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２　复曲膏的经皮渗透实验数据处理结果　

药物 Ｑ－ｔ方程 ｒ Ｊ ｔｌａｇ
醋酸曲安奈德 Ｑ＝１２．９８＋７．４０ｔ ０．９９８８ ７．４０ －１．７５
氧氟沙星 Ｑ＝８３．４１＋１６．６４ｔ ０．９９４８ １６．６４ －５．０１

３　讨论 　
为尽可能减少糖皮质激素醋酸曲安奈德的体内吸收而降

低全身性药物不良反应，在复曲膏乳剂基质的选择上采用药物

吸收率相对较低的 Ｏ／Ｗ型乳膏基质，在制备时不使用经皮吸
收促进剂［２］。由本实验结果可知，复曲膏具有良好的皮肤渗透

能力，临床使用也取得了较好疗效。由于透过鼠皮的醋酸曲安

奈德和氧氟沙星的含量较低，同时与鼠皮接触吸收液在试验过

程中溶出部分杂质可干扰测定，为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笔者

在实验过程中采用检测灵敏度较高的ＨＰＬＣ同时测定吸收液中
的醋酸曲安奈德和氧氟沙星的含量，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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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跌打镇痛巴布剂体外透皮吸收情况。方法　采用改良 Ｆｒａｎｚ扩散池法，气相色谱内标法检
测透过的丁香酚的透过率。色谱柱：毛细管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ＦＩＤ检测器；柱温：８０℃保持 ３ｍｉｎ，以
１０℃·ｍｉｎ１升至１１０℃，再以２０℃·ｍｉｎ１升至２２０℃，保持１０ｍｉｎ；检测器和进样口温度均为２５０℃；载气：高纯氦气；
流速：１ｍＬ·ｍｉｎ１；分流比为５０∶１；进样量为１μＬ。结果　丁香酚的累积渗透量（Ｑ）随时间（ｔ）的增加而增加，并与
ｔ１／２有显著相关性，渗透曲线方程为Ｑ＝１８０．６７ｔ１／２－１５１．７１，ｒ＝０．９９５０，平均经皮渗透率为１８０．６７μｇ·ｈ

１·（ｃｍ２）１。
跌打镇痛巴布剂的体外透皮符合Ｈｉｇｕｃｈｉ方程。结论　跌打镇痛巴布剂丁香酚体外渗透药动学符合 Ｈｉｇｕｃｈｉ方程，药理
作用显著，值得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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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镇痛巴布剂由野菊花、乌药、水翁花、大蒜、荜茇、蛇床
子等多味中药材以及冰片、薄荷油、丁香罗勒成分等９类挥发
成分组成，组方庞大，临床上用于治疗跌打损伤、撞击扭伤、刀

伤出血、烫伤等症，疗效显著。由于原油剂易污染衣物，将其剂

型改为巴布剂弥补了该缺点，并且巴布剂具有载药量大、透皮

效果好、对皮肤无刺激等优点。原剂型对药材的提取方法采用

油浸渍法，而巴布剂对药材的提取方法采用超临界提取方法，

既保证了有效成分的提出，又大大减少了使用剂量。由于该制

剂处方中含有大量的透皮促进剂，如冰片、薄荷油等，因此，笔

者在本实验中仅考察不外加透皮促进剂跌打镇痛巴布剂的体

外透皮情况，以期考察制剂处方的合理性。

１　仪器与试药　
气相色谱仪（美国Ｆｉｎｎｉｇａｎ公司），Ｆｒａｎｚ扩散池（上海锴凯

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跌打镇痛巴布剂
（自制），十三烷对照品（广东固志科技开发公司提供），丁香酚

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批号：７２５２００２０９），甲
醇（色谱纯）；小鼠由广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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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ｅｎ４０４＠１２６．ｃｏｍ。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十三烷标准品贮备液的制备　精密吸取十三烷对照品５

μＬ（３．８６ｍｇ）置于 ５ｍＬ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即得
０．７７２ｍｇ·ｍＬ１的内标溶液。
２．２　丁香酚对照品贮备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丁香酚对照品
２６．３８ｍｇ置于５ｍＬ的容量瓶，用甲醇溶解并定容，即得５．２７６
ｍｇ·ｍＬ１的丁香酚对照品溶液。
２．３　色谱条件　色谱柱：毛细管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

μｍ），ＦＩＤ检测器；柱温：８０℃保持３ｍｉｎ，以１０℃·ｍｉｎ１升至
１１０℃，再以２０℃·ｍｉｎ１升至２２０℃，保持１０ｍｉｎ；检测器和进
样口温度均为２５０℃；载气：高纯氦气；流速：１ｍＬ·ｍｉｎ１；分流
比为５０∶１；进样量为１μＬ。
２．４　丁香酚对照品标准曲线的制备　分别精密吸取浓度为
５．２７６ｍｇ·ｍＬ１的丁香酚对照品贮备液１０，２５，５０，１００，１５０μＬ
置于５ｍＬ容量瓶中，并分别加入十三烷内标贮备液１００μＬ。
分别吸取上述溶液１μＬ，注入气相色谱仪中，以丁香酚与十三
烷峰面积比为纵坐标，丁香酚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

