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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好
,

也需要 以上
。

笔者采用浓配法
,

即各取薄

荷脑
、

樟脑 分别置人密封的干燥容器内
,

加人液

状石蜡  !
,

置水浴槽内
,

加温
一 ℃

,

振摇
,

全

部溶解后
,

趁热将两者混匀
,

再将此液加入液状石蜡

中
,

添加液状石蜡总量至
,

摇匀
。

此法配制

的制剂澄明度好
,

贮存
,

无分层现象
。

盐酸麻黄碱滴鼻液  

 
盐酸麻 黄碱滴 鼻液原 处 方 中盐 酸麻 黄碱

,

氯化钠
‘ ,

改方后加人溶菌酶
、

三磷酸腺昔
。

溶菌酶具有抗菌
、

抗病

毒活性
,

且促进纤毛活性 三磷酸腺昔是纤毛活动的

必需物质
,

为鼻窦内缺氧条件下纤毛活动提供所必

需的能量
,

使纤毛活动加强
,

并可激活因鼻粘膜麻醉

所致的纤毛功能
,

抑制病变造成的纤毛功能紊乱
。

改方配制的本品
,

临床使用能明显地提高疗效
,

克服

鼻甲粘膜部分纤毛 的脱落和去 留纤毛失去排列方

向
,

个别上皮细胞的坏死
。

梭甲基纤维素钠胶浆

狡甲基纤维素钠胶浆中用 经苯乙醋溶液作

防腐剂
,

但从配制和临床使用观察
,

添加或不添加防

腐剂无 明显差异变化
,

因为方 中甘油 含量已达
,

起到防腐作用
。

不加经苯乙醋防腐剂所配制

本品
,

留样观察 和临床使用均未发现异常
。

另

外原方配制时
,

一般将竣甲基纤维素钠撒于水面
,

待

其慢慢溶胀
,

改进配制方法是把梭甲基纤维素钠直

接加人甘油中
,

轻轻搅拌均匀
,

梭甲基纤维素钠很快

溶胀
,

在甘油中
,

再随加水随搅拌
,

能很快完成配制
,

节省时间
,

提高工作效率
。

参考文献

仁 李文杰
,

刘顺良 醋酸洗必泰溶液配方的改进〔」中国药学杂

志
, ,

仁」 郭随章 增加吠喃西林溶解度方法的研究〔〕西北药学杂志
,

,

〕 曲俊兵
,

游枫慧
,

郑丽清 介绍一种朵尔贝氏嗽 口液的改进处

方仁〕海峡药学
, ,

 
仁〕 邹明华

,

倪国芬丁传宝 含氯石灰硼酸溶液配方改进及有效期

预测仁」中国药师
,

硬旧
,

仁 田泽芬 白色洗剂配制方法的改进〔」中国医 院药学杂志
,

,

仁〕 林美仙 炉甘石洗剂制备方法的改进〔」中国药师
, ,

仁」 李成玲 麻黄素滴鼻液配方改进仁〕中国药师
, ,

收稿日期  
一 一

国内口服脉冲给药制剂的研究进展

郑成刚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一旅 队 上海

摘要 目的 了解近年来国内口服脉冲制剂的研究进展和基本情况
。

方法 根据包衣技术的不 同比较了国内

近几年来研制的主要几个脉冲制剂的处方设计
、

工艺特点
、

体 内外研究实验结果等进行 了综述
,

并提出 了今

后的研究方向
。

结果 国内投入研究的剂型均为采用膜包衣技术的 口服剂型
,

且研究不够全面 深入
,

多数研

究仅限于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
。

结论 国内对于脉冲给药系统及其制剂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关键词 脉冲给药 薄膜 包衣 压制 包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和生理
、

