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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聚乙烯毗咯烷酮碘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简称
·

� � �一 工
,

英美药典中称

为 � � � �� � � � 一 �� � � � �
,

又 称 碘 附 ��� ��� �

� �、。� � �
,

最先由美国人� �
。�� � � � �于 � � � �年合

成
。

目前
,

国内市场已有溶液剂供应
。

� � � �

工以其优越的杀菌消毒作用而被广泛用于医

疗
,

并且还具有不挥发
、

易保存
、

便于携运

等特点
,

因而更适于野战条件下医疗卫生 的

需要
。

�
�

�� �一�的结 构

英美药典以

工
酬

…写斗
‘ 表 达 � � �一‘

的结构
,

但有人 以下图来表达 � � �
一

� 的结

�七
飞

�

牛
� �理
矛

切于
如

讶

矛�
� 一

〔。

一
�日厂 �日

专

�户
日 甲

�� � 一 �日共
‘沉 � 了吕庄�

构更佳
,

红外光谱 ��� � 的分析也为此提供依

据
。

从� � �
一�的结构上看

,

为使有 合 适 的

� �
�

的形 成
,
� � � �

一

�� � � � 一 � � � 最

佳
,

此时� � �一 �的结构最稳定
。

美国药典要

求 �� �
一�原料药含有效碘 ��

� � �
�

�一 � �
�

� �
,

含碘离子 ��
一

� 不超过 �
�

� �
,

�

旅本吻 合 于

� � �工
一

�� � � � 二 � � �
。

�
�

� � �一�固休粉末的合成

� � �一�粉 未 的 的 合 成 方法大致可归

结为两大类
,

即固相反应的方法和液相反应

的方法
。

固相反应的方法是将聚乙烯 毗 咯 烷 酮

份
� �� � �� � �� � � � � ��� � � �

,

简称� � �
,

英

美药典中称为�
� � �� � � � � 粉末与 碘 �� � �

混合
,

在必要的催化剂作用下进行反应
。

所

使用的催化剂多为能产生�
� 一

的
。

这些 方 法

有
�

�
�

将可溶性碘 ��� � 与等量的碘化氢

�� �� 混合
,

共计约 � �� � ,

待碘全部 溶解

后
,

用冰水浴冷却至�� ℃
,

加 入 �� � ��� �

的乙醇混匀
,

边搅拌边加入� � � �用冰水冷却

过的� � �粉末
,

搅拌均匀后 过 筛
,

于 � �℃

左右烘干
,

即得棕褐色的� � �
一�粉末

。

说明
�
碘与碘化氢形成 � �

。 , �
片尸� �

一 �

总量的 ��  ! ∀�  
,
�� �占� � �

一�总 量 的

� � �一 �� �
。

�
�

� �
�

�份的� � � �� 值 � �
�

� ,

含 水

�
�

� � � 与�
�

�份的� � 沙�� �
�

及 � �
�

� 份 的

碘混合于�� ℃水浴 � 小时后升温 �� �℃ 持 续

� 小时
,

可得到含有效碘 � �
�

� �的� � �讨
。

说明
�
催化此反应可用甲酸或草酸来代

替� �
�
� �  

。 。

稳定性试验表明
,

用本反应

得到的产品于 � �℃ ��小时后碘损失�
�

� �
。

�
�

将 � � � 粉末 叹� � 与碘化钠 � � �
,

碘 � � � 在室温下充分混合 �理小时
,

过筛即得

� � �一 �
。

�
�

将适量的水加入 �
�

�� 千克 � � �中
,

使之含水 �� � � � �
�

��  
,

与 �
�

�� 千克碘

�� � � 混合
,

于一锥形的旋转容器中加热 至

� � � ��℃
,

反应 � �小时后得到 �� �
一 �

。

其有

效碘 ��� � 与碘离子 � �
一
� 之 比 �� � � �

一
�

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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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 �� 份碘与�� 份� � �于室温下充分

