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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痰热清注射液对左氧氟沙星在小鼠肺组织中分布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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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痰热清注射液能提高左氧氟沙星在小鼠肺组织中的分布量和滞留时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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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清注射液联合左氧氟沙星可提

高左氧氟沙星在小鼠肺组织中的药物浓度并延长滞留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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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是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近

年来由于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病原体变迁#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上升#临床治愈有所下降#除应用抗菌药物外#还常常采用联合

使用相关中药治疗)有文献报道#痰热清注射液联合左氧氟沙

星注射液治疗上*下呼吸道感染临床效果显著#能明显改善临

床症状#治愈率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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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痰热清注射液对肺炎

链球菌*嗜血流感杆菌*乙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

制作用#并能降低内毒素升高体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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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研究认

为痰热清注射液可抑制炎症渗出和肺间质水肿#抑制或减轻炎

性细胞浸润#阻止急性肺泡细胞炎症损伤#改善低氧状态#同时

可以降低内毒素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以达到抗菌消炎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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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均表明#痰热清注射液及左氧氟沙星在肺

部病变的临床疗效和产生作用的机制#为此#作者探讨了痰热

清注射液对左氧氟沙星在小鼠肺组织内分布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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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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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中左氧氟沙星的稳定性试验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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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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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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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与对照组左氧氟沙星的平均血药浓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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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自动拟合#二组均

数均符合二室模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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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平均肺组织药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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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动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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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受试小鼠肺组织药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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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数据

采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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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自动拟合#结果表明左氧氟沙星的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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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均符合二室药动学模型)有关药动学参数#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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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左氧氟沙星的检测方法已有很多报道&

/.$%

'

#如

è NO.gi

法*

è NO.

荧光法及
NO.SJ

"

SJ

法等(因经济实惠

实际采用最多的是
è NO.gi

法)本文所建立的
è NO.gi

法是作者长期多次用于人血浆*尿液#动物血浆*尿液*胆汁及

组织中左氧氟沙星浓度测定的方法(本方法成熟*准确*可靠#

方法学研究指标均能达到和满足试验要求)

药物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后#向各器官组织转运分布#且在

各器官组织中的浓度与其在该组织作用强度*速率*持续时间

有密切的关系)左氧氟沙星是浓度依赖性抗菌药物#其作用与

其所在组织中的浓度与持续时间有密切关系#换言之#其临床

效果与组织浓度有关)临床文献表明#痰热清注射液与左氧氟

沙星联合用于治疗上*下呼吸道感染*老年肺炎等均取得明显

疗效&

$.0

'

#提示二者联合用药有协同作用)除文献报道抗菌作

用有相加外#作者认为与痰热清注射液提高左氧氟沙星在肺组

织中浓度有密切关系)本研究选用小鼠行痰热清注射液与左

氧氟沙星联用#结果实验组小鼠肺组织中左氧氟沙星浓度远高

于单用左氧氟沙星在对照组小鼠肺组织中的浓度#

6gO%

)

=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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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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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根据抗菌药物对细菌杀菌活性可分为时间依赖型#属于此类

抗菌药物为
.

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而浓度依赖型即药物的

杀菌活力在很大范围内随药物浓度的增高增加#属于此类者有

氨基糖甙类*氟喹诺酮类和甲硝唑等)本研究中#左氧氟沙星

注射液与痰热清注射液联合使用致小鼠肺组织中左氧氟沙星

无论
6gO%

)

=

还是
6gO%

)n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其

抗菌作用增强是极为相关的)此外#实验组小鼠肺组织中左氧

氟沙星消除速度
=$

"

1

.

和
O9

"

Q

$

+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小鼠肺

组织中左氧氟沙星的药动学参数#进一步表明#痰热清注射液

除提高左氧氟沙星在小鼠肺组织中浓度外#还可致代谢和清除

减慢#延缓左氧氟沙星的抗菌时间#为提高疗效提高一定的

条件)

至于痰热清注射液为何可使左氧氟沙星在肺组织中浓度

提高#可能与组方有关)其组方为黄芩*熊胆粉*上羊角*金银

花和连翘五味中药组成&

$$

'

#文献报道#黄芩可通过阻断平滑肌

细胞膜上电压依赖型钙通道和受体操纵型钙通道而抑制钙离

子内流#松弛血管平滑肌#有益于左氧氟沙星分别到血管密集*

血流丰富的肺组织中&

$1

'

)此外#黄芩尚可减少左氧氟沙星的

排泄&

$'

'

)

有文献报道#肺部常感染菌株为耐甲氧西林金葡菌*肺炎

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等#经临床分离对左氧氟沙星的敏感性

SRO

2%

分别为
%&'$

*

%&)1

*

$&12A

G

"

N

#而
SRO

(%

分别为
%&)1

*

$&12

和
1&2%A

G

"

N

&

$'

'

#本研究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左氧氟沙星

浓度如图
$

所示#分别为
$2

!

$%A

G

"

E

G

#持续
2>

以上#完全符

合浓度依赖型抗菌药物特点)高浓度且持续时间长#且实验组

明显高于对照组#故二者联用疗效明显增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药动学方面进一步阐明痰热清注射液

对左氧氟沙星在小鼠组织中分布的影响#增强了临床疗效#为

临床二者联用找到依据#有利于临床医生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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