生化指标
,

如血压
、

胃酸分泌
、

某些激素的分泌等
,

呈生物节律的变化
,

许

多疾病的发生发作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节律变化
,

如

高血压
、

心绞痛
、

哮喘等疾病的发作就有明显的昼夜

节律
。

脉冲释药系统 卯  ! 就是根

据人体的这些生物节律变化特点
,

按照生理和治疗的

需要而定时定量释药的一种新型给药系统
。

目前国

外已经对脉冲给药系统作了许多基础性研究和制剂

研究
,

并且  公司开 发的维拉帕米渗透泵片

, 一

已获美国 批准上市
’一 ’,

。

目前国外研究的脉冲制剂主要有 口服
、

注射
、

埋

植
、

透皮
、

眼用等剂型囚
。

使用的制备技术主要有

膜包衣技术和脉冲胶囊技术
,

而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

投人研究的剂型仅限于口服
,

使

用的制备技术都是膜包衣技术
,

可分为普通膜包衣

技术和干法包衣技术
。

下面就国内投人研究的脉冲

给药制剂作一综述
。

包衣脉冲系统



包衣脉冲制剂服用后并不是立即呈零级释放

的
,

而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间隔后才开始释药
,

即
“

时滞
” 。

国外有资料表明迟滞时间 仅与制剂包

衣的厚度及包衣层的水穿透系数有关
,

通过改变包

衣材料的种类
、

用量可 以实现不同的时间间隔
。

包

衣脉冲系统正是利用这种时滞发展起来的
。

口服脉

冲制剂的制备一般要从片芯和包衣层两方面考虑
。

一方面要选择合适的包衣材料
,

通过衣层减缓水分

向片芯的渗透
,

造成药物释放的滞后 另一方面片芯

应具有很强的吸水膨胀力
,

能将衣层胀裂使药物迅

速释放
。

普通薄膜包衣制剂

单层包衣

阿司匹林包衣脉冲制剂 范田园等川报道

的阿司匹林脉冲片是以乙基纤维素和丙烯酸树脂

的乙醇溶液包衣
,

采用滚转包衣法制成的
。

通

过体外释放度实验
,

考察了片芯和衣层对片剂的脉

冲释放影响
,

发现可通过选择片芯的崩解剂
,

调整包

衣层的组成和厚度得到不同时间脉冲释药的阿司匹

林片剂
。

其中崩解剂考察了竣甲基淀粉钠和交联聚

乙烯毗咯烷酮以及干法和湿法两种方法
,

以选用竣

甲基淀粉钠为崩解剂湿法制粒的脉冲片剂最佳
,

因

其在衣膜增重较少的范围内可较多地调整脉冲释放

时间
,

且药物释放速度较快
。

多层 包衣

法莫替丁脉冲控释胶囊剂 陈燕忠等困报

道将法莫替丁 制成速释微丸和脉冲控释微丸
,

将两种微丸按一定比例混合灌装于硬胶囊壳中得到

脉冲控释胶囊
,

其中 控释微丸采用双层包衣

技术
,

内层包衣液由经丙基甲基纤维素 组

成
,

外层包衣液用乙基纤维素及致孔剂组成
。

作者

进行了初步的体内实验
,

发现 名健康志愿者 口服

脉冲控释胶囊后
,

血浓经时曲线均呈双峰现象
,

其中第二剂量脉冲控释微丸释药时间在 左右
,

近似于 口服两次剂量的普通片
,

从而达到了夜间抑

制胃酸分泌的目的
。

,

茶碱脉冲式或控释微丸 与法莫替丁控释

微丸的制备工艺相似
,

但不能像 脉冲控释胶囊

那样释放两个剂量药物
·

,

属第一剂量缺失型脉冲给

药系统
。
以多层包衣的方法制得的茶碱脉冲式控释

微丸体外释药时滞为 左右
,

在
一

内释药在
一 ,

稳定性良好川
。

以此方法制备的微丸

国内报道的还有硝酸异山梨醇脉冲控释微丸〔‘〕
。

干法压制包衣制剂

『
 

 

