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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增加外
,

其与黄茂合用有增强网状内皮系

统的功能 �’�
。

服用生血饮对于各种原 因 引

起的免疫功能低下是有益补作用的
。

生血饮

用于肿瘤化疗病人 � 例
, � 例显效

,

血色素

增加明显
。

对于生血饮升高白细胞作用有进

一步观察探究之必要
。

�
�

生血饮以补气生血为治疗原则
,

克

服了以单纯补铁为主治疗贫血之不足
,

弥补

了铁剂对胃肠道的副作用
。

�
�

《本草纲目》 中记载当归
“
甘

、

温
、

无毒
” �� 

,

黄茂
“
甘

、

微温
、

无毒
” �� 

,

党参 “甘
、

平
、

无毒
” �� 

。 “当归补血汤
”

古人延用多年
,

无毒副作用
。

我们加味党参
,

经稳定性
、

毒理学试验
,

证实其性质稳定
,

安全性较高
。

� �� 例病人治疗前后均作了肝肾

功能检查
,

服药后无一例肝肾功能异常
,

亦

未见不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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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胶 囊 领 域 的 新 进 展

—
介绍第 � 次国际微胶囊专业会议

南京军区卫生学校 高韵 茗

在南断拉夫的南海岸察夫塔特 城 �� � �

� �� � � 于 � � � �年 � 月 � �一 � � 日召开 了 第 �

次国际微胶囊专业会议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

欧
、

亚洲
、

中东�� 个国家
,

其中以 日本
、

美

国
、

英国
、

南斯拉夫参加的学者人数较多
。

有著名的微胶 囊 专 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议中有 � 位专家作了专题报告
,

大会交流

论文 � �篇
。

其内容包括微胶囊
、

微颗粒
、

毫

微胶囊
、

毫微颗粒
、

脂质体
、

� �� � � � � � 个

类型
,

以微胶囊的论文为最多
。

现将主要内

容概括介绍如下
。

一
、

微胶囊

人工细胞方面
� �� � � �

,

�
�

�
�

�
�

作了

他几十年来有关人工细胞研究的综合报道
,

题 目是
“人工细胞于医学及生物技术

” ,

他

说细胞是所有组织及器官的基础单位
,

如果

制成具有不同特殊功能的人工细胞
,

他们便

可能是人工替代物的基础方法
。

人工细胞膜

是聚合物
、

蛋白质
、

蛋 白 质一类 脂 体
、

聚

合物一类脂体
、

类脂体或别 的 物 质
。

膜 的

厚度和渗透性可变的范围很大
,

可以 制成像

生物细胞膜一样的厚度和渗透性
。

需要时
,

也

可制成高渗透性或低渗透性的膜
。

几乎所有

物质都能包在人工细胞内
� 酶

、

血红蛋白
、

药物
、

激素
、

吸附剂
、

细胞培养物
、

微生物
、

抗原
、

抗体及其他物质
。

人工细胞已应用于

以下一系列领域
�

人工 细胞 的应 用

�
�

急性中毒的常规治疗
�

用包有吸附

剂的微胶囊
。

�
�

消除病人体内过多的铝及铁
。

�
�

慢性肾衰竭病人
�
减少透析时间

、

处理尿毒症并发症
。

�
�

药物性突发肝衰竭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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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除病人体内的血族抗体
。

