效氯
,

也不影响片剂本身的质

量
,

表明处方设计组成科学合理
。

�三� � � � 片效果好
,

经过多种类型

的天然水进行消毒 试 验
,

除 菌 率 均 达 到

”
�

�� �以上
,

细菌 总 数 � � �� 个� � �
,

大 肠

菌群数 � � ,

且能杀灭脊髓灰白 质 炎 病 毒

�剂量�
�

� � � � � 即可 � 以 及�
�

噬 菌 体
,

达

到了国家饮用水标准
。

�四 � � � �� 片消毒后的饮用水尚有微

量余氯味
,

有待进一步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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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具消毒 目前公认以热力法为理想
,

但

对常用 的玻璃
、

塑料等不耐热食 具 就 不 合

适 � 同时热力法能源消耗大
、

消毒时间长也

是缺点
。

在寻找安全
、

有效
、

实用消毒剂的过

程中
,

我们发现二氯异氰脉酸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种新型含

氯有机物具有特殊的性能
。

例如
,
除兼有次氯

酸盐的杀菌谱广
、

毒性低等优点外
,

还具有稳

定性好
、

易溶于水
、

消毒效果受油腻影响小等

特点
,

特别适合用于餐食具消毒
。

本品在加

入稳定增效剂之后
,

可控制 � �  ! 与� �
�

的

释放
,

延长了有效消毒时间
,

并能降低气味

一 � � 一



、

翔触和刺激
。 �
若与去污成分配合

,

可起到消 减小
,

且趋于恒定
。

因此考虑采用适量化合

毒除污垢的双重效果
。

物� 作稳定增效剂
。

一
、

�� 一 � 型洗消剂的配方设计与筛选 �
。

影响杀菌效果及稳 定性的 因素

用于食具消毒的药物必须具备下 述几点 按消毒剂
、

稳定剂等的不同组成
、

不同

要求
�
毒性低 � 固体稳定性好

�
水溶液维持 比例配 制了多种样品

,

分别进行消毒效果
、

足够长的有效消毒时间 , 有简便易行的含量 稳定性及去污力的比较
。

结果表明
�

杀菌效

测试手段
,

随时均可检测消毒效果
。

果与非氯组成关系不大
,

去污成分对稳定性

�
。

稳定剂的选择 有影响
,

影响最大 的是化合物� 和消毒浓� �

二氯异氰脉酸钠水溶液的杀菌作用是通 值 �试验结深如表 �
。

过释放� �� � 而实现的
。

但� �   水溶液 的 由表 � 可 以 看 出
,

加 入 化 合 物 � 对

保存结果表明
,

有效氯含量与时间关系不是 � � � �溶液没有显著的稳定作用
。

另外
,

说

一般简单反应的关系
。

如加入同量的化合物 明� �
�
� �

�

可明显加速 � � � �溶液的分解释

� 时 ,
瞬时有效氯损失速度随其量的增加 而 放

。

表 � 四种配方水溶液有效抓损失百分率

组 成 �克 �
酉己方 号

—
溶液有效氯含量 �� �

� �  � � � � � � � � � � � � � 一 � � �小时 �� �小时 损失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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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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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在不同� � 水溶中有效抓损失百分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起始有效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前有效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损失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 。 � � � � �

注
�
实验在�� 士2

’

C 下溶液贮于无色无盖玻瓶内

表 2 表明
,

p H 6

·

o 一 6
·

8 时10 0小时后损 化合物A
、

N
a :

5 0

‘。

失率在40 % 以内; p H 妻 7 或p H ( 5
·

8 损 失 二
,

84 一 1型洗消剂的特性

率达45 % 以上
,

因此S D C C 水溶液 在 乐 o < 丁
.
理化性质与效能

p H < 6
.
8范围内稳定性较好

。

根据食具洗消的不同需要
,

可 分 为 两

3 . 筛选结 果 种: 甲型
,

白色粉末状 固体
,

水溶液有少量

由以上实验数据分析
,

配方中不加入酸 泡沫
,

含有效氯 5 %
,

具有洗涤消毒双重功

碱性太强的成分
,

而适量添加化合物A 增加 效
。

乙型易溶于水
,

溶液澄清
,

含有 效 氯

稳定性
,

既可减少损失
,

延长药效
,

又能缓和 15 %
,

具有消毒作用
。

以上两型 含有 效 氯

刺激降低气味
,

达到预期目的
,

最终定84 一 1 10 0~ 3O0pp m 水溶液用于餐 食具等的洗消
、

型洗消剂配方组成如
:
甲型含SD C C

、

化合 消毒可达到满意的效果
。

物A
、

去污剂
、

N
a

、
2

5 0

; ; 乙型为 S D C C
、

2

.

