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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 介质中交沙霉素溶出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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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了交沙称素片在不同 �� 介质中的溶出度
,

结果表明随着 � � 值

的升高
,

� �。 、

� � 均增加
,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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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沙霉素系大环内醋类抗生素
、

抗菌谱

与红霉素相似
,

主要用于敏感菌和支原体引

起的呼吸道
、

五官科和皮肤软组织感染
。

交沙

霉素在 � � � 以下环境中不稳定
,

在胃中易破

坏
,

其糖衣片通常在小肠上部吸收
,

本文探讨

交沙霉素片在不同 � � 介质中的溶出度
。

兹

将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仪器及试药

� � 一 � �  �� 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

津 �
、

�� � 一 � 智能药物溶出仪 �天津大学无

线电厂�
。

交沙霉素对照品及片剂均由杭州民

生药厂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

� 磷酸盐 缓冲

液均按中国药典�� � �� 版 �二部附录配制
,

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

二
,

方法及结果

�一 �萦外吸收光错浏定

精密称取经五氧化二磷减压干燥至恒重

的交沙霉素对照 品 �
�

�� ,

用蒸馏水稀释成

��� 滩��� 的标准液
。

取交沙霉素对照品 �� �于 ��� � �量瓶

中
,

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即得 � �拼� � � �的溶

液
,

于 � � 一 �“ 紫外 分光光度计 � �� 一

���� � 范围 内扫描
,

在 � �� � � 处有最大吸

收
,

如图 �
,

选择 �� �� � 作为测定波长
。

�
�

�

��� ���

图 � 交沙零素紫外吸收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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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为标准差

图 2 溶出度曲线

(二 )标准曲线绘制

精密吸取交沙霉素标准液 0
.
5 、 1

、

2

.

5

、

5

、

7

·

5

、

l o m l 于 loom l量瓶中
,

用蒸馏水稀释

至刻度得 1
、

2

、

5

、

1 0

、

1 5

、

2 0 拌g / m l 的溶液
,

以

蒸馏水为空白在 23 1n m 处测定吸收度
,

以吸

收度和浓度进行线性回归
,

回归方程为 C ~

0
.
12 + 30

.
15A (r= 0

.
9999) 1~ 20拌g / m 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

( 三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交沙霉素对照品

Zom g
,

另按比例称取其它辅料置 loo m l量瓶

中
,

加蒸馏水适量溶解后加至刻度
,

滤过
,

取

续滤液 sm l于 100 m l量瓶中
,

加蒸馏水至刻

度
,

于 23 1
n m 处测定

,

代入 回归方程
,

计算平

均回收率 99
.
7%

,

R S D
% 为 0

.
8% (

n = 4)
。

( 四)溶出度浏定

取交沙霉素片 l 片 (20om g)
,

以 pH S
·

o

磷酸缓冲液 goo m l为介质
,

温度 37 士 1℃
,

转

速 loor /m in
,

以转蓝法测定
,

分别于 O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9 0

、

1 2 0 m i
n 定位取样 sm l

,

随即补充新鲜等温介质 sm l
,

微孔滤膜过滤
,

精密吸取续滤液 3m l于 5
0m
l量瓶中

,

用蒸

馏水稀至刻度于 231
n m 处测定

,

代入回归方

程计算浓度
,

从而计算不同时间累积溶 出百

分率
,

p H S

.

5

、

6

.

0

、

6

.

5

、

7

.

0

、

7

.

4 时方法同

上
,

结果如表 1
、

图 2
.

将数据用计算机进行威布尔拟合
,

计算

溶出参数 t
s。、

t
d 、

m

、
r

结果如表 2

表 2 不 同 pH 介质中溶 出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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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随着 pH 值的上升

,

药物溶出

t。。、 t d 逐渐增加
,

药物经胃进入肠道后逐渐溶

出
,

可见交沙霉素的溶出吸收主要在小肠上

部 (P H 6
.
5)

。

由于交沙每素为糖衣片所以有



一较大
:
值

。

三
、

讨论

(一 )本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交沙霉

素的含量
,

方法简便
、

可靠
,

浓度在 1一2即g/

m 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

回收率 99
.
7%

,

药学实践杂志 1995年第 13 卷第 2期

R SD % 为 。
.
8 %

,

方法稳定
,

重现性好
。

( 二)交沙霉素一般在小肠上部吸收
,

随

pH 值升高
,

其 t
s。 、

t
d

均升高
,

并具有显著相

关性
。

注射液二盐酸奎宁复方奎宁和硫酸庆大l 素的化学配伍

蔡海敏 杜绍荣 龙

(解放军第 425 医院 海南

波

572012)

摘要 本文探讨了二盐酸奎宁注射液
、

复方奎宁注射液分别与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在注射器中的化学

配伍
,

两者直接混合后在 sm in 内产生白色或淡黄色沉淀
,

提示不宜混配注射
。

关健词 二盐酸奎宁 ;盐酸奎宁
;
硫酸庆大霉素

, 注射液 ;化学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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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宁为从金鸡钠树皮中提取的生物碱
,

二盐酸奎宁注射液用于抗药性脑型恶性症的

治疗及抢救
,

盐酸奎宁在复方奎宁注射液中

起解热镇痛作用
,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为临

床常用抗生素[lj
,

前两者有可能与后者联合

用药
,

本文初步探讨它们在注射器中的化学

配伍变化
,

为临床联合应用提供证据
。

一
、

仪器与药品

(一)仅器 PH S一3C 型酸度计(上海第

二分析仪器厂)
。

( 二)药品 二盐酸奎宁注射液(沪药
,

批

号 92080 1)
,
复方奎宁注射液(广州天心制药

厂
,

批号 88052 1);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广

东江门制药厂
,

批号 94062 3);灭菌注射用水

(医院自配);10 % 盐酸
。

二
、

实验方法与结果

(一 )取二盐酸奎宁注射液
、

复方奎宁注

射液
、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

灭菌注射用水各

lom l
,

分别测定 pH 值为
:2
.
90;5

.
76;4

.
87;

6
.
6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