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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许多抗菌药物对肝脏有 一定 的 毒 性 作

用
,

尤其是那些在肝中浓度高或主要在肝中

代谢和灭活的药物可引起肝脏损伤或其他异

常反应
,

故应减少剂量或禁用
。

已有文献 倒

报告头抱呱酮对肝脏有一定的毒性作用
,

故

当有严重肝病时必须减少齐�量〔
� �

。

其他药 物

如林可霉素类
、

氯霉素均应填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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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滴抗生素时输液的合理选择

渗军牡
‘

� 队院日加妇 肛为��� 卞 俊 张海琪

抗生素性质多不稳定
,

常 受 溶 媒
、

温

度
、

放置时间及药物间配伍等因素的影响
,

而溶媒是影响其效价的主要因素
。

本文就静

滴抗生素时输液的合理选择作一浅述
,

以供

临床参考
。

一
、

青霉素 �

青霉素 � 水溶液极不稳定 易被水解
,

�� ℃ 时
,

在不同的输液中 分解速度各异
,

在 � �
、

�� � 葡萄糖注射液及葡萄糖氯化钠

注射液中有效期仅 � �� � �毛 ��
,

而在 �
�

� �

氯化钠
、

复方氧化钠注射液 中 有效 期超 过

� � �� � �� � � �
,

直至 � � � �
‘�

。

温度升高�� �

℃ �
,

分解加速
,

在 �
�

� � 氯化钠注射液中的

有效期则不足� �山
。

故 � � 葡萄糖
、

��  葡

萄 糖注射 液及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不宜作

该药的溶媒
,

夏季尤为不适
,

如需应用
,

应

控制在室温下
,

在 � � 内输完
。

宜选 用 �
�

�

�氯化钠及复方氯花钠注射液作溶媒
,

忌盐

患者可先用少量 �
。

� � 氯化钠注射液溶解
,

后经三通管与葡萄糖盐同时滴入
。

据报道 � � 〕,

维生索 � 注射液可使其在 �� � 葡萄搪注 射

液中的稳定性增加 � 倍
,

原因可能是维生素

� 升高溶液的 � � 值至近于青霉索 � 的最稳

定 � �
,

并具有一定缓冲能力
,

而使混 合 液

� � 保持基本稳定
,

稳定性提高
。

二
、

氨节青霉素钠

其在 �
�

� � 氯化钠 与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中较稳定
,

在葡萄糖注射液中不太稳定
,

且

在 �� � 葡萄糖中比在 � � 葡萄糖中分 解 更

快
,

在 �� � � � �� � 乳酸钠中分解甚快
,

分解

随温度升高而加快 �’�
。

夏季室温高达 �� ℃以

上时
, �

�

� � 浓度的氨节青霉 素 钠在 � �
、

� � � 葡萄糖注射液和 �
�

� � 氯化 钠 注 射 液

中的有效期分别 为 �
�

�
、 ‘

�
�

�
、

� �
�

� �� 剑
。

因

此
,

临床使用氮节青霉素静滴时最好 用 �
�

�

� 氯化钠 �或复方氯化钠 �注射液作溶媒
,

若

必须与葡萄糖注射液配伍使用时
,

应遵循现

配现用的原则
,

一 日剂量分次滴完
,

每次剂

量溶于 � �� �  ! ∀ ���  �葡萄糖注射液中 ��

内滴完 �高温季节最好在半小时内滴完 �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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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其余输液
。

最好不要书 工�日书以 � � 乳酸钠

作溶媒
。

三
、

淦节青霉紊

该药在 饥白� 氯化钠注射液和 � � 葡萄

塘注射液中
,
�� � 内含最 均在 ��  以上

,

温度对含量变化影响不大
,

外观与� � 几乎

没有变化�� 
。

故可选用 。
,

� � 氯化钠注射液

和 万� 葡萄糖注射液作本品的溶媒
。

若与维

生素和庆大霉素配伍
,

建议在 仓
,

� � 氯化钠

注射液中溶解
。

四
、

叙呢嚓青霉案

据报道门
,

该药与 �� 葡萄糖
、

葡萄精
’

