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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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罗沙星 ��� �� �� �� �� 注射液是一种可供静脉给

药的第 � 代喳诺酮类抗菌新药
,

通过抑制细菌旋转

酶
,

有效地阻止细菌 � � � 的复制而产生快速杀菌作

用
。

抗菌谱广
,

血药浓度高
,

药物半衰期较长
,

�� �

一 � �� 以原型 自尿中排泄
,

尿中药物浓度高
。

在临

床应用中氟罗沙星注射液与 �� 种常用静脉用药是

否可混合静滴
,

进行配伍稳定性考察
,

现将各实验结

果综合报道如下
。

马妮飞报道川 氟罗沙星 注射液与三磷酸腺昔

注射液
,

注射用辅酶 �
,

肌昔注射液
,

氨甲苯酸注射

液
,

氨基已酸注射液
,

�� 葡萄糖注射液
,

将 � 种混合

液分别置纳 氏比色管中
,

于混合后 即刻 �
、

�
、

�
、

� �

观察溶液外观的变化
,

同时测定 � � 值
,

结果除氟罗

沙星与氨基已酸配伍 � � 后有结晶析出外
,

其余的

混合液于 � � 内均 澄明
,

无浑浊
、

沉淀
、

变色及气体

产生
,

且 �� 值基本不变
,

氟罗沙星注射液与 � � 葡

萄糖注射液配伍
,

�� � 内含量变化不大
。

用 � � 葡

萄糖注射液作为配伍溶媒是可行的
。

氟罗沙星与三

磷酸腺昔
、

辅酶 �
、

肌昔
、

氨甲苯酸在常温下混合
,

��

内含量
、

�� 值
、

颜色无明显变化
,

扫描最大吸收峰位

置也无变化
,

说明它们之间在常温下
,

� � 内配伍是

稳定的
。

氟罗沙星注射液与氨基 已酸注射液在常温

下混合
,

� � 后有结晶析出
,

这与氨基已酸注射液 ��

值较高有关
。

黄永平报道川
,

氟罗沙星注射液与 �� � 葡萄糖

注射液
、

� � 葡萄糖注射液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

� � 氯化钠注射液配伍结果
�
氟罗沙星的含量受氯离

子的影响
,

产生混蚀或沉淀
,

随时间的延长沉淀逐

增
。

故氟罗沙星不能与含氯离子的溶液配伍
。

氟罗

沙星注射液与 � � 葡萄糖注射液或 �� � 葡萄糖注射

液配伍
,

在 � 一 � � 内含量稳定
。
氟罗沙星为唆诺酮

类
,

含有哇琳环骨架基本结构
,

而且含有 � 个氟原

子
。

该结构与氯离子结合会发生赘合反应
,

生成大

分子鳌合物沉淀
。

影响药物含量
,

而使效价降低
,

治

疗作用减弱
。

所以为确保疗效
,

应使用葡萄糖溶液

配制
,

而不可用含氯离子的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或

� � 氯化钠注射液配制
。

氟罗沙星除受氯离子影响

外
,

温度
、

光线
、

也有一定影响
。

如氟罗沙星与 � �

葡萄糖注射液配伍
,

日光照放射 � � �� 后
,

原无色澄

明液变为淡紫色
。

提示
�
氟罗沙星注射液应避光保

存
。

李健报道 仁’〕
,

�� � 氟罗沙星注射液与维生素 �
、

维生素 � �
、

地塞米松磷酸钠
、

西咪替丁
、

盐酸雷尼替

丁
、

利巴韦林
、

阿昔洛韦 � 种常用注射剂配伍
,

在室

温下模拟临床常用的浓度
,

观察 �� � 氟罗沙星注射

液与上述 � 种注射剂在 � � 葡萄糖注射液中配伍� �

内的外观
、

�� 值及氟罗沙星含量变化
,

结果与注射

用阿昔洛韦配伍
,

� � 内有白色沉淀产生
,

氟罗沙星

含量下降 � 与维生素 �
、

维生素 �
。 、

利巴韦林
、

地 塞

米松
、

西咪替丁
、

雷尼替丁 � 种注射液配伍
,

� � 内外

观
、

�� 值和氟罗沙星含量基本无变化
。

结论
�
氟罗

沙星注射液不能与注射用阿昔洛韦配伍 �与维生素

�
、

维生素 � �
、

利巴韦林
、

地塞米松
、

西咪替丁
、

雷尼

替丁 � 种注射液配伍稳定性较好
。

据朱建伟报道〔� 〕
,

分别将头抱哇 琳钠
、

硫酸庆

大霉素
、

病毒哇与氟罗沙星葡萄糖注射液进行配伍

实验
,

观察配伍 �
、

�
、

�
、

� � 后药液外观及 �� 值变

化
,

并以紫外分光光度法在 � �  � � 波长处测定氟罗

沙星含量变化
。

结果
�
氟罗沙星葡萄糖注射液与头

抱哇琳钠配伍 � � 后产生颗粒状沉淀
,

二者不能配

伍 �其余各药均无外观及 �� 值变化
,

氟罗沙星葡萄

糖注射液除与头抱哩琳钠不能配伍外
,

可以与其他

� 种药物 � � 内配伍稳定
,

无理化配伍禁忌
。

�� � 氟罗沙星注射液与硫酸阿米卡星
、

硫酸妥

布霉素及注射用磷霉素钠在 � � 葡萄糖注射液中配

伍实验圈
,

观察 � � 内混合液的外观
、

�� 值和吸收

度的变化
。

结果
�
氟罗沙星注射液与磷霉素钠混合

,

� � 内有沉淀产生
,

与硫酸阿米卡星
、

硫酸妥布霉素

注射液混合
,

在 � � 内混合液外观
、

� � 值
、

含量均无

