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级 1 班第 7组 

组员：叶启蒙、王盈欢、罗艺欣、银杏、黄亚平 

分工：收集资料：叶启蒙、王盈欢、银杏、黄亚平 

整理资料、收集网页和其它资料：罗艺欣 

 

 

 

 

 

 

 

 

 

 

 

 

 1



 

 问题2：

广东省卫生厅规定：青霉素皮试液的使用浓度是500U/100mL。

在青霉素皮试液的配置过程中，为了确保皮试液浓度的准确性，在稀释青霉

素的时候，每次抽吸NS后需抽吸0.01ml的气体，然后让气泡在注射器内来回走动

3次，以使药液浓度均匀。

请问：

1）这种做法有无必要？为什么？

2）有人提出，在抽吸NS的过程中药液已同时稀释均匀。您同意此看法吗？

为什么？

3）注射器针栓处存在死腔，如何确保皮试液的浓度准确？

 

（1）有必要的。因为在抽吸了NS之后，实际上NS与原液还未稀释均匀。每次抽

吸NS后需抽吸0.01ml的气体，然后让气泡在注射器内来回走动3次，可以让刚刚

抽吸的NS与原液充分稀释。 

（2） 不同意这个说法。虽然液体分子之间存在分子运动，如下图
1
所示：               

 

但是可以看出，如不加干预，仅凭液体分子的自身运动，两液体稀释均匀需要很

长的时间。所以在配制皮试液的时候必须额外运用适当方法，帮助两液体快速稀

释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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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过查阅相关资料
23
，我们了解到，目前临床上使用的 1 ml一次性注射器

及针头均有死腔存在，即注射器乳头及针头内在使用时有液体残留。通过实验了

解到，同一批号的注射液及针头所形成的死腔容量相同，其测定针拴的死腔容量

的方法
4
如下： 

例如：同一批号1 ml 一次性注射器及附带41/2号针头20 副，7 号一次性针

头10 个，均为浙江省杭州龙德医用器械有限公司生产；10 ml 生理盐水若干支。

根据使用针头型号不同平均分为两组,以使用附带41/2号针头的10 副为第一组,

另10 副使用7 号一次性针头为第二组。 

 第一步：抽吸生理盐水至刻度所示容量011 ml 后再推出至刻度0处,抽吸空

气使死腔内残留液体回至注射器刻度范围内,持注射器垂直向上使液体平面置于

某一刻度处并与视线平,观察死腔容量。 

第二步：再分别抽吸生理盐水至刻度所示容量011 ml 、0125 ml ,抽吸空气

后观察实际容量及死腔容量,方法同上。 

两组死腔容量、实际容量观察方法及次数相同,每副重复三种观察方法各10 

次,即每种方法观察死腔容量及实际容量100 次。 

经过查阅资料文献，我们得出较为可靠的死腔容量：4 1/2 号针头死腔容量

为 0.08ml，7 号针头死腔容量为 0.09ml。 

    青霉素皮试液配制前必须对不同批号的注射器及针头进行死腔容量观察，并

采取相应的配制方法。 

方法 1 死腔容 A为 0.08 ml，第 1,2,3 次分别取刻度所示 0.02 m1,0.02 m1,0.17 

ml，每次均加生理盐水至刻度 0.92 ml 处，则 1 ml 含 500 u。死腔容量为 0.09 ml，

第 1,2,3 次分别取刻度所示 0.01 m1,0.01 m1,0.16 ml，每次均加生理盐水至刻

度 0.91 ml 处，则 1 ml 含 500 u. 

方法 2 死腔容量为 0.08 ml，第 1,2 次按常规配制(即取刻度所示 0.1 ml，加生

理盐水至刻度 1 ml 处)，第 3 次取刻度所示 0.01 ml，加生理盐水至刻度 1 ml

处，则 1 ml 含 500 u。死腔容量为 0.09 ml，第 1,2 次按常规配制后推出 1 ml，

加生理盐水至刻度 1 ml 处，则 1 ml 含 501.76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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