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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而言，主要是指头孢菌素 C，

通常是在冠头孢菌的培养中形成的，之后通过头孢菌素类

抗菌药物合成改良，生成最终的药物。头孢菌素类抗菌药

物具有毒性较低的优点，而且其中的抗菌活性较强，可以

提高患者病情的治疗效率，同时也可以降低药物使用的副

作用。头孢菌素类抗菌药合成的过程中，由于时代背景的

差异性，其经历了不同的研究阶段。本文中，对不同阶段

的头孢菌素类抗菌药合及使用进行分析，发现在药物临床

研究中，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合成的进展分析存在着较为

明显的生物研究价值。

1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及药理特点

1.1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

对于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而言，作为当前临床中广泛运

用的抗生素类型，属于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在该类药物

使用的过程中，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达到杀死繁殖期

细菌的目的，但是对于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头孢菌

素类抗生素药物中，存在着不良反应现象，如皮疹、荨麻

疹等，偶尔会发生过敏性休克问题 [1]。

1.2 药理特点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药理特点如下：第一，对于头孢

菌素类抗生素而言，其作为繁殖期抗生素，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杀菌作用，在使用之后，它会作用在细胞壁上，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相对较低，通常会发生在儿童以及老年群体

之中；第二，头孢菌类抗生素作为广谱抗菌药物，可以对

常见的病菌起到杀伤的作用，而且适应性相对较强；第三，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作为头孢菌类抗生素的本质，其稳定

