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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罗红霉素为电荷给体, 亚甲基蓝为电子受体,分光光度法研究了它们之间形成电荷转移络

合物的条件。结果表明:在乙醇-盐酸介质中, 罗红霉素与亚甲基蓝于室温条件下形成稳定的络合物,其最

大吸收波长为666nm ,罗红霉素在 30. 14—66. 30mg / L 范围服从Beer 定律, 检出限为 9. 33mg / L , 表观摩尔

系数�= 2. 01×103L·mol- 1·cm- 1。罗红霉素与亚甲基蓝的络合比为2∶1,并对形成络合物的机理进行了

初步的探讨。方法用于罗红霉素片剂和胶囊样品中罗红霉素含量的检测,结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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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罗红霉素( Rox ithromycin, Rox )是一种半合成的大环内酯类广谱抗生素, 对革兰阳性菌、部分

革兰阴性菌、厌氧菌、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等均有较强的抗菌作用。临床上常用于呼吸道感染、泌

尿生殖道感染、皮肤和软组织感染治疗;具有对胃酸稳定、口服生物利用度高、清除半衰期长和对组

织穿透力强的特点。目前关于罗红霉素的分析已有大量研究,如HPLC 法
[ 1, 2]
、分光光度法

[ 3, 4]
、极谱

法
[ 5]
等。HPLC 法灵敏度高、专属性强、重现性好且结果准确,但成本高,不利于基层单位对制剂进

行质量控制; 极谱法设备较廉价,检测速度快,但检出限偏高, 重现性稍差,存在较严重的干扰现象;

分光光度法因方法简单,重现性好,准确度高,设备普及而广泛用于药剂质量控制。本文研究了亚甲

基蓝( M B)与罗红霉素在乙醇-盐酸介质中的电荷转移反应。确定其最佳的反应条件,测定其荷移络

合物的组成,对其反应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分别用拟定的方法测定了罗红霉素片剂和胶囊中

Rox 的含量, 结果令人满意。

2　实验部分

2. 1　仪器和试剂

UV -3200 PCS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 ; DKS-12型数字电热恒温

水浴槽(杭州蓝天化验仪器厂)。

Rox 标准溶液:准确称取Rox 1. 2558g, 加乙醇溶解,并用乙醇定容至500mL 容量瓶中,配成2.

5116mg / mL 的Rox 贮备液并于4℃保存,实验时稀释成0. 3014mg / mL 的标准溶液; M B标准溶液:

准确称取0. 7132g MB, 加乙醇溶解, 转到 250mL 容量瓶中, 再用蒸馏水配成8. 90×10
- 3
mo l/ L 的



MB贮备液, 实验时稀释成5. 55×10- 4
mol/ L 的标准溶液; 盐酸: 0. 03mol/ L ; 无水乙醇;所用试剂均

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蒸馏水。

2. 2　实验方法

准确移取Rox 标准溶液4. 00mL 于25mL 比色管中,加入MB 标准溶液1. 20mL, 再用1. 00mL盐

酸溶液调节酸度,以蒸馏水定容至刻度,摇匀,于室温( 20℃)放置 10m in 后, 以试剂空白为参比,

1cm 比色皿,在波长666nm 处测定吸光度。

图 1　吸收光谱

1——Rox ; 2——M B; 3——荷移络合物。

3　结果与讨论

3. 1　实验条件的选择

3. 1. 1　吸收光谱

按实验方法分别配制试液于分光光度计上扫描

得吸收光谱图,见图1。实验表明, Rox 本身在可见光

区无吸收; M B最大吸收在 664nm , Rox 与 MB反应

使体系吸光度显著增强,体系最大吸收位于666nm。

3. 1. 2　酸度对反应的影响

按实验方法配制溶液,改变HCl的用量, 测量其

吸光度,见图2。结果表明:随着HCl用量的增加,荷

移反应体系的吸光度增加; 而当HCl用量达到 0. 9—1. 2mL 后, 体系吸光度达到最大并稳定;当继

续增加HCl的用量,络合物吸光度下降并趋于稳定。本实验选择HCl用量为1. 0mL。

3. 1. 3　显色剂的用量

按实验方法配制溶液,改变MB的用量, 测量反应体系的吸光度。实验结果表明, M B用量在

1. 0—1. 4mL 体系吸光度较好,且1. 2mL 时吸光度最强,故本实验选择MB用量为1. 2mL。

3. 1. 4　温度的影响

按实验方法配制溶液, 改变反应体系的温度条件,测量反应体系的吸光度并绘图, 见图3。由图

可知,反应体系温度在18—25℃范围内体系吸收吸光度较好,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增大,体系吸光度