�
�

实验室分析
� 蛋白质一结合及在血

浆中的游离激素
。

�
�

生产干扰素及单克隆抗体
。

�
�

输血用的红血球代用品
。

�
�

糖尿病 �大白鼠�

—
胰岛素人工

细胞
。

� �
�

药物缓释

—
靶区释放或 控 制 释

放
。

��
�

遗传性酶缺 损 �动物 �
。

代 谢紊

乱
。

� �
�

肝衰竭 �大白鼠�

—
具有肝细胞

的人工细胞
。

� �
�

激素 �包括生物降 解 � 的 控 制 释

放
。

� �
�

生物技术学中的应用
。

� �
�

其他
。

英国� ��
� � �

,

�
�

�
�

报告了关于微胶囊

的粒子性质
。

他强调在当前微胶 囊 的 研 究

中
,

很少涉及微胶囊在外在环境中的反应
、

物理变化
、

溶解等情况
。

因此用恰当的溶液

中粒子夫小测定方法
,

以便观察它们在溶液

中肿胀
、

凝结
、

脱凝结时的粒子大小
,

藉此

推测药物是如何通过微胶囊膜扩散的
。

现有

的粒子大小测定方法如显微镜
、

渗透技术
、

沉降法
、

过筛及 电 子 扫 描 带 �� �� � � � � � ��

�� � � �� � � 。 � � � 等
,

在功能上各有利 弊
。

他

介绍用电子扫描带的方法为好
,

快而正确
,

且能显示出微胶襄在水环境中的变化
,

特别

是对容易水解的粒子
,

可说明囊壁材料在水

环境中稳定性
。

如结合电子显微镜技术可评

价微胶囊表面的变化
。

南斯拉夫�
� � � �� � � � ,

�
�

,
�� �� � � �� �

,

�
。

等介绍一种 � �
� � � �� �� 病是由于前脑 脑

素激性神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衰退
。

� � � � � �� �� � � � � ��� � �� �

� � � �单催涎神经节糖普� � �� 有营养神经

的作用
。

用单催涎神经节糖普� � �微
�

�

胶 囊

�囊壁材料是蛋白质或聚乳酸�
,

采用反复

腹腔注射
、

大脑内腔注射或直接注射至大脑

表面的方法
,

可防止生化及形态 上 衰 退 变

化
。

印度学者报道磺胺嗜陡
,

美国 学 者 报

道抗炎症药消炎痛都研制成乙基纤维素微胶

囊
,

测出它们的缓释系统可达到零级反应
。

埃及学者报道止痛剂盐酸苯偶氮毗胺有刺激

肠胃易形成肾结石的副作用
,

制成以乙基纤

维素为囊壁的微胶囊后
,

延长吸收及排泄的

时间减少用药量避免副作用
。

美国 � �� �� �
, �

�

�
�

报道了动物药 微

胶囊产品的现代倾向
,

他认为药物缓释系统

在最近几年有发展
,

有经 口
、

经肌注
、

静注

等各种途径
。

也能制成极微小的毫微胶囊或

脂质体
,

甚至小到足可以通过细胞膜达到靶

区
。

药物也可以用磁场使注射入的磁性药物

微胶囊达到有意义的特定位置
。

亦讨论到兽

用药物微胶囊的意义
,

比常用系统有较大的

好处
。

日本学者 �
� � � �

,
�

�

报告� �及 离 子

强 度 对 聚 交 醋 �� � �� �� � ��� � � 微 胶囊

降解作用的影响
。

其他 日本学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道 血

浆蛋白对聚交醋微胶囊降解的影 响
、

� � 对

囊心物释放的影响和保护胶的作用等
。

南斯拉夫学者研制了无炭复写纸
,

认为

用界面聚合的方法较沿用的凝聚法有较大优

越性
。

他们认为压敏复写纸仍然是微胶囊的

很大用处之一
,

年增率为 � � � 写
, � �  !年

的生产水平约为 �
�

�百万吨
。

日本学者 �� � �� � � � ,
�

�

研究了聚脉

囊壁染料微胶囊的成囊研究及其 释放 性 质

�未介绍用途
—

作者 �
。

南斯拉夫学者 � � � 、 �
�

等还报道建立

微胶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

认为由于微胶囊

领域的迅逮发展
、

可应用的范围大 �包括食

品
、

农业
、

医学
、

药物
、

消费品
、

粘结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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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咬
‘电子及化学产品