氯化钠
、

复方氯化钠
,

��  葡萄楷注射液及

� � � 葡萄糖加 � � � 。�� 让 � �配 伍
,

在温度

� �℃
、

�� ℃ 内放置 � � � 后分别侧定含量
,

仅

�� � 葡萄糖加 � 让 � 配伍 牡 �
,

在温度�� ℃

其含量下降 ��� 以下外
,

其余各配伍组在
� � �后含量均下降不到 �� �

,
故在 �� 五内

,

氧崛嚷青霉索钠可以与上述药物配伍
,

五
、

头抱吟嗽钠

其稳定 �� 约在 理
�

。� �
�

� 之间
,

故与 �

�葡萄糖
、

�� � 葡萄糖
、

葡萄糖氯化钠
、

复 方

氯化钠
、

�� 合� �氯化钠注射液在室温下配伍
,

�� �� 内稳定
,

可以联合 使用�� 
。

但 用 王��

葡萄糖注射液溶解该�药 �� 创�� 耐�
,

溶 液
� � � �

�

�� 时则立即析出白色结晶
,
当浓度

为 �酬�。而
,
� � � �

。

� � 时也会析出结晶
,

以 �
�

�� 氯化钠注射液溶解
, �班� � � � 时

也会发生结晶现象
,

与硫酸庆大霉素药液相

遮 会立即在输液管道内发生沉淀
,

一

⋯

也不寮

与执坏血酸注射液配伍 �� 
。

临床应用时要食

意配伍时的溶液的 � � 值和药液浓度矿
�

�

六
、

头碑留定

在 �压℃ 时犷�� 该药水浓液有效 期在
’

工� � 左右
,
随温度升高

,

降解加快
,
有效期

越短
,
在 � �℃ 时为 �� � �� ’。

�� 而在 ��
、

��

�葡萄搪注射液及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中
,

室温下有效期分别为 �
�

队 �
�

�
、

�� � 瓦 在 ��

℃时
,

有效期仆别为 �
、

�
、

认 �
、

么 � �”工�
,

故

宜选用住射用水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作溶

媒
,

硫用前配制
,
室温下 日� 内用完

,

夏 季

应在 � 卜内用完
,

七
、

头抱三嚓璐厉钠

室深时在 �� 萄萄糖
、

�。� 葡萄糖 陇

射液
、

乳酸钠林格氏液及 �
,

� 氯化钠注射

浓中 �名� 内稳定
,

而在冰箱贮存则 咒 �内

稳定〔
‘� �

。

八
、

峨肘单雕玻菌囊

本品单独或与庆大霉素
、

妥布霉索
、

头

饱哇琳钠
、

克林霉素在 。
、� � 氯化钠 或 弓�

霉萄糖混合液中
,

和与氨节青霉素 在 �
�

� �

氯化钠注射液中是稳定的
,
而与氮节青霉素

在 � � 葡萄糖注射液中的稳 定性在 邪℃不

超过 �� 周
。

九
、

红哪案

红霉素在不含葡萄糖的平衡输液中是稳

定的
,

室温放置 � �后效价 仅损失 � � 左

右
,

在含糖输液中效价摄失较快
, � � 后效

价损失 �石� 左右
,

若在 �� � 葡萄糖注射液
�� 仓�� 中滴加 �� � 滴 ��

�

邪刘 左右��  碳

酸氢热注射液
,

将皿调至 �
�

� 左右
,

这时

红霉素分解速度大大降低
,

�� 后效价仅损失

功 �
。

一

可见影响红霉素稳定性的主要因索是
�� 和温度

,
‘

在温度固定时
,
当 � � � � 时是

不稳定的
,

p H 在 6~ 7 之间比较稳定恤诬。

L

故宜选用注射用水或不含糖平衡输液作溶

媒
,

若用 10 % 葡萄糖 (5 % 葡萄搪)注射 液

作溶媒认应加入 5% 碳酸氢钠注射液 饥 25

耐调节溶液 pH 至 7
。

0 左右
。

绝对不能 用

讯g写氯化钠注射液作溶媒
,

以免盐析作 用

产生沉淀“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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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内酞胺杭生素联合应用问题

解放军 101 医院(无 踢 214 04 1)
.

