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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

某些肤类所给剂量的�� �可以通过肺

部 �可能与此处的上皮组织比较薄有关 �
。

在所有关注药物 释放选择途径中并没有

忘记 口服给药
。

会议是听取了例为�
一

闪烁扫

描 臼
一

�� �� �� �
�
�� � � � 和无线电遥 测 技 术

�� � � �� 一 �� �� � � � � � � �应用一种遥控装置

使胶囊在内脏特定的部位破裂 � 并配合药动

学数据
,

正在揭示出药物经 由内脏和在不同

部位吸收的有关药物转运的新的详细情况
。

恰恰与以往 公认的常识相反
,

一个重要 的发

现就是结肠为药物吸收的良好部位
,

这为控

释系统提供了机会
。

以前认为药物不能 由结

肠 收吸
,

部分原因是那里缺少绒毛 �因而减

少了吸收的表面积�
,

但是�
�

�
�

���
� 博士

说
,

大多数低分 子量药物显示出很好的吸收

性
,

而且对蛋白质的吸 收来说也是合适的
。

在这部分的胃肠道 里蛋 白酶较少
,

而且 � �

值也较有利
。

据此蛋白质从这个部位吸收必

可安全地到达结肠
。

至于如何实现
,

研究者

提出了几种方案
,

例如
,

将药物以 某 种 配

方
,

保护它在到达结肠前维持完整无损 �那

里可能被肠道细菌破坏� 或者联合消化酶抑

制剂给药
。

另一些发言人提出靶向药物释放

前途在于开发药物转运的自然 途 径
。

最 后

� � � �
�� �� � � �教授说

,

他的公司寻求应用变

异 的无毒的沙 门氏杆菌菌株作为蛋白质 口服

载体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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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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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试剂检测注射用氨节青霉素钠中热原的初步探讨

济南军区总医院药 剂科 张卫星

注射用氨节青霉素钠是一种临床应 用广

泛的广谱半合成抗生素
,

因其毒性较低
,

临

床使 用率高
,

用量大
,

但使用中患者药热反应

比较多见
。

我们在进行临床输液反应的监测

中
,

两年中曾发现 � 个批号不 同厂家的注射

用氨节青霉素钠
,

输入 后患者产生寒战
,

高

烧等类似热原反应
,

改换其它批号的注射 用

氨节青霉素钠则不再发生输液反应
。

这些有

输液反应批号的注射用氨节青霉素钠出厂时

都应是符合药典规格的
,

家兔热原检查也合

格
。

国内外文献均报导 �‘’ “�注射 用氨芳 青

霉 素钠在高浓度情况下可干扰家兔法和堂试

剂法检测热原
。

文献 �‘�采 用超滤法测定 氨

节青霉素钠中痕量内毒素
。

文献 �“ �采用 加

� � �葡萄糖注射液溶解并加热破坏氨节青霉

素钠从而消除干扰的方法测定其内 毒 素 限

量
。

本文采用觉试剂法直接检测注射 用氨节

青霉素钠中热原
,

其方法及应用情况报道如

下
。

实验仪器 与试药

细菌 内毒素测定仪
�
解放军第一五五医

院研制
。

堂试剂
�

灵敏度 � � � � � �
,

购 自厦门

鱼试剂厂冻干精制大肠杆菌内毒素 �
, , ,

�
�

批号 � � �  � ,

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提

供
。

实验方法与结果

萤试验 � 取堂试剂若千 支
,

按标示量加

入配带的鱼试剂用水溶解
,

混合于同一安瓶

中
,

取�
�

�� �与。
�

�� �待测样品于小试 管 中

混合
,

缓缓振摇
,

立即置恒温 �� ℃ 士 �
�

� ℃的

内毒素测定仪中
,

由可视 窗观察乳 白色凝胶

生成情况并记录每 支试管凝胶生成时间
,

保

温 �� 分钟后按下述情况进行结果判断
�

轻取

试管
,

缓慢倒转 �� �
。

时
,

管内呈坚实凝胶状

者为阳性
,

其中 。一�� 分钟 内形成凝胶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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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一 � �分钟 内出现乳白色凝胶 热原氨节青霉素钠对照品
。