盐酸维拉帕米脉冲控释片

邹豪等〔
一

川报道的盐酸维拉帕米 脉冲片

采用了压制包衣技术
,

片芯由高效崩解梭甲基淀粉

钠和主药组成
,

外层包衣颗粒由亲水性成分聚 乙二

醇 与疏水性成分氢化蓖麻油
、

乙烯
一
醋酸乙烯

共聚物  ! 组成
,

熔融后置室温冷却固化
,

研

磨粉碎
,

过筛得外层包衣颗粒
。

作者通过均匀设计

实验考察了外层包衣颗粒亲
、

疏水物质用量和片剂

硬度对释放滞后时间的影响
,

得到了时滞分别为
,

和 的 个优化处方
,

体外溶出度实验结果表明

制备工艺 的重现性较好
。

本文作者采用体内 , 一
闪烁扫描系统考察药物

释放滞后 时间 界、
,

并通过家犬和人体内的药代

动力学研究考察了 脉冲控释片在体内的控释效

果
。

发现 脉冲控释片实现了设计中的脉冲释

放
,

并且脉冲设计对药物的峰浓度
、

生物利用度等无

显著影响
。

为防治高血压的凌晨发作提供了良好的

剂型选择
。

盐酸地 尔硫革压制 包衣脉冲片

范 田园等
‘

以盐酸地尔硫罩为模型药物
,

考察

了用压制包衣法制备脉冲给药系统的可行性
。

片芯

由盐酸地尔硫草
、

淀粉与交联聚乙烯毗咯烷酮组成
。

包衣材料经筛选选用巴西棕桐蜡
、

蜂蜡
,

由于该类材

料疏水性和可压性均较好
。

本文采用正交试验考察

了不同的处方因素和压制条件
,

经体外实验表明
,

影

响地尔硫罩脉冲释放时间的主要因素为巴西棕桐蜡

与蜂蜡之比
,

其次为压力
,

影响最小的是包衣颗粒的

大小
,

介质的 对盐酸地尔硫罩的脉冲释放无显

著性影响
。

通过调整包衣处方的组成
,

压制包衣的

压力和包衣层的重量
,

可以得到体外不同时间脉冲

释药的盐酸地尔硫草片剂
。

硫酸沙丁胺醇脉冲片

郭涛等
”」报道的硫酸沙丁胺醇脉冲片处方工

艺与邹豪等报道的维拉帕米脉冲片相似
,

该实验选

用 了灵敏度较高的荧光分光光度法作为脉冲片体外

释放度测定方法
,

结果表明主药在 土 时

间范围内得到脉冲释放
。

茶碱脉冲式控释片

杨正管等仁‘ 报道了茶碱脉冲式控释片
,

处方组

成 片心 由茶碱
,

乳糖
,

竣甲基淀粉钠
,

聚氧 乙烯 二醇  
,

外 层 由十八醇
,

海藻酸纳
,

卡波姆
,

微晶纤维素

和微粉硅胶适量
。

作者选用家兔做了体内释

药研究
,

结果显示茶碱脉冲控释片在
一

时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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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体内形成脉冲释药峰
。

体外释药时滞仅与处方组

成有关而和释放介质无关
。

稳定性实验表明研制的

控释片在 37 ℃
,

R H
75

% 的条件下保存 3m
0 ,

其含量
、

释放特征
、

时滞
、

硬度
、

脆碎度均无明显变化
。

4 结语

近年来时辰治疗学的兴起
,

使得脉冲给药制剂成

为药物新剂型开发的热点之一
,

在国外已有大量有关

脉冲式控释药给药系统的研究报道
,

而国内报道的数

量有限
,

研究的水平也不够全面深人
,

多数研究仅限

于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
,

只有邹豪等报道的维拉帕米

脉冲片和陈燕忠等报道的法莫替丁脉冲控释胶囊剂

进行了初步的人体内研究
。

因此国内对于脉冲给药

系统及其制剂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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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精素的研制及其临床疗效观察

姜铁夫
,

体志清
,

汪 宇
,

曹炳星
,

刘 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

药剂科 沈阳 11
004
2

摘要 目的
:
研究脑精素的制备工艺 以及脑精素治 疗脑功能障碍 900 例疗效分析

。

方法
:
从脑精素制备工

艺
、

质量标准
、

疗效观察三方面进行研究
。

结果和结论
:脑精素作为小分子 多肤类生化制剂

,

治 疗脑功能障碍

患者总有效率 88
.
1%

。

关键词 脑精素 ;制备工艺 ;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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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精素注射液是从健康乳牛脑组织中提取的具

有生物活性的多肤类物质制成的无菌注射液
,

并含

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
,

能够有效地影响蛋白质的

合成和神经原呼吸链
,

同时不断激发激素的复合产

生
,

以保护中枢神经系统不受毒物损害
。

本品能明

显加快葡萄糖通过血脑屏障的过程
,

具有改善神经

系统营养
,

增强脑细胞活性
,

促进脑细胞再生等作

用
,

适用于脑血管疾病
,

用于治疗脑梗塞
、

头痛
、

神经

衰弱
、

颅脑外伤后遗症
,

老年性痴呆及弱智儿童的记

忆功能障碍等
;。
并对高血压脑 出血 (H CH )有明显

治疗作用 〔’〕
。

脑精素注射液 1994 年在我院应用收到较好治

疗效果
,

毒性试验以 loo m g
·

k
g

一 ’

体重小鼠尾静脉

注射药物
,

连续观察 7d
,

实验结果小鼠全部存活
。

该药于 1995 年 被批 准 制 剂 号为 军 制 ( 1995 )

FM 53005 号
。

该药在我院应用八年多来取得了较好

的治疗效果
。

1 脑精素制备工艺[z.
, 〕

采集新宰杀 (离体 4h 内)的健康乳牛脑
,

在洁

净室内用清水冲洗干净
,

再用纯化水
、

生理盐水充分

洗净
,

沥干称重
。

用消毒器皿剔除脂肪及筋膜后
,

加

适量纯化水 (1 : 1)
,

于电动组织匀浆器中匀浆
。

匀

浆液置
一
30 ℃ 冰箱

,

反复冻融 3
一
7 次

,

10 ℃ 以下将

组织超滤
,

超滤过程不超过 24 h
,

收获分子量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