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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热压灭菌柜使用注意事项 ①必须使用饱和水蒸气；②必须将柜内的空气排净
，否则压力表上所表示的压力是柜内蒸汽与空气二者的总压，而非单纯的蒸汽压力，温度不符；③灭
菌时间必须从全部药液真正达到所要求的温度时算起。
通常测定的温度是灭菌器内的温度，而非灭菌物内的温度，因此最好能设计直接测定被灭菌物内温度
的装置或使用温度指示剂，目前生产上已采用灭菌温度和时间自动控制系统来监视和调节灭菌过程中
的温度；④灭菌完毕后，必须使压力降到0，才能放出锅内蒸汽，使锅内压力和大气压相等后，稍稍
打开灭菌锅，待10～15min，再全部打开。
 影响热压灭菌因素：①微生物的性质和数量：各种微生物对热的抵抗力相差较大，处于不同生长阶段
的微生物，所需灭菌的温度与时间也不相同，繁殖期的微生物对高温的抵抗力要比衰老时期抵抗力小
得多，芽胞的耐热性比繁殖期的微生物更强。
在同一温度下，微生物的数量越多，则所需的灭菌时间越长。
因此，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应尽一切可能减少微生物的污染，尽量缩短生产时间，灌封后当日灭菌。
②注射液的性质：注射液中含有营养性物质如糖类、蛋白质等，对微生物有一种保护作用，能增强其
抗热性。
另外，注射液的pH值对微生物的活性也有影响，一般微生物在中性溶液中耐热性最大，在碱性溶液中
次之，酸性不利于细菌的发育。
因此，注射液的pH值最好调节至偏酸性或酸性。
③灭菌温度与时间：根据药物的性质确定灭菌温度与时间，一般说灭菌所需时间与温度成反比，即温
度越高，时间越短。
但温度增高，化学反应速度也增快，时间越长，起反应的物质越多。
为此，在保证药物达到完全灭菌前提下，应尽可能地降低灭菌温度或缩短灭菌时间，如维生素C注射
剂用流通蒸汽100℃灭菌15min。
另外，一般高温短时间比低温长时间更能保证药品的稳定性。
④蒸汽的性质：饱和水蒸汽热含量高，穿透力大，灭菌效力高。
湿饱和水蒸气热含量较低、过热蒸汽与干热空气差不多，它们的穿透力均较差，灭菌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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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医药高等职业教育药学类规划教材:药物制剂(第2版)》是胡英、周广芬主编的课程对高职高专
药学类专业的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形成起主要支撑作用，是药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教材以实现专业教育目的的主要载体，《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
高职教材需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是教师教学的基础工具和基本依据。
因此，教材建设是高职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高职高专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检验
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与力度的重要指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物制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