者为 � � � � � �� 一�� 分钟 内为 � � �
,

不 不 同浓度氨节青霉素钠对堂试 验 的 影

呈凝胶状或仅有絮状物者为阴性 �一 �
。

响 �
取无热原注射 用氨节青霉素钠对照品用

无热原注射用氨节青霉素钠对照品的建 无热原注射 用水配成不同浓度
,

分别加入内

立
�

取经临床广泛使用后
,

证明无一输液反 毒素标准品使内毒素含量分别为
� � � �

、

��
、

应的同批号的注射用氨节青霉素钠加无热原 �
、

� � � � � �
。

按上述赏试验方法测定
, �

注射 用水稀释成
� � �

、

� �
、

� �
、

�
、

�� � � � � 次测定结果如表 �
。

的浓度
,

经堂试验检测均为阴性者
,

作为无

表 � 氛 节 青 霉 素 钠 浓 度 对 宣 试 验 的 影 响

内 毒素 浓 度

�� � � � ��

氨 苇 青 霉 素 浓 度 �� � � � ��

� � �

� � �

� �

�

十 � 十 十 十 ��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 � � 十 十 十 十 �

十 十

十 � �

� 一 一 一 一 � � � �

由表 � 可知赏试验凝胶反应能够被高浓

度的氨节青霉素钠溶液所抑制
。

� �� � � � � �

的内毒素反应可以被大于�� � � � � � 的 氨 节

青霉素钠溶液所抑制
,

�� 一 � � � � � �的内毒

素反应被大于 �� � � � � �氨节青霉素 溶 液 所

抑制
。

随内毒素浓度降低
,

氨节青霉素钠溶

液抑制凝胶反应的浓度 也降低
。

样品测 定
�

上述试验证明注射用氨节青

霉素钠在大于 �� � � � � �的浓度 情 况 下
,

可

抑制鳖试验凝胶反应
,

干扰测定结果
,

故将

注射 用氨节 青霉素钠用无热原注射用水稀释

成 �� � � � � �的浓度进行赏试验 测 定
。

临 床

使用的注射用氨节青霉素钠有热原反应的 �

批
,

及同期使用的无热原反应的 � 批对照检

查
,

其鳖试验检查结 果如表 �
。

经测定 � 批有药热反应的注射用氨节青

霉素钠鳖试验结果均为阳性
,

未能通过宣试

验检查
,

而同期临床使用无药热反应发生的

� 批注射用萎萨声青霉素钠均通过 了赏试验检

查
。

讨 论

注射用氨苇青霉素钠溶液在大于�� � � �

饥 �的浓度情况下可抑制堂试剂凝胶反应
,

表 � 十李匕注射用 氛爷青霉素钠

堂试验结果与临床反应

批 号 世 试 验 临床 药热反应

有有有有无无无无无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仕� �

� �  � � �

� � �  � �

� � 口���

� � � �� � 一 �

� � � � � � 一 �

十 � �

� � 十

十 十

� �

干扰内毒素测定
,

这一结果与文献 成‘’ � 》 报

道一致
。

但其稀榕液可消除其抑制作用
。

��

版中国药典规定兔法检查此药热原的浓度为

�� � � � � �
,

按 � � �� � � 的 量注射
,

依 据 文

献 �� �之供试品稀释法计算
�

入
,

�

� � � � � 飞�

一 � � � � � �
‘

� � �� � �
� ��

,

即按药 典 所

规定的兔法检查热原所用药品浓度
,

改为鳖

试剂可做 � 一 � �倍稀释
,

我们采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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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
,

比药典所规定的浓度低�
�

�倍
,

但与

临床使用浓度接近
,

能够反映实际 应 用 情

况
。

内毒素浓度与凝胶生成时间具有一定 的

相关性 �‘�
。

内毒素浓度愈高
,

成胶时间 愈

短
,

反之亦然
。

通过观察成胶时间
,

以此划

定范围
,

可对内毒素致热量做大概的估算
。

这方面工作有待于深入研究
。

临床出现药热反应的 � 批注射用氨节青

霉素钠蛋试剂检查呈阳性反应
,

由此可以证

明其药热反应的原因之一 是由较微量的内毒

素所引起的
。

由于含量甚微
,

家兔法无法检

测
,

而人体对此热原质较为敏 感而 出 现 反

应
。

赏试剂检测注射用氨节青霉素钠中热原

方法简便
,

快速
、

灵敏
,

为快速查找临床输

液反应原因
,

减少临床用药副反应提供了一

项检测手段
,

适用于基层单位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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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工肾透析器超滤制备中药注射液

忱阳军区第 � � � 医院 刘少军 隋书鹏 王 敏

利用本院泌尿外科血液透析使用的一次

性的人工肾透析器
,

对复方丹参用超滤法制

成注射液与常用的水醇法进行比较
,

超滤法

优于水醇法
。

装置
�

将血液透析完毕的人工 肾 透 析

器
,

立即用蒸馏水冲清空心纤维中的残存血

液
,

再用过滤蒸馏水冲净内外通路
,

最后将

滤器充满 � �复方次氯酸钠或�
�

� �福 尔 马

林液备用
。

滤液前用过滤蒸馏水冲 净 消 毒

液
,

可反复使用多次
。

超滤装置见图
。

制备
�

称取原料
,

煎煮三次
,

每次半小

时 �加水量分别为 �
、

�
、

� 倍 �
,

过滤
,

浓缩制成原液
。

�
�

水醇法
�

将原液 � 份醇处 理 两 次

�含醇 �� �及�� � �
,

按注射液常规处理
。

�
�

超滤法
:
取原液 1份

,

以纸浆预滤

至澄清
,

用人工肾透析器超滤装置 进 行 超

滤
。

比较试验
:

1
.
澄明 度检查

:
将两种方法制成的注

射液
,

于灭菌后每月检查一次
,

共检查6个月
。

结果水醇法于第三个月安瓶壁有贴附少量细

点状物
,

而超滤法 6 个月均澄明
。

附图 超滤装 置

人工肾透析器

水流抽气器

微型药用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