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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剂的制备与临床配伍》

前言

输液剂是由静脉滴注输入体内的大剂量注射液，因为剂量大，所以又称大输液、大容量注射剂，一般
简称为“输液”，它是注射剂的一个分支。  大输液制剂自从1832年来，迄今已经有 170 多年的历史，
由最初的生理盐水已发展到今天的体液平衡液、营养性输液、人工透析液、血浆增容剂和治疗性输液
（包括中草药大输液）五大类，近 200 个品种，现在，国内外还在不断研发新的输液剂品种。  临床上
，大输液主要用于调整体内水和电解质以及酸、碱的平衡，提供人体必需的糖类（碳水化合物）、脂
肪、氨基酸以及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并具有维持循环血容量、降低颅内压、抗感染等治疗功能。从药
物给药系统分析，由于输液具有速效、高效、控释的给药特点，输液成为临床抢救危重患者和静脉治
疗药物的不可缺少的载体或溶剂，它在现代临床治疗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国2001年约有257
家输液生产企业，现在有400余家， 年市场容量在70亿瓶左右，生产常用的品种约50余种。各国药典
所收载的输液品种并不多，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只收载了23种
输液，但是研制出来并经批准生产的品种在逐年增加。从生产输液总量来说，我国低端产品所占比例
比较大，而国外大输液生产企业则占据着高端的治疗性输液和新型营养型品种市场。面对竞争，国内
输液生产企业需要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地创新，开发高附加值的治疗性
（含中草药输液）和营养型输液新品种，进行品种结构的升级换代。在包装材料的升级上，我国目
前90％以上的大输液还是采用玻璃瓶或塑料瓶包装，而发达国家早就采用了软袋包装（含双室袋、三
室袋），我国输液制造企业也需要加快输液包材升级的步伐。  2008年6月25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和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了6个类别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的国家标准，此为国家首次发布强制
性的制药工业污水排放标准。这6类分别为发酵类、化学合成类、提取类、中药类、生物工程类和混
装制剂类。其中《混装制剂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是普通输液和中草药输液生产企业或车间需要强制执行的标准。   本书共分十三个章节，前十章主要
是叙述输液制造的有关内容，第十一章是输液生产企业的“三废”防治，第十二、十三章是医疗单位
临床上使用输液剂的内容，主要介绍输液剂在临床上的使用、配伍变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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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剂的制备与临床配伍》

内容概要

《输液剂的制备与临床配伍》内容简介：输液剂是临床广泛应用的一类制剂。本书主要介绍了输液剂
的制备工艺、质量控制、生产工艺条件与生产过程验证、常用输液剂的制法、新输液剂的研发、“三
废”处理、输液剂在临床中的应用等方面内容。  
《输液剂的制备与临床配伍》可供输液剂制备企业、医院医师及药师、高等医药院校师生及科研人员
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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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胶塞的洗涤
　第五节　输液剂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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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输液剂的灌装与封口
　　一、灌装
　　二、封口
　第七节　输液剂的灯检与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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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检验
　　五、入库
　第八节　塑料瓶和塑料袋装输液
　　一、塑料瓶输液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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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产记录的整理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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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输液剂的成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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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性黏数的测定
　第五节　可见异物与不溶性微粒的检查
　　一、可见异物的检查
　　二、不溶性微粒检查法
　第六节　无菌检查
　　一、基本原理
　　二、抽样
　第七节　热原与细菌内毒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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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有效期的?计分析
　　六、稳定性其他试验方法
　　七、新输液剂开发过程中系统稳定性研究
　第四节　输液剂处方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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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析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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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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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药物的配伍与相容性
　　二、合适的渗透质量摩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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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降低含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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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输液剂生产实例与注解
　第一节　电解质类输液剂
　　氯化钠注射液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碳酸氢钠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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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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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芽糖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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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多元醇类输液剂
　　甘露醇注射液
　　山梨醇注射液
　　木糖醇注射液
　第四节　氨基酸类输液剂
　　一、氨基酸输液各个模式
　　二、处方中各氨基酸的比例
　　三、氨基酸输液的配制
　　四、氨基酸输液配制举例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第五节　脂肪乳类输液剂
　　一、脂肪乳注射液
　　脂肪乳注射液(C14～C24)
　　二、氟碳乳注射液
　　Fluosel?DA注射液
　第六节　全胃肠外营养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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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血浆的分类
　　三、常用的代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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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治疗类输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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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硝唑葡萄糖注射液
　　替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替硝唑葡萄糖注射液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注射液
　　盐酸倍他啶氯化钠注射液
　　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曲克芦丁氯化钠注射液
　　当归注射液
　　清胆注射液
　　莪术油葡萄糖注射液
第十一章　输液生产企业的“三废”防治
　第一节　制药工业水污染物的排放
　　一、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二、水污染物测定方法的标准
　　三、输液制造企业工?水污染物的处理
　第二节　废气的处理
　　一、含悬浮物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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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含无机物和有机物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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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输液反应的预防及处理
　第二节　输液剂在临床常见疾病中的应用
　　一、传染性疾病
　　二、呼吸系统疾病
　　三、循环系统疾病
　　四、消化系统疾病
　　五、血液系统疾病
　　六、内分泌系统疾病
　　七、泌尿系统疾病
　　八、神经精神科疾病
　　九、儿科疾病
　　十、妇产科疾病
　　十一、围手术期
　第三节　输液剂滴注高度的计算
　第四节　输液的滴注速度与滴注流量
　　一、滴注流量与滴注速度（率）
　　二、滴量法与滴系数
　　三、临床常用输液的滴注
第十三章　输液剂的临床配伍
　第一节　输液剂与注射剂的配伍实验方法
　　一、常用的输液配伍实验方法
　　二、配伍实验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输液与注射液配伍变化
　　一、输液与注射液配伍变化的影响因素
　　二、高营养静脉输液各组分间及其与注射液的配伍变化
　第三节　输液与注射液配伍变化表附录
　　一、常用酸的相对密度、组成标度、物质的量浓度
　　二、各种压力之间的换算关系表
　　三、葡萄糖溶液旋光度与相当于标示量的百分数检索表
　　四、输液剂仪表的计量校准装置
　　五、液体疗法中常用溶液所含离子?物质的量
　　六、输液剂市售设备的分类和性能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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