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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药局管理
·

超 声 探 头 祸 合 乳 剂 配 制 方 法 的 再 改 进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卫生处 王守龙

超声波检查时所应用的超声探头藕合剂

的处方已有人加以改进
’ ,

该方的优点是采

用国产原料
,

配制成乳迅速
,

且不易分层
。

但亦有缺点
,

例如操作程序复杂
,

不便于医

疗单位小批量生产
。

为此笔者进一步加以试

验
,

利用原料的不 同比重与不同溶解度
,

采

用同一容器水浴一次加温法
,

亦可配制成合

格的藕合剂
,

现介绍如下
。

一
、

处方

液体石蜡  二 比重
。

司盘一

吐温一 比重 洲
。

绞甲基纤维素钠 。 厘伯

也可用 。一 厘伯
,

但用量加倍
。

尼伯金乙醋 。

香 精 适量

蒸馏水

二
、

制法

取洁净输液瓶一只加入蒸馏 水
,

另取过 目筛的梭甲基纤维素钠 加 入

瓶中
,

让其自然溶解 过筛后梭甲基纤维素

钠易溶
,

切忌搅拌震荡
,

否则结成胶块不利

溶解
,

然后取吐温一 加入溶液中混匀
,

最后依次加入液体石蜡
、

司盘一
、

尼泊金

乙醋
、

香精
,

让其 自然悬浮于上层液中
,

此

时瓶内由于各组分比重和溶解度不同
,

自然

分为两相
,

上层为油相 下层为水相
。

将装好原料的输液瓶盖好橡皮塞
,

压上封口铝盖 无压盖机可在橡皮塞上插入

一根注射针头减压
,

再将瓶子浸入水浴锅

中加热至锅内水沸腾后约 分钟 此时瓶内

反应温度稳定在 一 ℃之间
,

延长加热时

间瓶内温度也不会超过 ℃
,

停止加热
,

趁热取出玻璃瓶观察上层液中司盘一 呈融

溶状后
,

用力振摇乳化完全后
,

放冷即得与

原配制处方相同的祸合乳剂
。

三
、

特点
一

全部处方原料装入同一容器反应
,

便于

拉制反应温度
,

简化了操作程序
,

提高了工

作效率
,

适合医疗单位小批量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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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人体的输液中含有热原量 如 达 到

卜 就可导致热原反应
,

这对人体 危害

极大
,

可 引起患者高烧
、

昏迷
,

甚至死亡
。

因此在制备大输液的成品甲绝对不允许有热

原存在
。

过去认为热原耐高温
,

必须经 ℃ 分

钟或 ℃ 个小时的干热高温处理
,

才能有

效地除去
。

近年来有报道则认为 热原的耐

热性是相对的
,

尤其是在水溶液里热原的活

性
,

耐热性均降低
,

在酸硷介质中更不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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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采用二次灭菌法处理含热原不合格的大

输液制剂
,

可 以得到热原检查合格的产品
。

近三年来我院对二十几批热原检查不合

格的大输液均采用了二次灭菌法进行两次消

毒
,

经再度进行热原检查均合格
,

临床使用

没有发生输液的热原反应
。

对这些采用二次灭菌法消毒后 的 大 输

液
,

按 《中国药典》  年版 我们做了全

面的质量检查
,

并与首次消毒后所做的检查

结果做了对 比
,

结果见附表
,

据此我们认为

从附表俭验结果分析
,

采用二次灭

菌法除热原的效果是可信的
,

方法是可行的
。

对热稳定的大输液如复方氯化钠
、

生理平衡液
、

生理盐水等
,

可 采 用 ℃

分钟进 行二次灭菌
,

必要时可进行 三 次 灭

菌
,

效果很好
,

且对质量无任何影响
。

对含葡萄糖的大输液
,

只要控制好

首次
、

二次灭菌时的温度
、

时间
,

也是可以

获得合格产品
。

虽然经过二次灭菌后
,

制剂

的 有所下降
,

一经甲基糠醛的测 定可

见升高
,

但仍在合格范围内
,

可 以使用
。

但

是如果这类制剂在首次灭菌时温度偏高
、

时

间长于 分钟
,

而且 一经甲基糠醛项目在

波长处测得吸收度高于 的
,

则经过

第二次灭菌后
,

下降的较多
,

且 一经

甲基糠醛的含量往往超过限度
,

因此虽然达

到了除去热原的目的
,

然而制剂的质量却不

合格
。

·

文摘
·

甲氰咪肌预防扑热息痛引起肝脏损害的可能应用

大量超剂量的扑热息痛能引起不可逆的肝细胞

损害和死亡
。

扑热息痛中毒的特异之处在子它的毒

性作用要在服药后数天才能表现
。

当服药后人体内

血药浓度达到最高点时
,

通常它的毒性作用也发挥

得最大
。

除了有象氢氧化钠那样的强碱或强酸引起

肝脏结构损害而致的组织损害以外
,

当药物被排泻

后它的毒性作用也下降
。

即使服用很高剂量
,

扑热息痛最初也不是很毒

的
,

仅在 使用数天后它所引起的肝 脏 毒 比才能见

到
。

这是 因为造成损害作用的毒性物质并不是扑热

息痛本身
,

而是它的一种代谢物
。

扑热息痛在肝脏

的代谢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
,

因此
,

一些不同

的代谢物可以在服药人的尿中查到
。

从毒性观点来讲
,

这个重要的代谢过程是在混

合功能氧化酶的作用下
,

细胞色素 氧 化 扑热

息痛的过程
。

肝脏内的这个酶系统把剂量的扑热息

痛转化成许多产物
,

其中有 一乙酞对苯醒亚胺
。

这是一种具有高度活性的物质
,

它与大分子化学结

合引起肝脏组织的不可逆损害
。

正常剂量甚至是中等超剂量的扑热息痛也不会

出现问题
,

因为代谢产物可与肝内贮存有解毒作用

的谷胧甘肤能发生反应
。

只有过量服用扑热息痛并

且有相当大量毒性代谢物形成时才会出现问题
。

在

这种情况下正常贮存的谷眺甘肤已变饱和
,

而代谢

物就能与肝细胞大分子共价结合而导 致 组 织的坏

死
。

一

已知甲氰味肌能抑制细胞色素 混 合功能

氧化酶系统
,

因此它对大剂量扑热息痛引起的肝毒

性效应有对抗作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这已在动物

实验中得到了混合的结果
。

同样在人体的实验中也

得到了意义不明确的结果
。

但这并不奇怪
,

因为涉

及到形成毒性代谢物的扑热息痛剂量 比 例 是很小

的
,

因此在实验环境中同时服用甲氰咪肌和扑热息

痛而对产生代谢物的模形能引起显著的改变是不现

实的
。

真正恰当的实验是将甲氰咪肌给予已服用大量

超剂量扑热息痛的人来观察是否有作用
。

这样的实

验在合理用药方面是不可能的
,

因为已建立了保护

人们免受扑热息痛损害肝脏的方法
。

本研究工作在近期不可能提供扑热息痛中毒的

解毒药
,

但可增进我们关于药物作用和毒性的生化

机制的知识
,

这在长远的意义上能指导药物设计方

面有所改进
。

〔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英文 〕

哀亚新译 张紫洞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