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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实验选择 � 种输液与氮茶碱注射液进行配伍
。

模拟临床使用浓度
,

分别在 �� ℃
、

�� ℃时观察

配伍药液从 � 一
琳� 的外观性状

、

州值
、

紫外光谱的改变及经时含量变化情况
,

经果表明
�

氨茶碱与 �
�

� �氯化

钠注射液配伍稳定
,

�� � 内外观
、

叫值
、

紫外光谱及含量基本不变
,

配伍静滴可行 � 与葡萄搪氯化钠
、

� � 葡萄

糖
、

�� � 葡萄糖注射液配伍药液 � � 值略有下降
、

��� 以后色泽有所加深
,

但 �� � 内紫外光谱及含量基本未变
,

配伍静滴宜掌握在 �� � 内用完
,

以上两种温度下结果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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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茶碱是治疗急慢性哮喘及其它阻塞性 子仪器厂)
。

气道疾患的常用药
。

临床给药除 口服外
,

静 二
、

方法与结果

脉滴注也是常用途径
。

文献报道[l] 与 州 值 取上述 4 种输液各 1瓶
,

测定各自的 pH

在 3
.
5 一 8

.

6 范 围内的葡萄糖注射液混合后 值后
,

再分别加人 氨茶碱注射液 2
.
0而

,

摇

在 25 ℃时可稳定 Zd; 但另有作者报道[z]
,

葡 匀
。

将每瓶药液各分出 25 0间 置容量瓶 中于

萄糖输 液中加人氨茶碱 (l oo
n
娜山)

,

25 ℃ 经 室温下 (25 ℃)存放
,

作为一组
,

原瓶中剩余药

24 h 效价只有 54
.
5 %

,

认为宜与生理盐水 配 液置 37 ℃水浴中存放
,

作为另一组
。

上述两

伍
。

而实际上临床应用与该两种输液及其他 温度组药液分别于 O
,

2

,

4

,

6

,

12

,

24
h 取样测

输液配伍的均有
,

为此我们选择 4 种常用的 定 PH 值
、

氨茶碱含量[s] (以 。时的吸收值作

输液与氨茶碱注射液配伍并考察其稳定性
,

为 100 %
,

按 灿/A
o x 100 %

=
Cs % 计算其 动

为临床提供用药依据
。

态含量)
、

外观变化
,

并将各样品于 O
,

24
h 在

一
、

药品与仪器 2(X)
~ 月加Iun 处扫描

,

以观察吸收光谱改变情

氨茶碱 注射液 (杭州 民生制药厂
,

批 号 况
。

结果
:
各组药液 的 pH 值变化见表 1;氨

940 824
,

2 耐
:0
.
59; 0

.
9 % 氯化钠 注射液 ( 工) 茶碱含量变化见表 2; 各配伍药液的外观

,

I

( 批号 9印814);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n )(批 从 0
一
24 h 均澄 明无色 ;W 从 0