无竭 下从六制儿厂 (无妈 214以1)

施鹤高

沈婷凑争

队内酚胺抗生素联合应用可产生协同作

用
,

扩大抗菌谱
,

亦可产生拮抗作用
,

产生协同作用存在于以下情况
:

1. 抑制 队内酞胺酶 60 年 代 至 70 年

代初
,

由于大多数 卜 内酞胺抗 生素 对能产

生 队 内醚胺酶的 G
一

细菌无 效
,

因而在使用

青霉素
、

氨节青霉索等时
,

开始联用苯哩青

霉素或甲氧苯青霉索 (
me
th id H in )

,

因为后

者为 卜内酞胺酶抑制剂
,

当单用经氨节青霉

素 (am oxillin )500 m g 治疗尿道感染时
,

尿

中几乎检不出该药
,

而且细菌减少极少
,

当

加用 100 m g 棒酸 (elavulan ie a eid )后
,

呈

现很明显的杀菌作用
,

以上两药联合应用治

疗肺部
、

尿道
、

软组织感染及腹膜 炎时
,

可

产生协同作用
,

这与棒酸可抑制青霉素酶有

关
。

2

.

作用于细 菌不 同部位 大肠 杆 菌 的

青霉素结合蛋自 1
、

2 和 3 可代 表卜 内酞胺

抗生素的主要靶部位
,

当联合应用这些蛋白

质亲和力不同的 庄 内酞胺抗生素时
,

可 引

起杀菌力的变化
,

如甲亚胺青霉素(me
ill in -

am ) 可与大肠杆菌的青霉素结合 蛋 白 2结

合
,

使菌体呈球形生长
,

当联合应用小于溶

菌浓度的诺卡杀菌素(noc ar di ci n A )时
,

因

该抗生素与大肠杆菌青霉素结合蛋自 IA 结

合
,

故可加快大肠杆菌的溶菌速度
,

增强杀

菌力
。

同样甲亚胺青霉素与狡节青霉素
、

头

袍哩琳
、

先锋毒索 五
、

头抱经哇可产生相同

作用
。

但是 卜 内酞胺抗生素联合应用 亦 可 产

生拮抗作用
,

当治疗肠杆菌
、

沙雷菌属
、

柠檬杆菌
、

叫噪阳性变性杆菌
、

气 单胞菌属及假单抱菌

属感染时
,

头袍甲氧哩吩与狡节青霉素
、

先

锋霉素 互号
、

磺吐氨节青要素
、

头抱吠肪
、

头

泡氨邃厉
、

头抱塔齐定
、

头抱嘎哩等联合应

用时将产生拮抗作用
,

对头抱 甲氧哗吩敏感

的菌株
,

其拮抗作用可发生 10 一 28 %
;
对头

抱 甲氧邃吩抗药菌株
,

其拮:抗 作 用 可 发 生

80 %
。

头泡甲氧唆吩
、

头抱经哇都是染色体编

码的头抱菌素酶 良好的诱导剂
,

另一个头抱

菌素酶诱导剂为棒酸
,

但同时亦是强有力的

青霉素酶的抑制剂
,

在治疗绿 脓 杆菌感染

时
,

棒酸可拮杭氧咪节青霉 素 (A zl oc ill in )

和头泡去甲唾哩肠钠的作用
。

竣节青霉素或

氮节青霉素在治疗变性杆菌和假单饱菌属感

染时
,

可被先锋霉素 五或邻氯 青 霉 素 所 拮

抗
。

氏内酸胺抗生素产生拮抗作用的机理有

二种
,

一种是抑制抗生素与细菌青霉素结合

蛋白的结合 ;另一种是 卜 内酞胺抗生素诱生

卜 内酸胺酶
,

阻止第二种 队 内酸胺抗生 素

通达靶部位
,

以第二种抑制为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