、

废物处理等�
,

值
,

用计算机能快速处理大量

的予知和参考价值
。

本文作者交流了杀虫药物微胶囊的安全

性比较及其机理的研究
,

认为聚脉囊壁微胶

囊能极好地提高杀虫药物的安全性
。

其机理

是这种囊壁的微胶囊在动物的消化道中
,

基

本不崩解
,

�� � 以上完整的微胶囊从大便中

排出
,

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安全性
。

二
、

微颗拉

法国学者研制成抗炎药异丁洛芬乙基纤

维素微颗粒
。

他提出有音沙份药物存在于粒子

的表面
,

这部份药很快释放出
,

只有存在于

粒子 内的药物
,

才有持久释放效果
。

印度学

者认为蛋白微颗粒是一种新的释放系统
,

他

们研究成镇静安眠药安定蛋白质微颗粒
,

在

电镜下可看出为不规则和具有粗糙表面的粒

子
。

并认为这种释放系统能减少副作用提高

治疗效果
。

美国学者亦研制成药物蛋白微颗

粒
,

以戊二醛为交联剂
。

蛋白质和交联剂的

反应率及交联密度影响微颗粒的结构
、

药物

负载及生物降解能力
。

并详细描述了单个粒

子的释放机制
。

三
、

毫微胶囊

毫微胶囊的粒子大小 范 围 在 �� 一 �� � �

卜�
。

主要用聚合物 �人工聚合物或 天 然 聚

合物 � 将药
、

酶
、

抗原溶解于其中
,

然后捕

获
、

包裹
。

西德 � � ��� � � ,

�
�

说毫微胶囊像

其他的胶态载体 �脂质体
、

乳剂 �一样
,

在静

脉注射后
,

主要分布于肝 �� �一�� � �
、

脾

� � � �� � �
、

少量至骨髓
,

凝块可暂时至

肝
。

皮下接种时几乎都留在皮下
,

只有小于

� �在其余部位
, ��� 天后其余部位才 增 加

并通过大便排出
。

一些停止细胞发 育 药 物

� ��
。“� � ��� � 的载体

,

可以 观察到在人体骨

癌组织中有轻度的累积
。

又如放线菌素毫微

胶囊
,

能提高对各种肿瘤的治疗效果
。

用聚

丙烯制成的疫苗毫微胶囊对疫苗 有 辅 助 作

用
。

眼药毫微胶囊如包裹匹罗杀品
,

有缓释

作用
,

半衰期�� 分
,

未包药物只 � 分钟
。

英

国 � ���
� �� �

,
�

�

�
�

等报道毫微胶囊对药

物的释放及靶性
。

他认为在这些方面与脂质

体类似
,

但在保存和体内滞留均较脂质体稳

定
,

且由于能控制生物降解和扩散故控制药

物释放的性能也较好
。

四
、

奄微颗粒

印度学者报道疟原虫的裂殖体较长时间

留在肝脏内
,

溶组织阿米巴的滋养体型亦在

肝脏中造成肝脏阿米巴
。

制成伯氨唆咐及灭

滴灵毫微颗粒
,

静注后
,

毫微颗粒主要堆积

在肝脏 ��� 一 � � � �
,

因此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

毫微颗粒用明胶凝聚法制成
,

有很高的含药

量
、

很好的流动性
,

在水 中容易分散
。

亦可

通过控制交联的时间来控制药物释放
。

五
、

脂质体 �� �� � �� � �
�

东德学者报道了应用脂质体包裹抗癌药

物M
eth y l

一
G A G 及其在脏器内的抗癌作用

。

日本学者报道生产脂质体的工业规模方法
,

所生产的脂质体在 5 ℃稳定性达 3 年以上
。

六
、

N i
o s o

m
e

‘

为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囊 (N on
一

i
o

ni

c

s u r
f
a c

t
a n

t
v e s

i
e

l
e s

) 亦属于毫微型
。

英 国

学者研制成抗利什曼药葡萄糖酸锑钠 N ios
-

o m e
.
N ioso m es 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与 胆

固醇的比例为 7
,

3
。

他认为利什曼是典型

的网状内皮系统细胞内感染的寄生虫
。

小白

鼠静注该 N ios o m e 后1 4天
,

肝脏内寄生虫

数 比用一般药物的虫数 少10 倍
。

与脂质体比

较
,

虽然两者在杆脏中都维持很高的水平和

较长的时间
,

在肝脏 中实际成为药物的小仓

库
,

但 N ios
om e 较脂质体更为稳定

、

经济
。

另一英国学者报道 N ios om e 可形成单层 或

多层的囊
。

是否用胆固醇与药物的释放速度

和分布有关
。

亚德里亚霉素 N io som e 注 入

带有S
;。 。

癌小白鼠的静脉内
,

测定在血浆
、

肝
、

脾
、

心及肺内的浓度
,

发现能延长 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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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药物浓度
。

具有胆固醇 的 N ios o m e 在

癌中的药物浓度和抗癌活性比不用胆固醇的

增加
。

美国学者 T om lins on
,

E

.

