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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就在此
。

目前
,

我们常用 的标记同位素有放射性同位

素�� ��
、

川 �� 和稳定性同位素
”� ��

、” , �
,

它们在使用

上各有其优缺点
。

� � 在国外放射性核素示踪研究

中使用率达 �� �
。

其主要优点 为
� � 易得 � � 有理

想的半衰期 �� �� 及适合显像的低能单色 , 射线 � �

即使给予患者较大剂量
,

患者受到的吸收剂量很低
,

孕妇
、

儿童均可使用
。

其缺点是母体�� �。 的半衰期

不够长 � ��
�

� � �
,

需每周供应一次
。

川 �� 的物理
、

化

学性质远不如�� �� 理想
,

近年来国外使用已不多见
,

其突出优点为其母体
” , �� 半衰期长 � ��� � �

,

一个发

生器可用 � 一 � � 。
,

稳定位同位素
” � ��

、 ’�� � 的突出

特征是无毒
、

无放射性
、

不产生辐射分解
,

适用于制

备周期长
,

操作复杂的制剂
,

但需中子激发
。

因此
,

对标记同位素的使用应结合研究药物
、

研究对象等

具体情况而定
。

, 一
闪烁扫描技术是广泛应用于临床核医学的

诊断技术
。

近几年来
,

国内将其用于药物体内行为

的研究已屡见不鲜
。

它具有无伤害性
、

不改变制剂

性质
、

能直观
、

真实
、

动态地反映药物体内过程等特

点
,

现已广泛用于特殊药物制剂和各种给药系统的

体内评价
。

, 一
闪烁扫描技术在药剂方面的应用促

进了药物体内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

推动了药剂学的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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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丸剂的特点及其应用

王 巍
,

陈建明(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剂学教研室
,

上海 200 433)

摘要 目的
:
介绍作为一种药物新剂型的滴丸的作用特点及其应用进展

。

方法
:查阅国内文献资料

,

对滴丸

剂在改善原剂型缺点方 面的应用分别加以 阐述
。

结果 :基于固体分散原理制备的滴丸剂具有传统剂型不 可

比拟的优越性
。

结论
:滴丸剂作为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剂型

,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关键词 滴丸剂 ;固体分散体

中图分类号
:R 944

.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一 0 1 1 1 ( 2 0 0 3 ) 0 4

一
0 2 0 1

一
0 3

滴丸剂是由药物和固体基质加热熔融成溶液
、

混悬液或乳液后
,

滴入不相混溶的冷凝液中
,

由于熔

融液滴在冷凝液中的界面张力作用而收缩成丸
,

随

后冷凝成固态而制得
。

滴丸剂是固体分散体的一种



形式
。

由于它具有溶出快
、

生物利用度高
、

疗效好
、

副作用小
、

药物稳定性好及制备简便
、

质量易控等优

点
,

因此受到医药界广泛的重视
。

近年来随着滴丸

相关辅料和制备工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发展
,

滴丸

剂这一优良剂型得到了 日益广泛的应用
。

现将滴丸

剂的特点及其应用情况综述如下
。

1 提高药物溶出速率

滴丸剂制备基于固体分散体原理
,

将药物高度

分散于水溶性基质中
,

药物 以分子状态
、

胶态微晶或

亚稳态微粒等高能态形式存在
,

易于溶出
,

故滴丸能

够提高药物溶出速率
。

如非街体消炎解热镇痛药布

洛芬片剂
,

常因药物溶出慢而起效延缓
,

为增加溶出

速度
,

栗立标等川将其制成滴丸
,

并考察其体外溶

出度
,

研究结果表明
,

布洛芬滴丸 ro m in 溶出达

99
.
4%

,

大大高于市售布洛芬片的 38
.
9%

。

又如将

雷公藤制成滴丸后
,

其有效成分雷公藤内脂醇的溶

出率 10 m in 达 45 %
,

远远高于雷公藤片的 5%
,

可见

雷公藤滴丸剂确实解决了雷公藤有效成分溶出难的

问题[
2〕。

2 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

抗惊厥
、

抗癫痈药苯巴 比妥
,

体内吸收差
,

生物

利用度低
。

马慧平等〔’」将其制成滴丸后
,

用 荧光偏

振免疫分析法测定其在家兔体内生物利用度
,

将其

与片剂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
,

苯巴比妥滴丸的生物利

用度为片剂的 316 %
,

说明滴丸剂能明显提高苯 巴

比妥的生物利用度
。

3 增强药物疗效

滴丸剂中药物的高度分散性可增加药物 的表面

积
,

提高药物的溶出速率
,

达到高效
、

速效的作用
。

如复方丹参片是《中国药典》中收载的品种
,

但其扩

张心血管
、

抗血小板聚集
、

清除氧 自由基等作用较弱

且发挥作用慢
,

不适合冠心病
、

心绞痛等方面的治疗

及急救
。

改制成滴丸剂后
,

药物 以极微小晶粒存在
,

提高了体内血药浓度
,

可迅速缓解症状
。

因此复方

丹参滴丸在治疗冠心病
、

心绞痛等方面 比之片剂疗

效高
,

作用迅速 L
‘

,

5]

