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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莲丸
、

香莲片
、

香莲胶囊中总季胺

碱溶出度的测定

空军汉 口医院 汉 口

湖北中医学院 武汉   !

刘 答

吴志明

治疗痢疾
,

里急后重
,

腹痛腹泻的香莲丸

在床反应味苦
,

服用量大而致患者服用困难

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将之改制成香莲 片
,

但工

艺复杂
,

质量较难控制而又改制胶囊 , 为了

筛选最佳剂 型
,

我们对三种剂 型中总季胺碱

溶出度进行了侧试并 比较
,

现报告如下

实验材料

仪器 。一 型药物释放度侧定仪 江苏

武进精密仪器厂
,

。型分光光度计 上海

分析仪器厂
。

药 品 与 试 荆 香 莲 丸 洪 山 制 药 厂
,

香莲片 武汉 医药工艺研究所
,

香

莲胶囊 自制 , 盐酸小璧碱标准品 武汉市药

检所

实验方法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取盐酸小粱碱 。 殆 配成
‘

溶

液
,

精取 配成 溶液 含小璧碱

 
,

再分 别 取
, , , ,

上 液
,

置 分 液 器 中
,

加 缓 冲液

,

水
,

苦味酸钠液
,

摇匀
,

精密加入 二抓乙烷
,

摇动
,

分层

干燥滤纸滤过
,

滤液在  处测定吸收度

以撼过的二抓乙烷萃取液为空白
,

回归方

程 为
一

。

香莲九
、

香莲 片
、

香莲胶囊中总李胺

碱的含黄浏定

精 密 称 定
,

置 索 氏 提 取 器 中
,

以

乙醉提取
,

提取液滤过
,

滤液蒸发

得固状残留物
,

定溶于 容量瓶中
,

撼

过
,

精取 稀释成
,

按萃取侧定法

操作
,

结果见表
。

总季胺城溶出度的浏定

精密称定
,

置转篮内
,

以  盐酸

液为介质
,

分别在
, , , , , , ,

, ,

吸取 介质
,

随时补充等

温新鲜介质
,

择品 滤过
,

精取 稀释成
,

按萃取侧定法侧定总季胺碱溶出度
,

计算各时刻累计百分率

表 香蓬三种荆型总季按城含贡浏定结果

重里   

吸收度

百分含量

平均含量

香莲丸

。

。

,

 !

,

香莲片

。

。

香莲胶囊

。

。

‘

。

实验结果

溶 出度 定结果见表
,

溶 出度曲线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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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时诚喊城军计冲称石分
牙‘
」

亡‘耐目

图 三种荆型总季按碱 军计释放百分率 曲线

为丸荆
,

为片荆
,

为胶囊荆

表 三种制荆溶 出度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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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释放参数计界

以威布尔概率纸拟合直线
,

求得三种制剂的释放参数
,

结果见表 3

表 3 三种制剂的释放参数

T 。。 T d m

丸剂 片剂 胶囊剂 丸剂 片剂 胶囊剂 丸剂 片荆 胶囊剂

徉品 1 20
.
0 47

.
6 6

,

5 3 0 0
5

5

.

5 1 0

.

5 0

.

8
7 6 0

.

7 0 0

.

6 5 3

样品 2 20
.
1 48

.
1 6

.
7 27

.
9 53

.
4 9

.
6 0

.
896 0

.
75 0

.
672

样品 3 21
.
5 47

.
9 6

.
6 28

.
5 54

.
6 9

.
9 0

.
882 0

.
72 0

.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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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种制荆 T
s。
的方差分析

表 4 三 种制荆 T
S。
的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自由度 方差

组内

组间

1467
.
5

249
.
8

< 0
。

0 1

讨论

1
.
由释放曲线看

,

香莲片
、

香莲丸
、

香莲

胶囊中总季胺碱释放一半所需时间由大到

,J
、.

2

.

从 T d 看
,

胶囊< 丸剂< 片剂
,

从释放

度角度来说
,

胶囊剂优于丸剂与片剂
。

3

.

胶囊剂可克服丸剂味苦
,

服用量大的

缺点
,

故认为胶囊剂比片剂
、

丸剂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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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形相似药物的混淆现象不容忽视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邯郸 。5 6 0 0 2) 王 听

药物是人类用以同疾病作斗争的一大武

器
,

使用得当
,

可以起到防病
、

治病的作用
,

使

用不当
,

往往会带来危害甚至可以造成死亡
。

随着医药工业的发展
,

药物的品种越来越多
,

由于药物的定名在音
、

形上的相似
,

给医务工

作者带来了诸多麻烦
,

致使混淆使 用药物的

事件屡屡发生
。

现将笔者在工作中遇到 的十

二对音
、

形相似
,

而作用却截然不同的药物介

绍如下以供参考
。

一
、

可拉明与阿拉明

可拉明为尼可刹米的中文别名
,

来源于

英文名 Co ra m
ine 的音译

,

属于中枢兴奋药
。

主要选择性地兴奋延髓呼吸中枢
,

使呼 吸加

深加快
。

用于中枢性呼吸及循环衰竭
,

麻醉药

及其他中枢抑制剂的中毒
。

而阿拉明为重酒

石酸 间轻 胺 的 中文别 名
,

来源 于英 文 名

A ra rn in e 的音译
,

属于拟肾上腺素药
。

它直接

兴奋 a受体
,

而起到升压作用
,

主要用于各种

休克及手术时低血压
。

二
、

P S S 和 PA S
一

N
a

P S S 是藻酸双醋钠的缩写形式
,

它 是以

藻酸为基础原料
,

用化学方法引入有效基因

合成而得的一种我国首创的降低血液粘度及

抗凝血类药物
。

主要用于缺血性脑
、

心血管疾

病的防治
.
如脑血栓

、

脑栓塞
、

脑动脉硬化
、

高

血脂
、

高血压
、

中风和冠心病等等
。

而 P A S一

N ‘是对氨基水杨酸钠的缩写形式
,

属于抗结

核病类药物
。

主要对结核杆菌有抑制作用
,

用

于治疗肺结核
。

三
、

利血平与利福平

利血平为血安平的中文别名
,

来源于英

文名 R es er Pi
ne
的音译

,

属于抗高血压药
。

具

有降压及安定双重作用
,

能降低血压
,

减慢心

率
,

对精神病性躁狂病有安定之效
。

而利福平

为 甲呢力复霉素的中文别名
,

来源于英文名

Ri fa m pin 的音译
,

属于杭结核病类药物
.
对

结核杆菌有高度的敏感性
,

对革兰氏阳性球

菌也有很强的抗菌作用
。

临床上主要用于治

疗肺结核
、

泌尿生殖系结核
、

耐药金葡菌
、

肺

炎双球菌
、

肠球菌的感染
、

沙眼等
.

四
、

球红霉素与柔红. 素

球红霉素是抗真菌杭菌素 414 的中文别

名
,

它来源于英文名称 G l
oborubrum yein

,

属

于抗真菌类药物
。

主要对念球菌
、

隐球菌等霉

菌有较强的杀灭作用
,

临床上主要用于上述

霉菌引起的肺炎
、

脑膜炎
、

败血症等
。

而柔红

霉 素为正定霉素的中文别名
,

其英文名称为

D au n or u bi oin 属于抗肿瘤抗生素类药物
,

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