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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厂设备条件好者可少一点
,

一般

为 为宜

个别品种情况药液亦可适量提高
,

依主药性质含量而定
,

以不用
、

少用为宜
。

四
、

使用方法

一次加入的效果有时并不理想
,

可考虑

分次加入
,

即将活性炭半量加入浓配液中
,

一半加入稀释液中
。

有时加入药液煮佛几分

钟
,

再放置 一 分钟后冷却至 ℃左右
,

再过滤之效果较好
。

总之
,

活性炭的吸附作用 和效果尚有一

定 的限度
,

最重要的是选择合格的原料
、

辅

料
、

防止生产过程中的污染
。

如含糊精的葡

萄糖粉虽经 多次处理
,

效果仍 不 佳
,

如 因

值较高
,

色泽过深
,

提高脱炭或 吸 附 次

数亦 是无效的
。

当然活性炭质量不好
,

也会

影响产品质量
。

附表 注 射 剂 用 活 性 炭 质 量 标 准

全 查 项 日 一 级 针 剂 用 炭 中 国 药 典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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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 炎 净 栓 的 制 备

解放军第 以医院 阎兴 占 李洪 式 徐可振

老年性阴道炎是妇科门诊较常 见 的 疾

病
。

全身用药常见有不良反应
,

我们研制了

妇炎净栓
,

由于局部药物浓度高
,

剂量 准确

又无不 良反应
,

月疗效令人满意
。

现将妇炎

净栓的有关制备及质量控制介绍于下

一
、

配 制

处方 乙藤酚 氯霉素  

三黄粉

半合成脂肪酸甘油脂 适量

共制成阴道性 粒

制法 取计算量的基质置水浴上加热熔

化
,

缓缓加入已过 目筛混合后的乙茂粉
、

氯霉素和三黄粉 黄莲
、

黄柏
、

黄 琴 粉 等

量
,

使分散均匀
,

趁热 ℃ 迅速往入

已洗净擦千
,

并涂有润滑剂的栓模内
,

至微

溢出模 口 为度
,

置冰浴上完全冷却
,

用刀刮

去溢出部分
,
取出

,

即得黄色光滑整齐的栓

剂
,

包装
,

备用
。

二
、

质 控制

重量差异限度及融变时限参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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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 年版二部附录 一 页进行检查
。

鉴别

乙蕉酚 取本品 粒
,

加无 水 乙 醇

在水浴上加热便溶
,

再置冰浴上冷 却后
,

滤过
,

将滤液蒸千
,

残渣分成 份
,

份加

硫酸
,

溶解后
,

溶液呈橙黄色 加水

稀释
,

颜色即消失
。

另一份加稀乙醇

溶解后
,

滤过
,

滤液加三氯化铁溶液

。 滴
,

即显绿色
,

缓缓变成黄 色〔 〕
。

小壁碱 取本品 粒置水浴上 加 热 使

溶
,

趁热过滤
,

将滤渣 三黄粉 凉干取

克
,

加甲醇 浸泡过夜
,

取上清液
,

加稀盐酸 与漂 白粉少量
,

振摇后
,

溶液

显樱红色 另取上溶液
,

加 没食子

酸的乙醇溶浓 一 滴
,

在水浴上蒸干
,

趁

热加硫酸数滴
,

即显深绿色〔 〕
。

含量测定

氯霉素 取木品 粒置水浴上 加 热 使

溶
,

趁热过滤
,

精密量取滤浓适量 约相当

于氯霉素
,

加乙醇 使其充分 溶

解
,

再用水稀释成侮 中含氯霉素

的溶液
,

按照分光光度法在 士 的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

按
, , 。

的
「,
二

,

涛 谷 、
, 、 二二 。 八 。 、 中、 。 式。

吸收系数 毛言 为“ 计算
,

即得
。

三
、

用法
、

用最 及临床使用情况
。

隔日一枚
,

塞入阴道 内
,

日 为 一 疗

程 或者每日半粒
,

晚上塞入阴道内
,

日

为一疗程
。

临床应用效果 疗效观察标准 无效

用药后 自觉应状及局部病变均 无 改 善 好

转 用药后自觉症状有减轻
,

局部粘膜充血

不 明显 痊愈 用药后 自觉症状消失
,

局部

出血
一

与充血完全消失
。

用药病人年龄 一 岁
,

用药后普遍反

映见效快
,

无刺激及不适感
。

根 据

年统计 例中
,

经查全部治愈
,

没有发

现无效病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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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 文 报道 了复方支气 管 造 影

剂 简称 的制剂研究
,

并拟定 了 质

量标准
。

紫外扫描表明 与 复方泛影

葡胺的吸收图谱一致
,

入 均为 士
,

紫外测定回收率
‘

士 为 土
,

为
, 。

对 的粘度
,

渗透压等提

出了规定
,

测定表明其毒性较小
。

近年来国内碘化油供应紧张
,

使许多支

气管等疾患得不到及时检查
。

一些学者致力

于支气管造影剂替代品的研究
,

如用硫酸钡

混悬剂虽可达到临床上的诊断 目的
,

但易进

人肺泡不易排出
,

可引起肺 部肉芽 肿 的 形

成 也有采用单纯的水溶性造影剂一  复

方泛影葡胺直接作用支气管造影
,

这 一 方

法只能作局部支气管选择造影
,

必须在透视

下注人并迅速照点片
。

由于 复方泛影葡

胺粘稠度甚小
,

在管腔 内流动性大
,

不 能均

匀涂布于管壁
,
显影模糊不清

,

且刺激性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