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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微囊兔体内药代动力学参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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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测定维生素 微囊在健康家兔体内的药物动力学参数
。

方法 只健康家兔随机交又灌

胃服用维生素 微囊
,

并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浆中的血药浓度
。

结果 经 一 程序包拟合
,

药 一 时

曲线符合一级吸收的双室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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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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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对维生素 的研究不断

深人
,

发现它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治疗肌营

养不良和生育等方面
,

而是涉及到人体医学

的各个领域
。

它的临床应用范围更为广泛
,

不但对心肌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和抗动脉粥样

硬化的作用
,

同时对肝脏
、

肺脏等也有保护作

用
,

还具有抗放射作用
。

由于 在空气中

易氧化
,

治疗过程 中需长时间给药
。

我们将

 ! 制成微囊
,

使其稳定性提高
‘〕

。

本实验

通过观察家兔 口 服 微囊的血液浓度 的

经时过程
,

作出药物动力学参数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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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一 仪器与药品
一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

公司
一
沉淀离心机 上海手术器材厂

超声波振荡器 上海产 维生素 微囊 自

制 维生素 测定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工

程研究所 其余化学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

二 实验动物

新西兰家兔
,

体重 左右 山东省防

疫站中心提供
,

雌雄不限
。

三 给药及取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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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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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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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样品预处理项下操作
,

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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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其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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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只家兔分别取血测定血药浓度
,

测定

2
.
标 准曲线 用 vi tE 试 剂盒 提供 的 结果见表 1

。

表 1 6 只 家兔 口服维生素 E 微囊后经时血药浓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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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具有滞后 时间的双室模型
。

药

一
时曲线见图 1

。

主要药动学参数见表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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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Vi tE 微囊及纯 vi tE 油在家兔

体内的药动学参数任士 ,
)

参数 Vi tE 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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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l 可以看出
,

Vi tE 微囊具有较为平

缓的峰值
,

且达到较高血浓度的时间长
,

从服

药后 6
一 巧h 血药浓度持续在 711娜L 以上

。

Tl 瓜达 7
.
巧h

,

说明维生素 E 微囊在提高维生

素 E 的稳定性的同时
,

还具有缓释作用
。

参考文献

〔月冯琳
,

张红梅
,

王景祥
.
Vi tE 微囊 的制备及其稳定性研

究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l卯7 ;17(l)
:3

超最小抑菌浓度抗菌药物作用后的多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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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超 Ml c 抗菌药物作用后在体内产生多重效应以及其影响因素
。

根据近年来的国内外

文献报道
,

超 MI C 抗菌药物作用后
,

细菌的形态结构
、

表面抗原性等超微结构发生变化
,

并且其对上皮细胞的

吸附力和毒力下降
、

而在细菌由非致死性损伤恢复至正常机能状态的过程中
,

亚最小抑菌浓度的抗菌药物虽

然不升高杀菌率
,

但显著延长细菌的生长抑制时间
。

细菌形态学的变化不仅减少其对机体的损害
,

而且增强

了机体免疫系统抗感染的能力 ;亚最小抑菌浓度效应符合机体对药物消除的特点
,

在治疗学中具有重要意义
。

但体内抗菌药物作用后多重效应受到机体对药物的处置和病灶的病理生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

此项研究已

成为临床药学重要内容之一
。

关键词 抗微生物药;抗菌药物后效应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

人们就发现细菌

暴露于抗菌药物后 出现一定 时间 的生长抑

制
。

随着认识的加深
,

70 年代 Mc D
o
耐d指 出

抗菌药物后效应 (p抬t 一 an ti bi ot ic
e任贸t

,

PA

E
)

为细菌由非致死性损伤恢复至正常机能产生

的持续抑制〔
‘〕以来已引起高度重视

,

现成为

重要的药效学参数
。

P A E 可能是 由抗菌药物

引起对敏感微生物非致死性损伤或药物持续

残留靶位产生的
。

尽管 PA E 的真 实机理尚

不明确
,

无论体内还是体外 ;无论对细菌还是

对真菌均存在 PAE [z, 3〕。 P A E 期常伴多重效

应
,

尤其在体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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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的变化

(一 )形态学及超微结构的改变

细菌暴露抗菌药物 (即使低于 MI C 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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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 lc ) 时
,

其形态学方面受

到不同程度影响
,

诸如形态结构
、

抗原性和对

上皮细胞吸附作用等改变闭
。

d即t田叮cin 在

1/ 2 一 I M IC 时可致尿肠球菌变成杆状
,

蜡状

芽胞杆菌拉长呈长杆形[5j ;金葡菌接触利福

平后胞壁增厚
,

接触大环醋类后出现波浪型

外壁及隔膜增厚
、

体积肿大为正常的 1
.
5 一 2

倍[6j
。

电子显微镜下可见金葡菌在双氯西林

PAE 期横壁增多
,

铜绿假单胞菌接触亚胺培

南后胞内有稠密的电子聚合物
。

细菌形态学

变化反映药物对细菌酶功能的失活状态
,

亚

胺培南与细菌外层的青霉素结合蛋 白 PBP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