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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24h，记录观察结果。以完全没有菌体生长的最低浓度为 

该提取物的 MIC。结 果(见表 4)。 

表 4可见鱼腥草蒸馏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克 

雷伯氏菌的MIC分别为 1．25 、2．5 、2．5 ；萃取物对上述 

菌及绿脓杆菌的 MIC分别为 1．25％、5％、1．25 、1O％。 

裹 4 ▲量簟提取翱量低抑蕾浓度 

菌种 量低抑菌浓度( ) 

⋯  蒸馏物 萃取物 

3 讨论 

鱼腥草超临界 CO：萃取物及水蒸气蒸馏物均能明显减 

轻大鼠鼻粘膜的炎症反应，并具有显著的抗炎和体外抑菌作 

用。在体外抑菌试验表明萃取物对绿脓杆菌的 MIC为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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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蒸馏物对其作用不显著，这可能因不同的提取方法所得的 

挥发油的成分差异，导致了抑菌活性的不尽相同。 

鱼腥草超临界 ∞ z萃取与传统的方法比较，有独特的优 

势，其操作温度低，不会影响热敏性物质的天然活性；且萃取 

时间短，分离效率高，原料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因此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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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头孢克罗是第二代口服头孢类抗生素，具有抗茸谱广、抗茸活性强等特点，本品的体外抗茸试验，对金’|色葡萄球茸、大肪杆茸、肺炎克 

雷伯氏杆茸等的MICso~ 为0．1，0．78，1．56rag·L一 ，体内的保护试验，对接种的金’|色葡萄球茸(幡 1)口服培药的ED5o为0．1314mg·L～， 

对接种大肪杆茸(幡 2)的EDso2．337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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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头孢克罗颗粒剂对体内外抗菌作用进行研究，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试验药物 

头孢克罗颗粒荆，头孢氨苄胶囊。 

2 试验材料 

2．1 培养基 MH培养基(固体、液体)。 

2．2 溶剂及血清 血清由血站提供。 

2．3 动物 小鼠体重 18~22g，雌雄各半。 

3 试验用菌种 

3．1 标准菌种 金黄色葡萄球、大肠杆菌、痢疾杆菌、产气杆 

菌、枯草芽孢杆菌、绿脓杆菌、八叠球菌等。 

3．2 临床分离菌株 金黄色葡萄球、大肠杆菌、表皮葡萄球 

菌、流感杆菌、甲基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克雷伯氏杆菌等。 

以上菌株在临床前接种于 MH液体培养基中，嗜血性细 

菌则加入 5％无菌血清，37℃培养 16～18h用灭菌生理盐水 

稀释 i0。cfu·mL 备用。 

4 试验方 法与结果 

4．I 头孢克罗颗粒剂体外抗菌作用 

4．1．1 最小抑菌浓度的测定：采用试管双倍稀释法，将头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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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颗粒荆制成浓液与备用菌液混合均匀，37℃培养 16～ 

24h，观察以能抑制细菌生长的最低药物浓度，即为最小抑菌 

浓度 (MIC)。 

4．1．2 最小杀菌浓度的测定：将 MIC值中所有能抑制细菌 

生长的培养管，以无菌生长的操作方式倾人灭菌平皿中，然后 

加入冷至少 45℃的MH固体培养基，嗜血性细菌加 5 血清， 

37℃培养 皿 48h，计 算平 皿 中 的菌 落数，即最 小菌 浓 度 

(MBC)，实验结果(见表 1)。 

裹 1 头孢克罗■粒荆体外抗蕾作用的实验结暴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Strait Pharmaceutical Journal Vol 1 8 No．3 2006 

从试验结果看，头孢克罗颗粒剂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革 

兰氏阳性菌和部分革兰氏阴性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 

4．2 头孢克罗颗粒剂体内抗菌作用 

4．2．1 最小致死菌量测定 ：取上述备用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大肠杆菌菌液，用心良苦 5 胃膜素液稀释成不同浓度，每种 

浓度的菌液分别给定只小鼠腹腔注射 o．5mL，观察 24h，48h 

直至 7d的小鼠死亡情况，以引起小鼠目寸光 100 死亡的最 

小菌量作为最小致死菌量。 

4．2．2 感染与治疗：取选用的小鼠 9O只，雌雄兼有，体重搭 

配，每组 1O只，其中头孢克罗颗粒剂与对照药头孢氨苄胶囊 

各 4组；一组空白对照，以最小致死量对小 鼠进行感染每只小 

鼠腹腔注射 0．5mL，即刻与 6h将预先用心良苦 5 阿拉伯胶 

液按 1；0．6剂间比制成的上述两种药物的混悬液，分别给小 

鼠(O．5mL／20,)；空白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观察给药后 

24h，48h直至 7d的小鼠死亡情况，以各剂量组小鼠的存活数 

计算药物的半数有效量(ED 。)。 

4．2．3 数据处理：空白组应在 24h全部死亡，给药组以 7d小 

鼠存活率用简化机率单位法，用 386型计算机自编程序求得 

半数有效量(ED )及 95 可信限范围。结果(见表 2，3)。 

衰 2 头孢克罗囊粒与头孢氨苄胶一对金黄色葡萄球曹体内抗蕾作 

用 

剂量 对效剂 动物效 存活率 EDso及95 
／mg·kg一 量／x ／只 ／ 可信限范围／mg·kg一 

· 药 品检验 · 

衰 3 头孢克罗囊粒与头孢氯苄胶一对大肠杆蕾体内抗蕾作用 

头孢克罗颗粒与头孢氨苄胶囊对小鼠感染金黄葡萄球菌 

的ED50分别为 0．1314mR·kg-1与0．855mg·kg l头孢克罗 

颗粒与头孢氨苄胶囊对小 鼠感染大肠杆菌的 ED。。分别为 

2．33704mg·kg-1与 58．8680mg·kg_。。 

5 结论 

从头孢克罗颗粒剂的体外抗菌作用结果可以看出：头孢 

克罗颗粒剂对革兰氏阳性菌与部分革兰氏阴性菌具有较强的 

抗菌作用，结果可以看出：头孢克罗颗粒剂对小鼠感染金黄葡 

萄球菌的治疗量仅仅是头孢氨苄的六分之一l对小鼠感染大 

肠杆菌的治疗量约为头孢氨苄的 1／25，明显优于同类药物 ， 

且报道该药 口服吸收能力强，血药浓度高 ，达峰时间快等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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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仙 人掌 中仙人掌醇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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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一种测定仙人掌中仙人掌醇含量的高效液相e,~Yr法．方 法 采用KromasilCl8柱(4．6ramX 250ram，Stem)，以甲肆·水(1 t 

6)为流动相，流速 1．0mL·min一1，柱温 25℃，检测波长263nm．结果 仙人掌肆获得良好分离，在 9．84~410．00tag·mL一 时，线性良好(r= 

0．9998)，平均回收率为99．86％，RSD为 0．67％(n：5)．结论 谊方法准确、重现性好，可用于仙人掌中仙人掌肆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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