混合 �� 分钟后加热至��  �! ℃持续 � 小时
,

可得到少量的� � �
一工

。

用这种方法得到的产

品可保存 � 星期
。

以上是用固相反应 的方法制备�� �
一�粉

末
。

而液相反
�

应的方法是指在某种液体溶媒

存在的条件下
,

使� � �与碘合成为�� �
一 �

。

具体的方法有
�

�
�

将�
�

� � 碘 溶 于 ��� � �石油英 �� ��

�� �� � � 中
,

另将� � �的碘化氢 液�
�

� � �溶

于
�

�
’

� �丙酮
,

将上述两种液体徐 徐 混 合
,

最后加入 �
�

� 克�� �粉 末
,

混合均匀
,

待 到

石油英层变为无 色时
,

提取不溶物烘干
,

即

得含有效碘 �� � � 约为��  的� � �
一
几

�
�

将 � � � � � �粉 末与庚 烷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混合
,

慢慢加

入�
�

� � �水和 �� � 碘
,

加 热 至 �� ℃ 可 制 得

� � �一 �
。

�
�

将�� �粉末 � � �  
、

碘 139在50一 60℃

分别溶于适量的氯仿中
,

充分溶解后使两液

混合
,

升温蒸去氯仿
,

将所得棕褐色粘稠物

于50 ~ 6 0oC 烘干
,

即得P V P
一
I

。

此外
,

还可用三氟三氯乙烷 (C F
3C C I:)

、

醋酸乙醋作为溶媒制备P V P
一
I

,

均与上述方

法类似
。

总之
,

用固相反应的方法合成P V P
一
I粉

末多具有简便易行
,

适于 大生产 的优点
,

但也

有反应不完全
、

产品质量不高的缺点
;
而用

液相反应 的方法合成 P V P
一

I 粉 末一般能得

到较纯净的产品
,

但往往成木较高
,

只宜于实

验室少量制备
。

对于 P V P
一
I溶液

,

可 以用 P V P 一
I 粉 末

溶于水而配得
,

也可以用 P V P 溶液为原料合

成P V P
一
I 溶液

。

例如
,

将P V P 水溶液酸化
,

加水适量碘化钠 溶 液 及过氧化氢溶液
,

在

室温放置 4 小 时或90 ~ 95 ℃水浴 1小时即得

棕褐色的P V P
一
I水溶液

。

3

.

1) V P 与碘 反应生成尸V P
一
I的机理

H 八N S 一U W E S C H E N C I \ 等人研 究

了P V P与碘反应生成P V P
一
I的机 理

。

P V P

一比勺紫外光谱及红外光谱表明
,

P V P
一
I中含

有大量 1
3一 。

反应过程中
,

催化剂 中的碘离子

(I:) 首先与碘分子 (I 2) 生成 1
3一 ,

然后与

P V P 结合生成P V F
一
I
。

1

3 一

的存 在 是 必 需

的
,

而对于不用 I
一

做催化剂的反 应 来说
,

1
3 一

是如何形成的呢 ? S C H E N C K 等 人 认

为
,

由于 P V P本 身 含 有少量水
,

故 可 以

考虑I
:的水解

:

12+ H 20 绝二二子 1 0
一

+
I

一
+ Z H

千

虽然可以生成 I
一 ,

但其平衡 常 数 K “

5
.
4 X 10

“ ‘“

太小了
,

不足 以生成大最 I
一

与12

结合
。

如果考虑P V P 的 因 素
,

碘 能 氧 化

P V F 分子末端的
一
R H 基 团

:

