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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晓星主编的《治疗药物监测》共分20章，详细论述了治疗药物监测的体内药物浓度测定方法及应用
、治疗药物监测质量控制的重要意义、临床药动学及药效学的关系、群体药动学／药效学研究及应用
、药物基因组学与基因导向个体化药物治疗、个体化给药的基本策略和方法、抗菌药物的治疗药物监
测、抗心律失常药物的治疗药物监测、强心苷的治疗药物监测、抗癫痫药物的治疗药物监测等。
《治疗药物监测》实用性、指导性强，适合医学和药学研究生与有一定科研经验的医学工作者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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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一般液面应观察弯月面的最低点与分度线的上缘相切处。
（2）环状标线液面观察，应当前后标线重合后，再观察弯月面最低点与分度线上缘相切。
（3）乳白背蓝线量器的液面观察，应当是蓝线尖端与分度线上缘相切处。
（4）水银的弯月面观察，应当是弯月面最高点与分度线下缘相切处。
5.使用刻度吸管吸液时，不要超出标线过多，有利于液面正确调整，调整液面时，吸管须垂直。
液体自吸管流出时，应沿着倾斜450的受液器壁自然而畅通地流出。
放液时还应判明是完全流出式、不完全流出式还是吹出式。
（1）完全流出式吸管：液体自最高标线流至口端不流时还应等待15s，口端要保留自然残流液，即为
吸管的标示容量。
（2）不完全流出式吸管：液体自最高标线流至最下标线，即为吸管的标示容量。
（3）吹出式吸管：流出时间较快，当液体自最高标线流至口端，随即将口端残留液体全部排出，此
为标示容量。
6.玻璃量器禁止在电炉上加热或烘烤，容量瓶或移液管等精密量器禁止烘干，禁止把热水或产热的试
剂直接加入容量瓶内。
7.使用连续加样器（又称微量加样器）吸液时，应缓慢松动按手，排液时也应缓慢按动按手，且每次
手要一致、快慢要均匀。
这样才能保持较高的精密度和准确度。
另外，每次按要求加样完毕，吸液嘴口端允许保留一定的自然残留液，不可再次将其排出。
否则，实际移液量高于标示量。
用完后最好套上移液嘴，以防杂质等异物进入移液器内，导致阻塞。
四、测定方法由于文献报道的测定方法中所涉及的实验条件如仪器、试剂来源及实验操作人员与本实
验室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使用前均应重复做方法学评价（包括精密度、回收率、线性范围、特
异性、灵敏度等）及影响因素试验，各项效能指标符合分析要求后方可正式使用。
即使是试剂盒，使用前也要作同样的评价。
如同《中国药典》法定药物制剂的含量测定方法一样，血药浓度测定方法也应标准化，即选择相对统
一的测定方法。
实验人员及实验室应对各药物现有的血药浓度测定方法进行研究和实践，科学地评价其准确性和可行
性，最终达到使用统一的标准测定方法，以确保各实验室测定结果准确、可靠和一致，以保证室内质
量控制及室间质量控制的实施。
五、标准品（对照品）合格的标准品是保证测定结果准确性的基础。
用作治疗药物监测的标准品可从法定机构购买或由生产被测药物的单位获得。
测定药物的代谢产物时也应有代谢产物的纯品。
注意，不可用校正物代替标准品，校正物的定值是用参考方法或一般公认为特异的方法测出的，同时
也不能用注射用粉剂代替标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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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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