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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银量法
、

中和法
、

分光光度法测定盐酸达克罗宁溶液的含量
。

我们将三种检测方法进行

了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有显著性差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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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达克罗宁溶液为表面麻醉药
。

对皮

肤有止痛
、

止痒及杀菌作用
,

可用于火伤
、

擦

伤
、

痒疹
、

虫咬伤
、

痔痰
、

溃疡
、

褥疮以及喉镜
、

气管镜
、

膀胧镜检查前的准备「’〕
。

其含量测定

方法有银量法
「幻和中和法 �� 

。

我们采用紫外

分光光度法对盐酸达克罗宁溶液的含量测定

进行了实验研究
,

并且将三种测定方法进行

了比较
,

现报道如下
�

一
、

仪器与试药

� � 一 � � 分光光度计 �贝克曼 �
�

盐酸达克罗宁(药用 )上海轻工实验厂批

号 870430
。

解放军第 260 医院

二
、

方法建立及线性分析

(一 )紫外吸收 光谱 的测定 取本品适

量
,

用水制成 10 拌g / m l 的溶液
,

以水为空白
,

于 20 0 ~ 35o
nm 波 长范 围内扫 描

,

结果 在

28 1
·

5 士 1
~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

本实验以

28 1
·

sn

m 波长处的吸收度为盐酸达克罗宁

溶液的定量信息
。

( 二 )线性分析 精密称取 105 ℃干燥至

恒重的盐酸达克罗宁 0
.
109 ,

置 100m l量瓶
,

用水定容
,

摇匀
。

精密吸取适量分别配成 2一

20 拌g /m l 的 标 准 溶 液
,

以 水 为 空 白
,

在

28 1
.
snm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

结果见表 1
。



表 1 吸 收度与浓度的关系(n 一 3)

C (产g / m l) 2 4 6 8 1 0 1 2 1 4 1 6 1 8 2 0

A 0
.
1 0 6 9 0

。

2 1 7 5 0

。

3 2 9 l 0

.

4 2 4 2 0

.

5 3 5 6 0

.

6 1 5 9 0

.

7 4 0 4 0

.

8 2 1 6 0

.

9 3 6 8 1

.

0 l 8 3

经回归处理得方程
:

酸银液滴定至沉淀显紫色
,

计算含量即得
。

C ~ 19

.

7 0 6 3 A 一 0
.
3 236 r一 0

.
9995 (二) 中和 法 同样精密取上述溶液各

结果 表明
,

本品浓度在 2~ 20 拜g / m l 范 10 m l
,

加中性氯仿 5
.
om l

,

酚酞指示剂 1 滴
,

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

用(0
.
lm ol /L )氢氧化钠液滴定至淡红色

,

计

三
、

回收率试验 算含量即得
。

精 密 称 取 本 品 0
.
209 、

0

.

2 1 9

、

0

.

22
9

、

( 三)分光光度法 精密量取上述 6种溶

0
.
239 、

0

.

2 4 9

、

0

.

2 5 9

,

置 som l量瓶
,

加水定 液各 0
.
sm l

,

分别置 25om l量瓶
,

用水定容
,

容
,

摇匀
。

用下述三种方法测定含量
,

计算回 以水为空白
,

在 281
.
sn m 波长处分别测吸收

收率
。

度
,

按回归方程计算含量即得
。

( 一 )银 堂 法 精密量 取 上 述溶液各 三种方法测定供试品含量的回收率见表

lom l(4 0
、

4 2

、

4 4

、

4 6

、

4 8

、

s o m g
/ m l )

。

加稀醋酸 2
。

3 滴与澳酚蓝指示液 2 滴
,

用(0
.
lm ol /L )硝

表 2 回 收率试验结果(n 一 3)

序号 分光光度法
投入量

m g/m l

回收率

%

投入量

m g/m l

回收率

写

投入量

m g/m l

测得量

m g/m l

回收率

%

1 40
。

0 0

2 4 2

,

0 0

3

4
4

.

0 0

4 4 6

.

0 0

5 4 8

。

0 0

6
5

0

.

0 0

4 1

.

0 8

4 2

.

5 9

4 4

.

9 2

4 6

.

9 3

4 9

.

2 7

5 1

.

4

,

l

1 0 2

.

7 2

1 0 1

.

4 0

1 0
2

.

1 1

1 0 2

.

0 3

1 0 2

.

6 5

1 0
2

.

8 8

4 0

.

0 0

4 2

.

0 0

4 4

.

0 0

4 6

.

0 0

4
8

.

0 0

5 0

.

0 0

4 1

.

0 5

4 3

.

2 2

4 4

.

0 5

4 5

.

7 2

4 8

.

3 9

5 1

.

3 9

1 0 2

.

6 2

1 0 2

.

9 0

1 0 0

.

1 2

9 9

.

3 9

1 0 0

.

8 1

1 0
2

.

7 9

8

.

0 0

8

.

4 0

8

.

8
0

9

.

2 0

9

.

6 0

1 0

.

0 0

8

.

0 6

8

.

4 3

8

.

8
1

9

.

2 5

9

.

6 8

1 0

.

0 1

1 0 0

.

7 4

1 0 0

.

3 2

1 0 0

.

1 2

1 0 0

.

5 6

1 0 0

.

8 3

1 0 0

。

0 5

又

R S D

10 2
.
3 0 %

0
.
5 4 %

四
、

稳定性试验

取上述盐酸达克罗宁溶液
,

分别于配制

后放置 0
、

2

、

4

、

8

、

1 2

、

2 4 h

,

在 281
.
snm 波长

处测定 A 值
。

结果表明
,

本品在 24 h 内测定

吸收度值基本无变化
。

五
、

样品测定

精密吸取 1% 盐酸达克罗宁溶液 0
.
lom l

(三批号)
,

置 100 ml 量瓶
,

加水定容
,

按回收

率试验方法测定
,

含量为 101
.
49 士0

.
63 % (n

= 9 )
。

六
、

讨论

101.44% 100.44%

1.51% 0.33%

(一)对上述三种检测方法回收率进行方

差分析
,

经 F 检验
,

三种检测方法间的差别

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5 )

,

而且分光光度法

比另两法更精确
。

( 二 )分光光度法取样少
,

操作简便
、

快

速
、

准确
,

适合医院制剂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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