一
R L { + 1

2 + 玉{2 0 一。
一
]又0 11

一

卜 2 1
一

+

Z H
+

这 样
,

可 生 成 大 量 的工
一 ,

与工
2
结

合为1
3一 ,

三左一步与H
+
结合为H I

3,
蛟后 与

P V P 络合形成P V P
一
I江I

。 。

S C H E N C K 等人

用含有
一
R H 末端基团类似P V P 结构 的 N

,
N

一二甲 墓 乙 酞 胺 (N ,
N 一 d im e th y la e e t-

a m id e ) 和 N 一
烷基咄咯琳酮 (N

一 a
l k y l p y r -

r o
l i d

o n e s
) 证明了上述设想是正 确 的

,

从

而确定了P V P 与碘合成P V P
一
I 的机 理

。

同

时
,

他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样的事实
,

F V P

一
I溶液呈酸性

。

4

。

P V P
一
I的理化性质和质里标准

P V P 一
I是 P V P 与碘形成的复合 物

,

它

是一种棕褐色的非晶体物质
,

具有吸湿性的

轻微 的特异性气味
。

P V P
一
I溶于水和 乙 醇

,

但不溶于氯仿
、

丙酮
、

四氯化碳
、

乙醚及轻

石油
。

10 % 的P V P 一 I水溶液是常规用 P V P
一
I

溶液
,

呈酸性
,

p H 值 1
.
5一2

.
5 。

P V P
一工的

不挥发性是区另l]于碘的重要性质
。

P V P
一
I具

有与碘及碘离子相似的化学性质
,

如遇淀粉

指示剂变蓝色
,

与A g
+
牛成 A g l沉淀

,

可与

N a 2s 20 3反应等
。

在贮存条件相同时
,

l

’

\’l
’

1 的 稳 定 性

取决门
几
I
:

/
I

一

( W
/ W

)

l

’

.勺比 了}
,
L

。

l
: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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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z 时
,

P V P
一
I最稳定

。

单位数量 P V P
一
I

杀菌数量的多少取决于有效碘的含量
。

美国

药典规定P V P
一
I原料药有效碘含量9

.
0% ~

12
.
0 %

,

同时碘离子 (I
“

) 含量不超过6
.
6%

是综合考虑了P V P
一
I 的稳定性和杀 菌 作 用

的结果
。

对P V P
一
I的紫外光谱的研究 表 明

,
P

V
P

一
I在226

nm 和 46o n m 处 (归 于I
一

和 I:)

以及 288n m 和35 3 n m 处 (归于1
3一

) 有 特 征

吸收峰
。

所用P V P
一
I溶液中游离I

一

的 浓 度

为25
ng/L ~ 0

.
79/L

。

5

.

P V F
一
I的荆型

国内对P V P
一
I 的剂 型研究极其有 限

,

目前只有水溶液剂应市
。

而国外在这方面的

研究已相当完善
,

1

〕
V P

一
I 的剂型已 达 二 十

多种
,

如配剂
、

气雾剂
、

栓剂
、

油膏
、

外科

擦洗剂等
,

其使用浓度分别为局 部 和 皮 肤

0
.
5~ 10 %

,
口腔粘膜0

.
5~ 1 %

,

阴道粘膜

0
.
1一 1 %

。

6

。

P V P
一
I的药理作用荟础

P V P 一 I中
,

聚乙烯毗咯 烷 酮 (P V P )

作为 碘 的 载体
,

虽不具有杀菌作用
,

但它

对细胞膜具有亲和力
,

这种作用已通过对放

射性P V P
一
I 的研究得到证实

。

P V P 能 将 所

载的碘转运到细胞膜上
,

使碘发 挥 杀 菌 作

用
。

碘 的靶组织多在细胞质或细胞膜上
,

一

旦与靶组织结合
,

就能在几秒内发挥杀菌作

用
。

在P V P
一
I的作用下

,

琉基化合 物
、

肤

类
、

蛋白质
、

酶
、

维生素C
、

脂类 以及胞 喀

吮等被碘化和氧化
,

而失去它们 的 生 物 活

性
。

单纯以碘作为杀菌剂时
,

由于没有P V P

所具有的对细胞膜的亲和力
,

因而杀菌作月1

远不及 P V P
一
I
。

在P V P
一
I溶液中

,

尽管大多数 的 碘 是

与P V P 结合着的
,

但总有一部分游 离碘
,

i吝液中保持着
“
结合碘七二游离碘

” 的动态

平衡
。

在使用 P V P
一

I 杀菌的过程中
,

游 离

碘与靶组织作川而被消耗
,

同时部分结合碘

释放为游离碘以保持平衡
。

直到所有的有效

碘都释放出来被消耗
,

那 么 此P V P
一
I溶 液

就不再具有杀菌作用
。

7

.