一
1 2 h 澄明无

号 叭义巧24 )
; ro % 葡 萄糖注射液 (111 )(批 号 色

,

12

一
24 h 几无 色至微黄色 ; n

、

班从 O
-

9仪科19 ) ;以上 均 为江 苏宜兴制 药厂 产 品
。

1
2h 澄明无色

,

12

一
24 h 渐呈微黄至淡黄 色

。

5 % 葡萄糖注射液 (W ) (浙江温州制药厂
,

批 以上两种温度下结果基本一致
。

各药液存放

号 9以为10)
。

24
h 后的吸收 光谱与零时光谱一致

,

未见 杂

7团CRT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 峰出现
。

分析仪器厂 );PH S
一
3 C 酸计计 (杭州亚美电

表 l 加入氨茶碱 0
.
59后 4 种愉液的经时州 值

oh Zh 4h 6h 12h 24 h
输液 原 州值

—
25℃ 37℃ 25 ℃ 37℃ 25 ℃ 37 ℃ 25 ℃ 37 ℃ 25 ℃ 37℃ 25 ℃ 37℃

工 5
.
为 8

.
叨 8

.
97 8

.
94 8

.
97 8

.
95 8

.
男 8

.
95 8

.
男 8

.
叭 8

.
% 8

.
97

3
.
65 8

.
59 8

.
53 8

.
49 8

.
49 8

.
46 8 27 8

.
45 8

.
45 8

.
4D 8

.
47 8

.
33

3
.73 8

.
70 8

.
65 8

.
63 8

.
61 8

.
57 8

.
57 8

.
46 8

.
57 8

.
56 8

.
55 8

.
51

W 4 .19 8
.
86 8

.
87 8

.
83 8

.
84 8

.
77 8

.
70 8

.70 8
.
70 8

.
68 8

.
72 8

.
65



表2 4 种输液中氮茶碱含量的经时变化

输液
oh Zh 4h 6h 12h 24 h

25 ℃ 37 ℃ 25 ℃ 37℃ 25 ℃ 3 7℃ 25 ℃ 37℃ 25 ℃ 37℃ 25 ℃ 37℃

1 100 10 1
.
46 卯

.
82 卯

.
82 100

.
18 98

.
54 卯

.
27 98

.
54 98

.
哭 卯

.
45 卯

.
伪

n 100 卯
.
08 卯

.
27 呢

.
17 卯

.
82 100

.
00 卯

.
89 98

.
89 叨

.
即 卯

.
82 卯

.
08

m 100 卯
.
12 10 1

.
41 100

.
00 10 1

.
94 卯

.
47 lm

.
12 卯

.
47 卯

.
四 100

.
53 100

.
00

W Ico 98
.
71 1印

.
18 卯

.
佣 卯

.
45 卯

.
08 98

.
88 100

.
co 98

.
89 卯

.
82 卯

.
45

三
、

讨论

氨茶碱为茶碱和乙二胺的复盐
,

其注射

液的碱性较强
,

与 4 种输液 配伍后混合液的

声 值显著上升
。

实验表明
,

在 0 一
24 h 内 工

配伍液的 声 值基本稳定不变
,

药液澄明无

色 ;n
、

m

、

IV 配伍药液的 州 值随时间延 长

呈下降趋势
,

药液色泽 自 12h 后 渐呈 (微)淡

黄
。

该 3种输液的原声值就较低
,

此现象可

提示氨茶碱在较低 州 值环境不下稳定
。

而

文献认为
,

氨茶碱在溶液中若 pH 值降至 8 以

下
,

就可析出结晶[5]
。

表 2 显示
,

两种温度下
,

各配伍药液 中氨

茶碱的含量基本稳定
,

说明尽管 n
、

111

、

W 配

伍药液从 12h 后色泽有所加深
,

但含量并未

明显下降
。

本实验表明
,

氨茶碱在氯化钠 注

射液中似比在其它 3 种输液中要稳定
,

这与

文献报道相符[3j
,

但该文献中认为氨茶碱在

葡萄糖输液中于 25 ℃放置 24 h 后效 价只有

54
.
5% 在本实验中未能得到证实

。

根据本 实验结果
,

我 们认为在 25 ℃
-

37 ℃下
,

氨茶碱注射液与 H
、

m

、

W 输液配伍

静滴可行
,

若掌握在 12 h 内用完最宜 ;而与 工

输液配伍则至少可稳定 24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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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果实外皮红黄色
,

直径 1
.
5 一 Z

an

。

果实内石细胞较多
· · ·

⋯⋯3
.
云南山

植 C
.
犯动咖之必

4 果实外皮深红色
,

直径达 2
.
scm

。

果

实内石细胞少见
· · ·

⋯⋯4
.
湖北 山植

C
.
从尹人川is

1 心皮在成熟时为纸质
,

梨果 1一 5 室
。

5 各心 皮 内含 1 一
2 粒种 子 (苹果 属

卫讼“
)
。

6 果实近球形
,

直径 1
.
1 一 1

.

7c
m

,

各心

皮含种子 1枚
。

7 果实外皮红色
。

果肉浅黄棕色
,

果

实内石细胞少或无
· · ·

⋯⋯5
.
海红

M
.
笋叮切忍瓜甩is

7 果实外皮棕红色
,

果 内棕红色
,

果

实内石 细 胞 较多
· · ·

⋯ ⋯ 6
.
伪品

四
。

6 果实卵圆形
,

直径 1
.
7 一 2

.

oc
m

,

各心

皮含种子 2 枚
。

8 果实外皮棕红色
,

具蜡样光泽
,

果

肉浅棕色
,

石 细 胞较多
· · ·

⋯ ⋯ 7
.

伪品五
。

三
、

讨论

(一 )根据文献〔‘][z 〕记载
,

伪品四
、

五为苹

果属某种植物的果实
,

其学名的确定需要我

们做进一步的资源调查
。

( 二 )山植地方用药习惯较多
,

据调查
,

云

南山植制作的山植制剂存在着质量方面的问

题
。

其他伪品山植一旦用于临床应引起足够

重视
。

本文讨论的五种伪品山植其化学成分

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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