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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 同 �� 位对 �
�

� �氛化钠注射液澄明度的影响

批号
生产时

声值 观察瓶数 留样�合格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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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论
�� 值对 �

�

� � 氧化钠注射液澄明度稳

定性的影响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年版规定 �

“
�

�

� � 氯 化 钠 注 射 液 的 �� 值 为

�
�

� � 一 �
�

� �’
’ 。

在配制过 程中即使不用稀盐

酸调 整 �� 值
,

也 不会超 出规定范 围
,

一般

�� 值在 �
�

� � 左右
。

但是这样配制的液体存

放 ��� 就会出现乳光
、

闪光片
、

点
,

不能长期

存放
。

《中国人 民解放军医疗单位制剂规范》

� � � � 年版规定
,

配制本 品时
,

将 �� 值调到

�
�

� � 一 �
�

� �之 间有利于澄明度的改善
,

提高

产品质量
。

从本实验结果看
,

声 值在 �
�

��

以上
,

本品的保存时间一般在 � 一 � �� 即出

现闪光片
、

闪光点及小 白点
。

当 � � 值调为

�
�

� � 一 �
�

� �之间时
,

保存时间可延长至 ���
以上

,

且质量稳定
。

在高原地区配制本品
,

要

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和确定最佳 �� 值范 围
,

是否与高原水质有关
,

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

一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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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康 口服液影响造血功能的实验研究

那郁英 陶碗华 赵广云 张 学凤

�解放军第 � � 医院 洛阳 � � �� �  �

摘要 养血康口服液对失血性贫血小鼠具有升高血红蛋白的功能 � 能明显对抗环磷酞胺对小鼠的作

用
,

使 � ��
、

��
� 、骨髓有核细胞显著回升

。

能使�� 心 辐射小鼠脾脏表面造血集落形成单位 ��� �� �� 和 � � 明

显增加
。

提示
�
养血康 口服液具有显著提高造血功能的作用

。

关键词 养血康口服液 �造血功能
� 失血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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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康 口服液系由黄茂
、

连翘
、

土大黄
、

当归
、

柿叶
、

白芍
、

生地等组成
,

用于治疗各种

贫血
、

血小板减少及 白细胞减少症
,

疗效满

意
。

现将养血康 口 服液的药理作用 报道如

下
。

一
、

材料

药品
�

养血康 口服液
、

生理盐水均 由本院

制 剂 室 提 供
。

注 射 用 环 磷 酞胺 �批 号
�

� �� � � � �上海第十二制药厂
。

动物
�

昆明种小白鼠
,

本院实验动物室提

供
。

仪器
�
��� 型 � � 血液分析仪

,

�� �� 幅射

源
。

二
、

方法与结果

�一 �养血康口 服液对失血性贫血小 鼠血

红蛋 白的影响 �� 

选雄性 昆明种 小 鼠 �� 只
,

体重 �� 一

�� �
。

以 � � � 酒精棉球擦拭尾部
,

使血管扩

张充血
,

剪去 鼠尾尖端 �
�

� �� �
,

将其伤 口浸

入装有 �� 士 �℃ 温水 的刻度试管中 �置恒温

水浴锅内保温 �
,

直至小鼠失去血液 �
�

�� �,

造成 失血性贫血
。

2 4 h 后再 在小 鼠尾端 采

血
,

测定血红蛋白值 ;随机分为给药组与对照

组
。

分别灌胃给养血康 口服液 0
.
5m l/ 20 9 和

50 % 蔗糖水 0
.
sm l/2 09

。

连续给药 sd;给药

后第 5
、

8 天再次尾端采血测血红蛋白值
。

结

果见表 1
。

表 1 养血康口服液对失血性

贫血的影响 (
n = 10 )

组 别
H b(以L ) 又士 S

给药前 给药 5d 增加值 给药 s d增加值

对照组

给药组

102
,

0
士9

.
5

1 0 0
.
9 士 1 3

.
4

2 0
.
5 士 6

.
4

5 0
.
1 士8

.
5

5 0
.
9 士 12

.
2

6 9
.
3 士 1 0

.
9

P 值 < 0
.
00 1 < 0

.
0 1

(二 )养血康口服液对小 鼠环磷鱿胺所致

造血损伤的影响[1]

选雄性昆明种小 鼠 30 只
,

随机分为 3

组
,

每组 10 只 ;甲
、

丙组灌胃给 50 % 蔗糖水

0
.
sm l/ ZOg

,

每日 2 次
,

乙组同法灌胃给等量

养血康 口服液
,

连续 13 d
,

乙
、

丙两组在给药

第 8
、

9

、

10 天腹腔注射环磷酞胺 lm g/109
,

甲

组不给环磷酞胺
。

第 13 d 给药 lh 采血测定

白细胞数(W B C)
、

网织红细胞(R et )(每组取

5 只)
、

摘取小鼠脾脏称重并剥离小 鼠一根股

骨
,

用 30% 醋酸液 10 m l冲洗其骨腔 内有核

细胞
,

测定骨髓有核细胞数
。

结果见表 2
。

表 2 养血康口服液对小 鼠环碑耽胺所致造血损伤的影响 (n 二 10)

甲组(蔗糖水)

乙组(养血康 十
q )

丙组(蔗糖水 + Cy)

8
.10 士 1

.
5 0

1 0
.
1 4 士1

.
6 3 二

4 .56 士 2
.
7 0

6 5
.
0 士 19

.
4

1 4
.
6 士 4

.
6
.

