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与方法!

简便快速测定人体血浆中吗啡含量的
4@23@YA

法"

黄洪勇$

!职晓燕$

!张瑞岭$

#

!师天元$

!

(

"

$*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新乡
&%)++(

#

(*

河南省生物精神病学重点实验室!河南新乡
&%)++(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
4@23@YA

法测定人体血浆中吗啡的含量%方法
!

色谱柱为美国
0?:8FDC?=

6

"

(%+̂ &*-88

!

%

#

8

$

A

$I

反相柱#流动相为甲醇
2

缓冲液"

%8Y

三乙胺加入
$+++8Y

水中!磷酸调
.

3

值
,*+

$

eI+a(+

!流速为
$*)8Y

*

8?D

#检测波长
())

D8

%结果
!

吗啡血浆浓度在
$*I

"

'($*-D

P

*

8Y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标准曲线为
Ae+*'-(,[̀ +*+$'-

"

<e+*''',

!

&eI

$!

定量下限
$*ID

P

*

8Y

%结论
!

本方法具有快速&简便&灵敏度高&重现性好等优点!可以用于吗啡临床研究和不良反应监测%

关键词"快速测定#吗啡#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GF?

!

$+*)'-'

"

H

*?CCD*$-,$2I)&I*(+$(*()*+$I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I)&I

"

(+$(

$

()2()'(2+(

;)

2

'4-*"'&*0'"

(

*C-*0

2

+'"$'"

2

.)%-)5

3

;PGQPO<

"

"#,&

'

")&

'=

)&

'

$

#

1.%*%,)

=

,&

$

#

1.,&

'

:#%B%&

'

$

#

#

N.%C%,&

=

#,&

$

#

(

$

$5C./N/-)&(@

99

%B%,8/(")7

;

%8,B)

9

*%&3%,&

'

$/(%-,BD&%E/<7%8

=

#

*%&3%,&

'

#

"/&,&&%)++(

#

2.%&,

%

(5Q/

=

?,O)<,8)<

=

)

9

"/&,&!<)E%&-%,BH%)B)

'

%-,B!7

=

-.%,8<

=

#

*%&3%,&

'

#

"/&,&&%)++(

#

2.%&,

&

15%&0)/&

!

85

9

$/&'#$

!

JF7C>:E=?CLG7>7;8?D:>?FDFK8F;

.

L?D7?D

.

=:C8:E

N

4@23@YA*:$&+*4%

!

AF=Q8DM:C0?:8FDC?=

6

A

$I

$

(%+̂ &*-88

#

%

#

8

&%

XFE?=7

.

L:C7M:CX7]3

!

#QKK7;

$

I+a(+

#

Z

"

Z

&#

>L7K=FM;:>7M:C$*)8Y

"

8?D

%

dZM:O7=7D

P

>LM:C())

D8*;$%,.&%

!

B?>L?D:/FD/7D>;:>?FD;: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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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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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相比#选用了较长的分离色谱柱#在较低流速

的情况下实现了很好的分离#有效保护了色谱柱及高压泵系统

的使用寿命#利于样品大批量连续分析)总之#该方法既避开

了体内代谢产物的干扰#又可使保留时间适中#减少了工作量)

具有前处理简单*分析仪器普及率高*简便*快速*准确*灵敏度

高等优点#适用于吗啡的临床研究和不良反应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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