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氯化钾注射液 8. 5mL。
3 讨论

综上可见，药物使用不当，不仅达不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反而会影响疾病的病程及预后，严重者可使患者致残、致死。
因此，安全、有效、经济、适当地应用药物有着重要的意义〔5〕。
该院门诊的合理用药仍是主流，针对存在的问题，应制定相应

措施予以改进。药师作为临床合理用药的最后一道屏障，对

处方的审核在促进合理用药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门诊

处方事前干预，药师一方面与医生沟通，退回不合理处方，提

出建议并要求修改，另一方面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将不合理

用药控制在事前，有效降低不合格处方率，提升了门诊药房服

务满意度，从而提高了处方质量，减少医疗纠纷，同时更好地

体现药师在医疗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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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醋酰钠合成实验反应条件的优化
刘 佳，刘 峤，王 庆，张 辉，王 彬( 湘南学院药学院 郴州 423043)

摘要: 为提高药物化学实验的教学质量，减少环境污染，应用正交法试验对磺胺醋酰钠的合成实验的反应条件进行了优化。研究结果显示，通

过对磺胺醋酰钠合成过程的醋酐交替加入时间，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反应原料这四个因素对实验反应条件的优化，是产物的合成温度为 70℃ ～
75℃，反应时间为 5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间为 10min，反应原料为 10% NaOH 乙醇溶液。研究结果可增加了实验的成功率，降低环境污染，对于

药物化学实验微型化、绿色化的实验教学改革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磺胺醋酰钠; 正交试验; 绿色化和微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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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化学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核心课程，药物

化学实验的微型化、绿色化一直是高校药学专业实验教学改

革的重要方向。通过对传统的药物化学实验进行微型化、绿
色化研究，并在实验教学中实施，达到减少反应物投料量，降

低环境污染，缩短反应时间，简化实验操作，提高实验安全系

数等目的。
本文对磺胺醋酰钠的合成实验进行了微型化、绿色化的

研究，通过正交试验法对合成过程中的反应条件进行了优化，

以期获得更高的产率，缩短实验时间。
1 实验部分

1. 1 主要仪器与设备 红外恒温干燥箱; 微型合成制备仪一

套( 重庆高教仪器厂) ; 岛津托盘电子天平 ( AY220，岛津 ( 香

港) 有限公司) ; 电磁加热搅拌器( 金坛市金城仪器厂) ; 循环

水真空泵(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等。
1. 2 主 要 材 料 与 试 剂 磺 胺、醋 酐、NaOH 固 体 ( 自 配 置

22. 5%的 NaOH 水溶液、77% 的 NaOH 水溶液、40% 的 NaOH

水溶液、20%的 NaOH 水溶液、5%NaOH 乙醇溶液、10% NaOH
醇溶液) 、浓盐酸( 自配置 10%的 HCl 溶液) 。
2 实验方法与步骤

2. 1 实验合成路线 以磺胺作为原料，以醋酐作为酰化剂，

在碱性条件下进行合成反应，将磺酰氨基乙酰化后得到磺胺

醋酰，再与 NaOH 反应制备磺胺醋酰钠。
2. 2 实验步骤 参考《药物化学实验与指导》中磺胺醋酰钠

的合成方法进行。
2. 3 反应条件优化及结果 根据正交试验法设计了磺胺醋

酰钠合成的正交表，反应温度为 50 ～ 55℃时，设计三个实验:

A 反应时间为 3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5min，反应原料 20%
NaOH 水 溶 液; B 反 应 时 间 为 40min，醋 酐 交 替 加 入 时 间

10min，反应原料 5%NaOH 乙醇溶液; C 反应时间为 50min，醋

酐交替加入时间 15min，反应原料 10%NaOH 乙醇溶液。实验

结果: A: 1. 04，B: 6. 45，C: 6. 38。
反应温度为 60 ～ 65℃ 时，设计三个实验: A 反应时间为

3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10min，反应原料 10%NaOH 乙醇溶

液; B 反应时间为 4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15min，反应原料

20%NaOH 水溶液; C 反应时间为 5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5min，反应原料 5% NaOH 乙醇溶液。实验结果: A: 7. 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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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4，C: 7. 02。
反应温度为 70 ～ 75℃ 时，设计三个实验: A 反应时间为