7
.
4 士 1

.
7

9 9
.
8 士 1 8

.
7

7 1
.
8 士 1 3

.
3
.

5 5
.
4 士 6

.
7

2
.
8 9 土 0

。

3
2

4

.

1 5
士1

.
5 9二

1 。

1 1 士0
.
2 6

书 尸< 0
.
0 5

, , 尸 < 0
.
00 1 乙丙组比较

(三)养血康 口 服液对小 鼠印 Co 照射所

致造血损伤的影响[2]

选雄性昆明种小鼠 30 只
,

用60 Co 一次性

照射
,

剂量为 6
.
OG Y

,

随机分为 2 组
,

一组做

血象观察
,

另一组作骨髓象观察
。

1

.

血象观察 将小鼠再随机分为 3 组
,

一组做空白对照
,

另 2 组 于照射前一天分别

腹腔注射养血康 口服液 o
.
sm l/20 9

、

0

.

2 5 m l /

20
9

,

对照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0
.
25 m l; 照射

后次 日起改腹腔注射为灌胃
,

剂量同前
,

连续

△n 二 5

给药 7d
,

停药次 日眼眶静脉采血测定 W BC
、

R et 值
,

结果见表 3
。

2

.

骨锭 象观 察 另一组小鼠给药方法

同上
,

停药次 日颈椎脱臼法处死动物
,

剥离股

骨
,

同 2 法测定骨髓有核细胞数
。

取脾脏
,

以

苦味酸
—

甲醛液固定一天后计数脾脏表面

集落形成单位(CF
v 一

S)
。

结果见表 3
。

(四 )息性毒性实验

选 18 一 2 2 9 昆明种小 鼠 40 只
,

雌雄各

半
.
按动物能耐受的最大浓度和容积 i只

,

每只



吨
·

d( 相当生药量)
,

观察 7d 无一例死

亡(相当人用量的 100 倍)
。

小鼠食欲
、

活动
、

大小便均正常
。

小 鼠 ip 的 LD 细 士平均可信

限为 59
.
36 士6

.
8 0以kg(改进寇氏法)

表 3 养血康 口服液对小鼠印Co 照射所致造血报伤的影响

对照组

给药组 (0
.
sm l/209)

给药组(0
.
25 m 】/20 9 )

5
.
0 1 士 1

.
2 0 3 6

.
4 土9

.
6 9

.
2 1 土 1

.
2 6

9
.
2 2 土2

.
0 5 二

11.31土 3
.
2 0

’ . 登

5 7

.

0 士2
.
6 二

50
.
0士7

.
9 二

14
.
35士 3

.
90
. 圣

1 6

.

3 2 土 3
.
1 1 二

4
.
5土 l

。

1

1 8

.

8 士 5
.
7

⋯18.0土5 。

6

⋯
, ,

P < 0. 0 1
, , . 尸< 0

.
0 0 1 与对照组比较

三
、

结论

本实验结果证明
,

养血康 口服液可提高

失血性贫血小鼠 Hb
,

对环磷酞胺和印Co 所致

造血损伤有保护作用
。

当骨髓造血功能遭受

抑制后脾脏仍能维持部分髓外造血功能
。

根据中医
“

阴阳互根
、

气属阳
、

血属 阴
、

阳

生则阴长
”

的理论
,

养血康 口服液采用补血药

同时加入补气养血
,

清热凉血药
,

以资生化之

源
,

又能祛痪生新以提高补血作用治疗血虚
,

即现代医学的
“

贫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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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蜡制剂工艺的改进

许 带 龚文琴

(解放军第 307 医院 北京 l00() 39)

骨蜡是一种在骨和脑手术中用于骨创面

止血的辅助药物制剂
,

对于颅骨等不宜以烧
、

烫
、

缝为闭合和止血手段的创面切 口的愈合

具有重要意义
,

临床要求其无毒
、

化学性质稳

定
、

粘合性好
,

而且具有一定的吸水性
、

均匀

性和可塑性
。

在我们以往的配制过程 中
,

随

意性强
,

缺乏严格的质控手段
,

以凡士林为主

要成分
,

粘稠度强
,

吸水性差
,

常给手术和创

面愈合带来不利影响
。

本试验对骨蜡的制备

工艺进行了探索
,

通过控制温度等手段制备

出具有适宜的粘稠度
、

良好的均匀性和可塑

性的半固体硬膏型骨蜡
,

临床应用取得满意

的疗效
。

现报告如下
。

一
、

制备工艺

(一 )骨蜡的处方

白凡士林 849

黄蜂蜡 1669

(二 )材料和方法

材料
:
白凡士林

、

黄蜂蜡
。

方法
:
称取 84 9 白凡士林和 1669 蜂蜡

(将蜂蜡捣成碎块 )同放在烧杯内加热至熔

融
,

控制在一定温度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混

匀维持一定时间
,

通过双层纱布过滤
,

放冷备

用
。

将不同温度
、

时间条件下制备的骨蜡进

行比较
。

( 三 )结果

不同温度
、

时间条件下配制出的骨蜡性

状和临床效果明显不同
,

而在同一条件下骨

蜡的性状相似(见表 1)
。

1

.

温度控制在 60 一 70 ℃
,

时间维持在

sm in 内
,

两种基质能共溶
,

但冷却后制品缺

乏粘稠度和可塑性
,

油腻感强
,

并出现许多块

状物
,

临床疗效差
。

2

.

温 度控制在 80 一 90 ℃
,

时间维持在

10 m in
,

两种基质能共溶
,

冷却后制品有一定

粘稠度但可塑性差
,

还存在少许块状物
.
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