方程Ｙ＝０．２４３１Ｘ，ｒ＝０．９９９６，表明丁香酚在峰面积比值与进
样量之间呈良好线性关系。

２．５　皮肤的制备　取雄性小鼠，腹部用８％硫化钠脱毛剂脱
毛，禁食２４ｈ，实验前断颈处死，剪下腹部皮肤，小心剔除皮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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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筋膜和脂肪，以０．９％氯化钠溶液漂洗干净，铝箔包裹，置于
－２０℃冰箱中保存备用。实验时取出，室温下自然解冻。
２．６　体外透皮吸收试验　采用改良Ｆｒａｎｚ装置（接受池体积为
１４．５ｍＬ，接受池有效接触面积为８．１４ｃｍ２），固定装置，将５０％
乙醇的０．９％氯化钠溶液加入接受池中，取体外鼠皮，将真皮层
一侧面向 Ｆｒａｎｚ接受池，蒙在接受池上，确认无气泡存在，用塑
料绳沿池口包裹、扎紧，以防接受液外漏，剪去多余皮肤，将跌

打镇痛巴布剂（８．５ｇ）紧贴于体外鼠皮角质层一侧，释放池顶端
用塑料薄膜密封。水浴恒温至（３２±１）℃，电磁恒速搅拌（约
２００ｒ·ｍｉｎ１），分别于实验开始后０．５，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
１２．０，２４．０ｈ从样品接受池中取出４ｍＬ接受液，同时各补加等
量５０％乙醇的０．９％氯化钠溶液。取出接受液用正己烷萃取３
次，每次１ｍＬ，合并萃取液，转移至５ｍＬ容量瓶中，用正己烷定
容，摇匀，经微孔滤膜过滤后，取１μＬ注入气相色谱仪中测定，
根据峰面积比值计算丁香酚浓度。累计透过量（Ｑ）由于每次取
样４ｍＬ，同时添加空白接受液，因此，不同取样点时的Ｑ参照文
献［１］中的公式进行校正。结果见图１。以ｔ１／２与累积渗透量Ｑ
进行回归，其渗透曲线方程为 Ｑ＝１８０．６７ｔ１／２ －１５１．７１，ｒ＝

０．９９５０，其平均平均经皮渗透率为１８０．６７μｇ·ｈ１·（ｃｍ２）１。
跌打镇痛巴布剂的体外透皮符合Ｈｉｇｕｃｈｉ方程。
３　讨论　

接受液中丁香酚的含量测定结果表明，丁香酚累积渗透量

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累积渗透速率不断变化。以 Ｑ对 ｔ１／２进
行线性回归，发现丁香酚累积渗透量Ｑ与ｔ１／２线性相关性较好，

图１　跌打镇痛巴布剂体外释放曲线　

说明本品体外渗透药动学符合Ｈｉｇｕｃｈｉ方程。２４ｈ累积释药率
为８５％，属于皮肤控释型，具有一定的缓释效果。由于油剂每
次临床用量比实验用量要少得多，常通过多次涂抹达到临床疗

效，若一次涂抹过多，皮肤局部药物浓度过高，易对皮肤产生强

烈的刺激。巴布剂的载药量大，可准确控制用量，对皮肤无刺

激性，作用时间长。由于两种剂型在临床使用的差异，笔者在

本实验中未对原油剂的体外透皮实验进行研究。巴布剂的累

积透皮量不仅与实际接触面积有关，还与巴布剂含水量密切相

关。放置时间长的巴布剂的含水量下降，透皮吸收率下降［２］。

本实验结果是在巴布剂含水量为５０％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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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大蒜酊的主要药效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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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复方大蒜酊抗足癣的主要药效学。方法　用体外抑菌试验法，观察复方大蒜酊对８种浅部
真菌的抗菌作用；以组胺为致痒剂，观察复方大蒜酊的止痒作用；采用碘淀粉蓝色反应观察法，观察复方大蒜酊的敛汗
作用。结果　复方大蒜酊体外除白念珠菌外，对红色毛癣菌、须癣毛癣菌、絮状表皮癣菌、石膏样小孢子菌、犬小孢子菌、
紫色毛癣菌、断发毛癣菌均有较强的抗菌作用，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和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均小于临床用药浓度，即 ＜
０．０５ｍｏｌ·ｍＬ１。外用能明显提高豚鼠致痒阈，明显减少小鼠足跖出汗斑点数。结论　复方大蒜酊有较好的抗浅部真
菌、止痒、敛汗作用。

［关键词］　大蒜酊，复方；抗真菌；止痒作用；敛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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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癣是常见的皮肤病之一，因现有的西药不能改善病变

局部的内环境而易于复发，且其可引起许多不良反应。现有中

西药复方制剂多用量较大，且携带和使用不方便。复方大蒜酊

是湛江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采用具有抗真菌作用的

大蒜提取物与具有抗炎和防腐作用的水杨酸等配制而成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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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酊剂。笔者在本实验中就其主要药效学进行了初步研究。

１　材料 　

１．１　试药　复方大蒜酊（湛江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制，批号：２００５０１０２，大蒜酊含量为０．２５％），复方土槿皮酊［广

州敬修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０４０６２９］，沙氏培养基

自行配制，其他试药磷酸组胺、蓖麻油、固体碘和可溶性淀粉均

为药用标准。

１．２　菌种　红色毛癣菌、须癣毛癣菌、絮状表皮癣菌、石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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