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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学处理
,

试验组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 。

注 硝酸咪康哇为上海第九制 药 厂 生

产
,

批号 、一
。

注 石膏样毛癣菌 由上海

医平卜大学华山医 队皮肤科提供
,

均系白色雄性
,

休

巨于勺选 匕
。

三
、

讨 论
, ℃ , 水 中 略

溶
,

日光下直接照射或迁铁
、

铅等金属离子

失效
。

因此配制 时 宜 将 见 光 不 稳 定 的

在乳化后加入 酉己制时用具忌用铁

器
。

本试验采用自身对照试验
,

除治疗

药物不同外
,

试验组与对照组中的其他因素

均一致可比
。

试验组的 天内治愈率及平均

治愈天数
,

均优于对照组
。

经统计学处理
,

两者相差都不显著
,

表明国 内

首次
一

合成的抗菌药在浅表真菌的动 物 试 验

中
,

其疗效至少与 目前国内外广泛应用的咪

康哩一致
。

文献报道
,

国产环己毗酮氨乙醇

对 种常见真菌的药敏试验表 明
,

该 药 的

值与联邦德 国  药厂生产的制品

值墓木一致或接近
“ ’ “ 。

总 之
,

环 己

毗酮氨乙醇是近 年来 抗真菌药物研究的又

一新成就
,

对我 国产品的临床疗效尚待进一

步确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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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解 蛋 白 注 射 液 除 热 原 法 初 探

福州梅峰制药尸 李国帜

水解蛋白注射液因含有十多种氨基酸
,

是重要的蛋白质营养剂
,

故在生产过程中极

易被微生物污染
,

产生热原
。

国内目前多采

用活性炭常规吸附法除去热原
,

此法不仅活

性炭用量大
,

吸附次数多
,

而且不 彻底
。

为

此我厂在制备工艺上进行改进
,

兹将初步经

验简介如下
。

一
、

方法

取水解蛋白浓缩液按总氮稀释至 左

右
,

加入 活性炭
,

于 ℃保温 小时
,

放置过夜 次 日加 活性陶土加温 搅 拌
月

分钟
,

过滤 滤液再加 活 性炭’ ‘ ‘

一
叨 ” 切

’

匹 “
‘切尸 一 ‘ “ ’曰 冲 夕 、

加热搅拌 分钟
,

过滤 滤液按总氮稀释至
,

加入 葡萄糖
、

偏重 亚 硫

酸钠
、

色氨酸
、

一  活 性炭

搅匀
,

精滤
,

封装
,

℃ 朽分钟灭菌
。

二
、

结果与讨论

加入活性炭后 ℃保温 小时
,

基

本可破坏水解蛋白浓缩液中所含热原
,

而后

再辅以少量活性炭吸附
,

可 以达到完全除去

热原的目的
。

活性炭保温法较其单纯用活性

炭吸附法的效果可靠 表 此外
,
活性炭

用量约减少一半
,

故亦可避免有效成份被活

性炭吸附而受到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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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蛋白浓缩液经 ℃ 小 时 处

理后
,

总氮
、

氨基氮略有增减 表 而氨

基氮的提高正是生产上所需要的
。

该生产工

艺对制品的其他质量指标均无影响
。 项项 目目 单用活性炭炭 加活性炭保温处理理

生生产批数    

热热原合格批数数    

不不合格批数数

复复查合格批数数

表 活性炭吸 附 与活性炭保温处

理除热原效果比较

玩 目 单用活性刻加活性炭保温处理

表

注 每批生产 瓶

水解蛋白浓缩液加活性炭保温 处理 的
、

总氮
、

氛基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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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

运动对降低高血压者血压的效果

贾丹 兵译 张紫洞校

很多文献讨论到正常运动降低原发性高血压的影响
。

由于许多研究结果都不相同
,

因此本文对一组 原

发性高血压病人进行不同活动的长期效果加以观察
。

对十三名病人中进行了研究
。

研究开始前病人应至少三个月未接受药物治疗高血压
,

他们全都习惯于 坐

着
,

从未参加剧烈运动至少有一年
。

选入研究的标准是血压在 八 以上
。

最初开始在运动 程 序 开 始

之前对病人进行了六周的监测
,

在此期间定期对病人调节血压
。

研究包括三个阶段
,

每阶段为四 周
。

在第

一阶段中
,

病人坐着 , 第二阶段病人完成最大工作量的 一 的脚踏车运动 分钟
,

每周三次 , 第三阶

段以同样强度
,

每周脚踏七次
。

葬得结果是 在踏车期间后测定血压
,

平均血压
· ·

坐着阶段后
· 。

在每周三

次运动后平均血压值下降 通 在炼 愁
一

匕次运动后血压下降
。

八  !
。

其余结果是
“

增加活动

后总外周阻力下降
,

心脏指数升高
。

血浆中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值降低
,

每周三次 每周七次运动后比坐着

夯别下降欢 和 尸
。

作者报告说
“

我们的发现与正常受试者的情况相一致
,

井且清楚地表明具有轻度和中度原发性高血压

坐着的病人
,

定期运动导致卧位和立位的血压长期降低
。

这种作用与体重和钠摄入改变无 关
,

而保 持 恒

定
。 ” 作者还说

“

本法降低血压与其它非药理学方法降低血压相比较
,

降低血压的幅度更大
,

尤其是食物

疗法如减少盐的摄入或素食主义
。

唯一可比拟的非药理学调节是肥胖受试者的体重降低
。 ”

结论认为适当而定期运动可降低血压
,

似乎是治疗高血压病重的非药学方法
。 ”

〔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

英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