明显变化
。

结果提示
,

氟罗沙星注射液与注射用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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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钠不可配伍使用
,

与硫酸阿米卡星
、

硫酸妥布霉

素注射液配伍 � � 内是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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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对药效学的影响

欧阳斌
,

刘科秋
,

苗百超 �武警 �� �� 部队医院药械科
,

湖南 末阳 � �� � ���

摘要 目的
�
介绍纳米技术对药物药效学的影响

,

为新药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借鉴
。

方法
� 以 纳米技术在近年

来对药动学不 同过程影响的研究进展为线索作一综述
。

结果 � 纳米技术使药物粒子溶解度增大 �增加 口服生

物利用度和效率 �通过血脑屏障
,

定向作用于 中枢神经 � 穿透表皮从而加强对治 疗剂的吸收 �增强药物靶向作

用等
。

结论
� 纳米技术在药学领域中

,

将成为一种革命性技术
,

提高药物疗效
,

生活质量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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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费 � 因剂量减少 �� � 左右
,

更重要的是约 �� �

�� �� �� �
,

是指物理空间在十亿分之一米 � ��
一”

米
,

纳 的药效成分被人体吸收 �
。

补钙新药一� � � 纳米钙
,

米也有叫毫微米 � 范围内的产品及制造技术
,

由于 采用超微化技术使碳酸钙 晶型重组
,

成功地解决了

物理空间的改变
,

物质的理化特性
、

生物学特性发生 钙制剂溶解速度和吸收率
,

从而使生物利用度增加
,

令人惊奇的变化
。

科学界利用这一手段达到一般方 是钙剂的研究方向之一 仁’�
。

法无法实现的目的
,

其在药学领域中的应用
,

已成为 � 改善 口服药物的吸收和生物利用度

�� 世纪崭新的前沿科学
。

现就当前纳米技术对药 按每克的纳米粒子约包裹 �� � � 的药物
,

� �� �
�

效学的影响作一综述
。 � �� � 等人的研究表明 �’�

,

与药物溶解相比
,

纳米粒子

� 增大药物溶解度 包裹的长春蔓胺 � ��  ! � � ���  具有 ��� � 的 口服生

根据固体剂型 的溶出方程 � ��� �� 一� �� �� � 方 物利用度
,

主要是 由于纳米粒子避免了被包裹的药

程 ��� �� � � � � �
� 一 �� 〔’〕� 难溶性药物的溶解与比表 物受到 胃酸和分解蛋白酶的降解作用

,

而且纳米粒

面积有关
,

粒子越小
,

比表面积越大
,

溶解性能就好
,

子能够促进那些被包裹的吸收特性很差的口服药物

疗效就高
。

制成的
“

纳米药物制剂
”

就是将水溶性 在肠道的传递
,

这样被纳米粒子包裹的药物就可 以

不佳或难溶药物的分子制成囊状物或包在聚合物基 作为持久的 口服药物载体
,

从而 提高生物利用度
。

质中加工成纳米颗粒
,

增大了药物的溶解度
,

从而大 优于传统药物治疗效果的多肤类药物
,

由于其固有

大提高某些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

纳米粒径超微化通 的缺点
,

如 口服易被蛋 白水解酶降解
,

�
�� �
极短需要

用装置 〔� �是我国应用纳米科技的一项 发明
。

该发 重复注射给药等
。

针对这些
,

近年来在这方面有 了

明的主要作用是获取大量 的纳米结构材料
,

将物质 较大的进展
,

许多报道表明
,

如果把药物分子适当的

进行超微破碎
、

乳化
、

均质
、

分散
、

粒化成纳米级粒径 包裹
,

就可能起保护作用
,

并且促进药物的吸收利

�纳诺结构材料 � 的小分子
。

利用该装置还可以合 用
,

产生明显的生物学效果 �� 
。

段明星困 等人对氰

成药用钙剂的关键原料有机乳酸钙
,

经它合成的有 基丙烯酸丁醋包裹胰岛素的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体

机乳酸钙经口服 � �� � 的有效成分将被人体吸收
,

而 外研究
,

用凝胶层析法包裹颗粒和游离的胰岛素
,

结

现有的钙制剂只能被人体吸收 � � � 该装置用于制 合放免法
,

通过放射标记跟踪以及设计的
“

抗体捕

药
,

可使服药后的康复速度加快 �� � 以上
,

且减少 捉
”

实验得出
,

氰基烯酸胰岛素纳米颗粒内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