性较高，而且，在产酶菌株导致感染的情况下，可以发挥

其功效，导致病症治疗及处理的目的；第四，由于头孢菌

类抗生素的不良反应程度低，患者在停药之后可以自行恢

复以往状态。

2 头孢菌素的发展现状

第一代头孢菌素大多数是半广谱抗生素，在药物治疗

中，对革兰阴性菌有着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于 G-

杆菌所产生的 β- 内酰胺酶具有不稳定性的作用；第二代

头孢菌素对革兰阴性菌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可以提高对

β- 内酰胺酶稳定性及抗菌效果，毒性比第一代头孢菌素

小，具有代表性的药物包括头孢克洛以及头孢尼西等；第

三代头孢菌素主要以 2- 氨基噻唑 -α- 甲氧亚胺基乙酰基

结构为主，对于这种抗菌类药物，存在着抗菌性强以及抗

菌谱范围广的优势；第四代头孢菌素对不同的 β- 内酰胺

酶有着较强的稳定性特点，主要是由于，这一代的头孢菌

素由 7 位连有 2- 氨基噻唑 -α- 甲氧亚胺基乙酰基侧链组

合而成，而且其中 3 位存在季铵基团，通过与羧基作用形

成内盐。如，头孢吡肟等 [2]。

3 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合成进展

3.1 头孢克洛

对于头孢克洛而言，其合成路线包括三种，一种是 7- 

ACA 为原料制得 3- 氯头孢烯羧酸后，在四氢呋喃或是乙

腈等溶剂中缩合而成，在该种线路合成的过程中，需要对

苯甘氨酸进行保护，利用苯甘氨酸钾以及乙酰乙酸甲酯等，

可以得到 3-α- 羧酸苄基氨基丁烯酸甲酯，之后在与二甲

苯胺催化的作用下，可以得到头孢克洛。第二种是将 α-

叠氮苯乙酸作为原料，通过与 3- 氯头孢烯羧酸的合成，利

用碳催化氢还原叠氮基的方法，最终可以得到头孢克洛。

第三种是酶法缩合，即在 3- 氯代头孢烯母核、左旋苯甘氨

酸甲酯中加入一些酰化酶，催化反应生成头孢克洛。

3.2 硫酸头孢匹罗

在临床研究中可以发现，头孢菌类药物中，通常以硫

酸头孢匹罗为主，对于这种药物而言，是由德国 Hoechst

研制的 [3]，头孢匹罗作为头孢抗菌素类的第四代药物，与

第三代药物相比，可以更好的发挥药物的抗菌作用，而且，

该种抗菌药物的使用范围也相对广泛，在患者进行治疗的

过程中，可以随着药物进入血液的浓度延长维持时间，该

药物是抑制格兰阳性细菌中较强的抗生素类药物。在临床

药用医学逐渐发展的背景下，硫酸头孢匹罗合成路线得到

了一定报道，这种药物的合成路线包括：第一，利用 7- 氨

基头孢烷酸作为主要的原材料，使用 2,3- 环戊烯并吡啶取

代 7- 氨基头孢烷酸侧链，之后与 AE 活性酯共同作用合成

头孢匹罗；第二，将头孢噻肟酸作为原料，直接使用 2,3-

环戊烯并吡啶取代，最终得到头孢匹罗药物。

3.3 头孢喹诺

头孢喹诺作为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的组成，是由德国

Hoechst Roussel Vet 公司研制的 [4]，其作为动物专用的第四

代抗生素类药物，存在着抗菌性强以及抗菌谱广的特点，

而且，动力学的特性优良，存在着吸收快以及达峰时间短

的特点。头孢喹诺合成路线包括：第一，7- 氨基头孢烷酸

在与氨噻肟酸活性衍生物发生反应之后，与 5、6、7、8-

四氢喹啉通过取代生成头孢喹诺；第二，利用 7- 氨基头孢

烷酸与 5、6、7、8- 四氢喹啉生成 3 位取代产物，之后通

过酰化反应得到头孢喹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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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头孢菌素类抗菌的药物的合成进行分析，目的是通过药物使用情况的分析，加大人力及物力的投入力度，
通过药物研制方案的完善以及抗菌性、安全性的提升等，充分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因此，通过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合成
进场的研究，分析药物合成研究的发展理念，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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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盐酸头孢吡肟

对于头孢吡肟而言，其作为四代药物中最为典型的抗

菌类药物，是由 Bristol Myers Squibb 公司研制的 [5]，这种

药物的结构相对特殊，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着高效、低毒

的特点，而且也会抑制革兰阴性菌、阳性菌。临床研究中

发现，该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性质较好，将其运用在脑膜

炎、外壳感染等脓毒症细菌感染治疗中具有较为明显的优

势。对于盐酸头孢吡肟的合成方法，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在首次的文献报道中，认为头孢吡肟的合成主要是

利用 7- 苯酰胺基头孢菌素为原料，在制备的过程中得到头

孢吡肟，通常情况下，在最早的研究中，其合成路径包括

两种，一种是头孢吡肟制备的过程中，需要将 7 位侧链确

定完成后对 3 位进行活化，最终将 3 位连接的侧链接上；

另一种是先对 3 位进行活化，之后上侧链，最终再接 7 位

侧链。在该两种合成方法的过程中，都需要进行保护及脱

保，但是，产物在不同温度环境下存在着不稳定离子的问

题。第二，头孢吡肟合成的优化方法，在临床用药物研究

的过程中，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更新，通过温度稳定药

物结晶性头孢吡肟盐的使用，可以改变以往头孢吡肟合成

中存在的问题。实际的头孢吡肟合成中，应该采用活性较

好的 7- 苯乙酰胺基 -3 氯甲基 - 头孢烷酸的甲氧基苄酯作

为原料，完成头孢吡肟的合成。对于这种合成工艺而言，

存在着活性高、副作用少的优点，所以，在头孢吡肟生产

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6] 。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医药研究领域中，头孢类抗菌药物的发

展相对迅速，由于技术的创新以及研究方案的不断推出，

不断有新型药物的出现，也就是说，对于初始的药物合成

线路，并不一定是最优、最好的，所以，在头孢菌素类抗

菌药物合成研究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药物的特点以及临床

中的运用效果，不断获取最佳的使用方案，并在最优使用

方案确定之后，改进现有的药物合成路线，并提高药物生

产的规模，增强药物的普及率、使用率，为现代医学的发

展及稳步运行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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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0 页）炸对矿井生产安全性构成威胁，同时减

少瓦斯排放至大气环境中导致空气污染。因此，在矿井瓦

斯抽放利用的未来发展中，应实现瓦斯资源商品化经营，

提高瓦斯利用率。

4.2 提高瓦斯抽放技术水平

在以瓦斯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创建和发展中，需将瓦斯

抽放技术作为核心，创新瓦斯抽放形式。根据调查研究，

美国在煤层气开发利用方面， 已创建形成完善的工业体

系，瓦斯年抽放量远超我国。因此，在我国矿井资源开发

生产中，为提高瓦斯利用水平，必须强化对于瓦斯抽放技

术的研究和创新，在瓦斯抽放中积极应用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提高瓦斯抽放量。

4.3 开发瓦斯利用新途径

现阶段，我国对于矿井瓦斯资源，主要被应用于发电、

化工原料等方面，应用形式单一，因此，在矿井多样化经

营模式发展中，还应扩大瓦斯的利用领域，拓展新途径 [3]。

5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矿井瓦斯抽放和利用技术现状

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探究。矿产资源开采量不

断增加，同时开采速度逐渐提升，而矿井瓦斯涌出量较大，

瓦斯为清洁能源，在矿井资源开采利用中，应高度重视瓦

斯资源，创新瓦斯抽放和利用技术类型，提高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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