P V P

一
I的杀, 活性

P v P一 I具有广谱杀菌性
,

对细菌
、

真

菌
、

病毒以及抱子都具有较强的杀灭作川对

毛滴虫也具有杀灭作用
。

常规浓度的 P V P
一
I 溶 液 是 指 10 % 的

P V P 一
I 溶液

。

低浓度的P V P
一
I溶液的杀菌速

率比常规浓度的溶液的杀菌速率快
,

1
% 和

5 % 的P V P
一
I溶液在10 ~ 30 秒内便可 发挥

其杀菌作用
。

但低浓度溶液的杀菌数量比常

规浓度溶液的杀菌数量要少
。

8

.

P V P
一
I的临床应用及使用 中 应 注

意的问瓜

1
.
手术前皮肤消毒

(;arn e, 报道了100例病人手术前用P V P

一
I溶液消毒皮肤

、

未见伤 口感染
。

2

.

手术后 预 防感染
:
对16 6例出 院 病

人
,

在伤口愈合初期喷洒P V P
一
l溶液

,

结果

只有10 人后期发生感染
,

占6 % , 而对照组

有14 % 的病人发生了感染
。

3

。

冲洗腹腔
: S ind ele r对80例严重腹

腔感染病人用P V P
一
I溶液冲洗

,

术后只有 1

例发生感染
,

占1
.
2% , 而对照组的感 染 率

为10
.
2%

。

4

.

治疗阴道炎: P V P 一 I对毛 滴 虫 及

各科
,
细菌均有杀 灭 作 用

。

P V P

一

I 洗 剂 和

P V P 一 I 阴道栓是治疗阴道炎的最有效 药 物

之一 ,o 临床实践 已证实
。

5

.

治疗郁滞性清疡

6 . 治疗烫伤
: P V P 一

I气雾 剂 治 疗 开

放性烫伤是一种理想的辅JfJ 药物
。

此外
,

P V P
一
I还用于治疗疤疹

,

子宫颈

糜烂
,

老年褥疮以及各种细菌感染性疾病
。

正 因为P V P
一
I 的临床应用如此 广 泛

,

所以在应用时要注意其不良作用
:
( 1 ) 对

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和新生 儿
,

P V P
一
l 可

导致甲状 j]% 机能减退
。

( 2 ) 对
一

F 大而积烧 fjj

(下 转8 1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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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减小市场行情变化对医疗工作 的影响
。

2

.

通过军内系统供应的药材
,

其价格

一般比地方要低
,

可节约经费
。

这在当前卫

生亨业费比较低的情况下
,

尤显得重要
。

3

.

便于战备储备药材的轮换更新
。

总

部和各大军区的战略 (战役)储备药材轮换更

新的主要途径
,

是通过正常供应部队药材这

一渠道
,

发放部队使用
。

如果部队所需药材

都在地方自购
, ,浅备药材 的轮换更新就难 以

解决
,

不仅会影响战备工作的落实
,

还会造

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

4

.

有利于掌握信息
,

供管结合
。

军队

药材供应和管理是由一个部门负责的
,

通过

军内系统供应可随时掌握部队用药情况
,

便

于加强管理
,

更好地保障伤病员治 疗 的 及

时
、

安全
、

有效
。

5

.

可减少医药行业不正之风对部队医

疗单位的侵蚀
。

由于竟争激烈
,

地方一些单

位推销药材的手段五花八门
,

如回扣
、

发纪

念品
、

变相旅游等
。

如果采购人员思想不坚

定
,

很可能受到腐蚀
,

还可能使一些伪劣药

材流入部队
。

如做好军丙药材供应工作
,

大可

减少这些不正之风对部队医疗单位 的影响
。

三
、

如何做好部队药材供应工作

药材市场 目前的形势要求军内药材供应

工作也必须贯彻改革精神
,

才能更好地为部

队服务
。

我认为应该注意
:

1 . 要加强计划性
,

克服盲 目性
。

及时

掌握市场动态
,

搞好市场预测和部队用药预

测
,

编报药材订货计划要腆重
。

下属单位报

的计划是订货的基本依据
,

但也不能照数汇
.