降低。故本实验选择20℃的室温条件进行测量。

图 2　盐酸用量对吸光度的影响 图 3　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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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5　显色时间的影响

在选定的最佳条件下, 络合物体系至少可稳定1h。本实验选择10min 后测定,并在45min内结

束。

3. 2　共存成分的影响

在最佳实验条件下,选择可能存在于药物制剂中的添加剂或赋形剂对罗红霉素测定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500倍量的乳糖、蔗糖、葡萄糖, 200倍量的淀粉、果糖和硬脂酸盐, 100倍量的

谷氨酸、甘氨酸等共存的有机物均不干扰测定。

3. 3　线性关系

按试验方法测得罗红霉素的质量浓度在30. 14—66. 30mg / L 范围服从Beer 定律, 回归方程为:

A = 1. 6431C+ 0. 0414, r= 0. 9980。9次空白的测定值相对标准偏差为0. 0051,根据LOD= 3S / K计

算检出限为9. 33mg / L。配合物的表观摩尔系数为2. 01×103
L·mol

- 1·cm
- 1。

3. 4　反应机理探讨

络合物组成测定: 用等摩尔连续变化法和饱和法(摩尔比法)测定络合物组成,结果见图4,实验

结果表明络合物组成为Rox∶MB= 2∶1。

图 4　等摩尔连续变化法(左)和饱和法(右)测定络合物组成比

亚甲基蓝( MB, 别名 3, 7-双二甲胺基-氮硫杂葸氮氯化物)是一种醌亚胺类阳离子染色剂(蓝

色) ,具有较强的吸电子能力,可作为电子受体; 而罗红霉素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富含电子,可以提

供电子与MB形成2∶1的络合物。

3. 5　试样测定

取市售罗红霉素片剂、胶囊各适量,准确称量并研磨混匀,然后准确称取适量药粉片剂、胶囊药

粉各5份,用乙醇溶解,转移至100mL 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摇匀,静置。取适量进行分析,同时做

加标回收试验,分析结果见表1。

表 1　样品分析结果 ( n= 5)

样品
本法测定值

( mg / g)

平均值

( m g/ g)

RSD

( % )

加标量

(m g/ g)

测得量

( mg/ g )

回收率

( % )

RSD

( % )

片剂 101. 53　106. 29　100. 89　98. 65　95. 77 100. 62 3. 86 126. 69 228. 64 101. 05 3. 09

胶囊 127. 52　131. 02　128. 80　120. 95　135. 25 128. 71 3. 92 126. 69 257. 50 101. 66 1. 61

4　结论
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较强吸电子能力的亚甲基蓝与富电子的罗红霉素形成电荷转移化合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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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据此建立了一种成本低、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的检测罗红霉素的方法,并分别用拟定的方法测定

了罗红霉素片剂和胶囊中罗红霉素的含量,结果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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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arge Transfer Reaction of Roxithromycin

with Methylene Blue

PENG Jin-Yun
( Dep artment of Chemist ry and Biological E ngineering , Guang xi N ormal Univ er si ty of N ationali ties,

Chong z uo, G uangx i 532200, P. R . China)

Abstract　Spect rophotometry for the determ inat ion of rox ithromycin has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the charg e t ransfer react ion. The react ion betw een r ox ithromycin and methy lene blue

w as completed in alcohol-HCl medium at room temperature. T he max imum absorpt ion w aveleng th

w as at 666nm. Beer's law w as obeyed in the range of 30. 14—66. 30mg/ L of rox ithr omycin, and

the apparent molar absorpt ion coef ficient w as 2. 01×103
L·mol

- 1·cm
- 1. T he detect ion limit w as

9. 33mg / L . The composit ion of the complex w as found to be 2∶1. T he mechanism o f react ion w as

investig ated. The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 ion o f rox ithromycin in tablet and

capsule w ith sat isfactory results.

Key words　Charge Transfer React ion; Methylene Blue; Roxithromycin; Spect ropho 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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