实验 室与现场 洗消效果

一 52 一



根据我校军队卫生教研室
、

上海市杨浦

区防疫站
、

宝山县防疫站对
“

84 一 1 型洗消

剂
”

进行了实验室与现场消 毒 试 验 后 所 提

供的数据证明
:
消毒去污效果理想

,

各种餐

食具在含有效氯looppm 的溶液中 浸 洗 2 ~

5 分钟
,

可杀灭 C
o li 258f:噬菌体

、

枯草杆

菌
、

大肠杆菌99
.
99 % 一 10 0 %

,
4 O 0 p p m 水

溶液 5 分钟可杀灭4 001芽胞99
.
99一 10 0%

。

现场实验可满足客流量10 00人次/ 天的饮食

店餐食具洗消
、

消毒的需要
,

效果确切可靠
。

3

.

安全性评价

本洗消剂甲
、

乙型按国家卫生部下发的

《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进行了急性

试验
:
甲型 L D

S。 =
7

.

2 克/公斤
,

乙型L D
S。

二 3
.
7克/公斤

。

致突变试验
:
甲

、

乙两型对组

氨酸缺陷型鼠伤寒沙门氏菌T A
。 ,

和 T A , 。。

无诱变性
。

4

。

稳 定性

由于配方 中加入无机
、

有机稳定成分而

使其固体和水溶液稳定性增强
,

从六个月的

保存结果来看
,

成品损失在 1 % 以 内
; 于80

士 2 ℃空气浴恒温 3 天
,

损 失 也 在 1 % 以

内
。

5

。

监测 手段

为方便卫生防疫部门及用户 快 速 简 便

地检测消毒液浓度
,

我们专门研制了一种复

合K l试纸
,

并配制了两种标准比色板
,

可通

过观察浸过试纸显色的深浅监测消毒效果
。

由于 (’8 4一 1 型洗消剂
”
具 有 消 毒 效

果
、

稳定性
、

生产工艺
、

经济实用
、

检测方

法等优点
,

故在19 85年春通过技术鉴定
。

今后

将批量生产
,

希望能对改善人民群众饮食卫

生条件
、

降低肠道传染病发病率起到积极的

作用
。

·

文摘
·

局部 用 色 甘 酸 盐 治疗 慢性湿 疹

色甘酸钠是一种平喘药
,

临床上用于预防季节

性哮喘或治疗支气管哮喘
,

然而英国布赖顿医院和

综合门诊部的医生以局部用色甘酸钠治疗轻度及中

等程度湿疹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

可以减少幽体化合

物的需要
。

J

.

M

.

H
a r r

is 医生等和药局将 4 % 色甘酸钠乳

剂 (O /W ) 涂在一组患有慢性异性湿疹的成人和儿

童的患处
,

每 日用药二次
,

疗程为12 周
,

并用安慰

剂乳膏对照观察
。

结果表明
,

用药治疗组与对照组

比较
,

湿疹有明显的好转; 同时还观察到开始用药

时疗效并不明显
,

九周后作用越来越显著
。

对于严重

的湿疹效果还不理想
。

作者另对22 位患有严重湿疹

的病人采用色甘酸钠连续治疗 1年
,

大多数患者的

的症状保持明显的好转
,

急性加剧的发生率趋于降

低
。

鉴于局部应用色甘酸钠治疗湿疹的结果复杂
,

作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

〔T h e P h a r m a 。e u t i 。a l J
o u r n a

l 《 药 学 杂

志》
,

A p r
i l 2 0

,
5 0 5

,
1 0 8 5 ( 英文) 〕

讨宁宁译 张紫洞校

甲磺丁脉与心得安
、

美多心安

应用安慰剂
、

心得安 (8 om g
、

每天两 次连 用

两周) 和美多心安 (loom g 、

每天两次连用两 周)

对甲磺丁脉所诱发胰岛素分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非胰岛素引起高血压的糖尿病和高血压非糖尿病的

患者已进行双盲交叉研究
。

在每次治疗结束时进行

了静注200 In g 甲磺丁脉的耐受性试验
。 一

结果发现
,

甲磺丁腮刺激胰岛素的 分 泌 不 受

日一 阻断剂的影响
。

而且发现在糖尿病与非糖尿 病

患者中
,

接受安慰剂或日一 阻断剂后
,

其胰岛素或

葡萄糖对甲磺丁脉试验的效应无显著性差异
。

,
·

上述结果与以前报道的不一致
。

以往 曾 有 报

道
,

日一 阻断剂与磺酞脉类可产生明显的临床相 互

作用
。

〔A J P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64 ( 7 6 4 ):

7 9 2
,

1 9 8 3 ( 英文) 〕

苏开仲译 张紫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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