3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15min，反应原料 5% NaOH 乙醇溶

液; B 反应时间为 4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5min，反应原料

10%NaOH 乙醇溶液; C 反应时间为 5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

间 10min，反应原料 20% NaOH 水溶液。实验结果: A: 6. 81，

B: 7. 14，C: 2. 03。
极差值: 反应温度 0. 704，反应时间 0. 150，醋酐交替加入

时间 0. 226，反应原料 5. 280
各因素对磺胺醋酰钠产率影响的主次关系依次为反应原

料 ＞ 反应温度 ＞ 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 反应时间。合成的最优

实验条件应为温度为 70℃ ～75℃，反应时间为 50min，醋酐交

替加入时间为 10min，反应原料为 10%NaOH 乙醇溶液。按上

述实验条件进行合成的产率应为最高。
3 实验结果分析

3. 1 正交试验结果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方差分析: 影响因素

为反应温度( ℃ ) 时，偏差平方和 0. 949，F 比为 25. 649; 影响

因素为反应时间( min) 时，偏差平方和 0. 037，F 比为 1; 影响

因素为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 min) 时，偏差平方和 0. 078，F 比

为 2. 108; 影响因素为反应原料时，偏差平方和 54. 485，F 比为

1472. 568。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反应条件对产率影响的主次关系

依次为: 反应原料 ＞ 反应温度 ＞ 醋酐交替加入时间 ＞ 反应时

间。由于反应原料所在列的数值绝对值最大，可知反应原料

是主要因素，对实验结果影响最为显著。若想提高产率，首先

要考虑调整反应原料的给予。
3. 2 结果分析 在过去常规的磺胺醋酰钠制备过程中，采用

20% NaOH 水溶液，操作繁琐，需要 90℃的水浴进行加热，不

断地测 pH 值，趁 热 进 行 过 滤 并 降 温 析 晶 等; 而 改 用 10%
NaOH 乙醇溶液，反应温度为 70℃ ～75℃，反应时间为 50min，

醋酐交替加入时间为 10min，不仅产率会大量提高，而且操作

步骤将简化很多，能够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乙醇也能够得到

回收。而在磺胺醋酰钠合成过程中，提高反应时间，可以使酰

化反应更充分。所以，选择恰当的反应时间，既可以得到理想

的效果，又不会浪费时间、能源。增大酰化反应温度，可以增

大反应物活度，微观下使分子运动加速，故有利于反应。
4 讨论

应用正交法对反应条件进行优化，对产率影响的显著性

先后顺序为: 反应原料、反应温度、醋酐交替加入时间、反应时

间。合成实验的最佳反应条件为: 反应温度为 70℃ ～ 75℃，

反应时间为 50min，醋酐交替加入时间为 10min，反应原料为

10% NaOH 乙醇溶液。通过对实验进行了绿色化、微量化的

改进，反应时间得到了明显缩短，产率得到了明显提高。此项

研究为实验教学改革中药物化学实验的微型化、绿色化提供

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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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红景天苷对活化小胶质细胞 MMP-2 和 MMP-9 表达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何丽君1，肖作为2，鄢英慧1，翁淑琴1，林和辉3，吴符火3 ( 1.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药学部 福州

350004; 2. 湖南中医药大学 长沙 410208; 3.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州 350122)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红景天苷对活化小胶质细胞 MMP-2 和 MMP-9 表达水平的影响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应用 LPS 刺激

小胶质细胞 N9 制备炎症细胞模型，通过 MTT 法筛选红景天苷的干预浓度。用红景天苷预处理细胞 2h 后，再加入 LPS 共培养小胶质细胞 18h。
通过 ELISA 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 MMP-2 和 MMP-9 的分泌水平，应用 ＲT-PCＲ 法检测活化小胶质细胞中的 MMP-2 和 MMP-9 的基因表达水平。

通过 EMSA 法观察炎症通路上转录因子 NFκB 的活化水平。结果 红景天苷可梯度依赖性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后 MMP-2 和 MMP-9 的基因和

蛋白的表达水平，同时，红景天苷可以降低 NFκB 的活化水平。结论 红景天苷可能通过抑制明胶酶( MMP-2、MMP-9) 的表达保护血脑屏障，其

机制可能与调控 NF-kB 通路有关。

关键词: 红景天苷; 小胶质细胞; MMP-2; MMP-9; NF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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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alidroside on the MMP-2 and MMP-9 Expression in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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