(接第74 页) 或大面积皮肤剥落的病人
,

用 P V P 一 I 抗感染可导致代谢性酸中毒
、

血
钠过高

、

肾损害等
。

(
3 ) 孕妇使用P V P

一
I

可导致胎儿甲状腺肿甚至甲状腺机能减退
。

总之
,

肾机能不全病人
、

大面积烧伤病人
、

孕妇和新生儿不宜使用 P V P
一
I制剂

。

在使用P V P
一
I时还应注意到

,
P V P

一
I的

杀菌作用会受到体内普通有机物质如血液
、

脓
、

脂 肪 等 的抑制
,

这是由于有效碘可与
这些物质结合而使P V P I失去杀菌作用

。

所
以使用 P V P

一
I 以前

,

应将手术部位 处 理 干

净
,

除去血液
、

脓
、

脂肪这些物质
。

r V F

一

l溶浓呈酸性
,

与碱 的接触 也会影

总
,

应从宏观上有所控制
。

2

.

药材价格要合理
,

不
一

可层层加价
;

原则上
,

只应加上一些运输费用
。

3

.

供应的品种要相对固定
,

使用药单

位心中有数
。

尽量避免出现一些品种时有时

无的现象
,

造成用药单位无所适从
。

.

4

.

供应要及时
,

供应环节要 减 少
。

供应及时一是年度发药要根据部队需求确定

发放次数和时 间; 二是对部队临时需要的药

材要做到随要随供
,

对不属于供应范围的品

种
,

也应设法解决
,

急部队之所急
,

尽员满

足部队需要
。

供应环节多
,

既拖延了时间
,

又增加了损耗
,

因此要尽量减少
。

如军区对

下发药
,

不一定按军
、

师
、

团逐级下发
,

可

以根据部队的分布和交通情况制 定 合 理 方

案
,

能直接发到师
、

发到 团的
,

就不要再逐

级下发
。

一些大型医疗设备
,

可直接由产地

发往使用单位
,

不 必再经过药材仓库转运
。

5

。

部队医疗单位对军内系统 的药材供

应要有正确的认识
,

虽然是经费供应
,

但凡

军内可供 的品种
,

一般不应到地方自购
。

以上着重分析了部队药材供应问题
,

但

决不是否定部队在地方自购药材的做法
。

军

内供应
、

地方自购
、

单位自制过去是现在 同

样是我军医疗单位药材来源的三 个 渠 道
,

但是应坚持以军内供应为主的原则
。

当然有

些驻地偏远或分散的部队由 于 交 通 不便
、

需用量少等原因
,

军内供应不方便
,

所需药

材主要还应是在当地购置及自制
。

总的原 则

应是有利于部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有利

于保障广大指战员的身体健康
。

丫 , 砰切沪‘户目户“两‘民J 、户、户、尸. . 目内日、J 、夕、户

~

、户‘民 .
、
J
月夕、明砂 , 口、

,

、‘、口、 人尸

响 P V P 一 I的作用
,

削弱其杀菌效力
。

所以避

免与碱性药物配伍
。

9

.

P V P
一
I与碘的比较

自1873年以来
,

碘被公认为是最有价值
的高效

、

低毒消毒剂
。

然而P V P
一
I 的出现

,

使碘退居次要地位
,

F V P
一
I被认为 是 唯 一

的 “理想消毒剂
” ,

与碘 相 比
,

F V F
一
I 具

有以下特点
:

¹ 水中溶解度是碘的 17倍 ; º 对皮肤和

粘膜刺激性小; » 罕见发生过敏反应
。

碘 的
过敏反应率达 !5 %

,

而有人对 尸V l
’

1 的 过
敏反应进行研究

,
J 1 3 名皮肤接触受试 者 仅

1人发生过敏反应 ,
¼ 不挥发

,

利
:
f贮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