报道了应用

胶态物作为定位药物释放的生物学机率
。

他

说 由于近几年来细胞学和分子生 物 学 的 进

展
,

增加 了疾病的病理生理学知识和应用定

位治疗药物的释放模型
,

推进了治疗方面的

革命
。

用载体系统导引药物直接达到或接近

于身体作用
.
位置 (S ite(s) of A etio n (s))

是当前感兴趣的给药途径之一
。

作者用胶体

的载体系统
,

通过非肠道将药物输送到作用

位置
。

检查其释放至血管内目标的可能性
,

亦讨论到胶体可避开宿主的防御能力
。

并损

害了戏剧性的嵌塞
,

认为是进一步合理的定

性释放
。

检查定向至血管外目标的机会
,

亦

包括磁场的效果
。

总之
,

详细内容不可能一一介绍
,

今年

将在南斯拉夫出版第6 次国际微胶囊会议文

集
,

有兴趣者可参阅
。

虎杖烧伤涂膜剂的制备及质量控制

解放军230 医院 郊 神 曲成文 叶风 山

我院研制的虎杖烧伤涂膜荆经临床应用

多年300 余例证明有预防感染
、

消肿止痛
、

生

肌止血
、

促进伤 口迅速愈合并有较强的收欲
和血管收缩作用

,

可降低血管通透性
,

一

减少

炎性渗出
。

成膜后透明
,

易观察创面变化
,

对 工
、

卫度烧
、

烫伤 6 ~ 7 天即可治愈‘
‘

对

深 五和 l 度烧
、

烫伤时间略长
。

现将制备方

法和质量控制介绍如下
:

一
、

处方的组成及配制方法

1 . 处方
:
20 % 虎杖

、

地榆酒精浸出液
15om l ,

洗必泰3
.
09

,

苯佐卡因30
.
09

,

苯氧

乙醇60m l
,

冰片100
.
09 ,

漆片159
,

聚乙烯

缩丁醛 4009
,

丙酮 Zo om l

2
.
制法

:
¹ 取冰片

、

洗必太
、

漆片
、

苯佐卡

因
、

苯氧 乙醇溶于适量酒精中搅拌
、

混匀溶

解
。

º 另取聚乙烯缩丁醛
、

邻苯二甲酸丁醋

溶于丙酮并和虎杖
、

地榆酒精浸液混匀
、

溶

解后将上述溶液¹ 倒入溶液º 中
,

充分搅拌

混匀至全部溶解后即可分装到灭菌的 10 o m l

玻璃瓶中备用
。

二
、

质量控制

1
.
性状

;
本品为红徐色透 明 胶状 液

体
。

折光率
:
20 ℃时约1

.
3184

。

一

、
一

已
一

运劫粘度
:
试验时温度以24℃为准

,

运动)枯嘴为戏座斯/ 秒
。

厂 ,

堪护致别¹ 洗必泰
:
取本品加蒸留水稀

释石借后 ,
‘

加重铬酸钾液两滴即生成黄色沉

逢
, , 加祷硝酸液致滴沉淀又溶解

。

º 苯佐卡

因
:
本品显芳香第一胺类反应

。

1

3

.

苔量赫定
:
¹ 虎杖

:
取 过 20 目 筛

药粉盆。甸遭元。。l画底烧瓶中加冰醋酸沸水
浴回流15 分钟

,

放冷后加乙醚30 m l
,

再回流

1导分钟
,

提敢液用棉花滤入分液漏斗中
,

在

冷却情瑰乍向分液偏斗内加入 6 N 的 N a0 H

液 25 比卿甚% N ,
O H 一20 % N H

‘
O H 混合碱

液25 亩1
, ‘

摄摇提取并用冷水冷却
,

放置分层
,

分出红色硷水层
,

乙醚层再用混合硷液每次

20m l提取两次
,

将提得的碱液置100 m l量瓶

中
,

在沸水上加热30 分钟
,

冷至室温后加混

合碱液至刻度
、

摇匀
,

在350n m 处测吸收度
,

如吸收度大于。
.
8则用碱液稀释后测 定

。

º

苯佐卡因
:
取本品0

.
35 9精密称定

,

照永 停

滴定法用D
.
I讯成/ L N

。N o
Z
液滴定即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