。

又如头痛舒滴丸临床用量仅

为原方的 1/37
.
5

,

可见其疗效提高显著[
61。

4 增加药物稳定性

易水解
、

氧化分解和易挥发的药物因在滴丸中

被包埋而增加其稳定性
。

如复方察香草脑滴丸中丁

香油为易挥发药物
,

制成滴丸后丁香油很好地包埋

于高分子固体载体中
,

增强 了药物的稳定性
{71

又

如舒心滴丸中的有效成分为易氧化挥发 的药物
,

制

成滴丸增加了有效成分的稳定性
,

并减少刺激性
,

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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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不 良气味81
。

5 提高难溶性药物溶解度

一直以来滴丸制剂研究 的热点是将难溶性
、

胃

肠道吸收差的药物采用 固体分散技术制成滴丸剂
,

以增加药物溶解度
,

提高药物吸收
。

如齐墩果酸因

难溶于水
,

胃中吸收不好
。

孙淑英等将其制成滴丸

后
,

齐墩果酸 以非 晶型和/或分子状态分散于载体

中
,

从而显著提高了药物的溶解度「9〕
。

又如双炔失

碳脂因溶解度不高
,

在 胃肠道中吸收差
,

且副反应随

剂量增加而增加
,

用水溶性基质 PE G6 00o 制成双炔

失碳脂滴丸后
,

显著提高了它的溶解度[
‘。〕

。

6 降低药物毒副作用

非街体抗炎药叫噪美辛疗效确切
,

但因胃肠道

刺激性大
,

影响临床广泛应用
。

陆彬等[
” 」将其做成

滴丸
,

增加溶解度
,

提高吸收
,

减少剂量
,

从而达到减

少对 胃肠道刺激性的 目的
。

又如替硝哇
,

用于治疗

厌氧菌感染的口腔疾病
,

临床疗效显著
,

但长期大量

应用不 良反应较大
。

将其制成牙用滴丸
,

作为一种

局部给药剂型仅在病灶部位达到较高浓度
,

从而降

低了全身的不 良反应毛”」
。

滴丸剂不仅应用于 口 服给药系统
,

在耳
、

眼
、

鼻

等非 口服给药系统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

如氧氟沙

星
、

氟罗沙星
、

吠喃哇酮等耳用滴丸的临床应用表

明
,

耳用滴丸具有局部药物浓度高
、

用药次数少
、

作

用迅速持久
、

不阻塞外耳道及携带方便等优点
,

且避

免了滴耳液易流失的缺点
,

是治疗耳科疾病的理想

剂型
‘’ 一 ’7 〕

。

眼科制剂多为液态或半固态
,

作用时间

不持久
,

制成滴丸后则可起到延效作用
。

滴丸剂的研究应用也为中药传统剂型的改革提

供一条途径
。

例如黄连解毒汤临床多以汤剂服用
,

可临时煎煮不便
,

杂质多且几药共煮有效成分易产

生沉淀
,

影响疗效
,

其成药制剂仅有丸剂
,

因丸剂用

药材粉末配制
,

故体积大
、

吸收慢
。

将此中药复方制

成滴丸后
,

不仅在最大限度内保留了各种有效成分
,

且服用量小
、

服用方便
,

作用迅速上” )
。

又如治疗血

疲作痛的名方
一

失笑散
,

由于气味不良及服用不便使

患者难 以接受 ;伍小燕 〔’‘l将其改制成滴丸后无不 良

气味
、

味微苦
、

微咸
,

易于服用
,

而其药理作用与原剂

型一致
,

故可用失笑滴丸代替失笑散
。

总之
,

由于滴丸剂具有其他剂型不具备的突出

特色
,

符合人们对现代药物制剂的
“

三小
”

( 用量小
、

毒性小
、

副作用小 )
, “

三效
”

( 高效
、

长效
、

速效)和方

便用药
、

方便携带
、

方便贮存等基本要求〔’8 1
,

从而更

加符合 日益发展的临床需要
,

得以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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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

随着滴丸制剂工艺技术的逐渐成熟
,

滴丸剂

必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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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介绍头抱派酮眼膏剂的制备和质量控制

。

方法
: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含量

。

结果
:
检测波

长为 298 nm
,

线性范围为 0
.
8 一 4

.

8 协g
·

m
L

一 ’,

该方法测得平均回收率为 99
.
3 %

,

R s D 为 0
.
32 %

。

结论
:该

眼膏剂制备工艺可行
,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含量方法简便
、

快速
、

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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