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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9_A9_E5_8C_96_E5_c23_595660.htm 磺胺类药物为对氨基

苯磺酰胺的衍生物，具有以下基本结构： 磺胺类药物在20世

纪30年代发展很快，临床上应用的药物曾有20余种，40年代

以后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出现，磺胺类药物在化学治疗药

物中的地位下降，但是磺胺类药物有抗菌谱广、疗效确切、

可以口服，吸收较迅速等特点。与抗菌增效剂甲氧苄

啶(Trimethoprim)合用可使抗菌作用增强。仍为比较常用的抗

菌药。磺胺类药物作用机制的阐明，确立了抗代谢学说，为

发展新药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目前临床上使用较多的药物有

磺胺嘧啶(Sulfadiazine)和磺胺甲唑（Sulfamethoxazole）。 一、

磺胺类药物作用机制 磺胺类药物作用机制有多种学说其中众

所公认的Wood-Fields学说认为磺胺类药物能与细菌生长所必

需的对氨基苯甲酸（PABA）产生竞争性拮抗，干扰了细菌的

酶系统对PABA利用，PABA是叶酸的组成部分，叶酸为微生

物生长中必要物质，也是构成体内叶酸辅酶的基本原料

。PABA在二氢蝶酸合成酶的催化下，与二氢蝶啶焦磷酸酯及

谷氨酸或二氢蝶啶焦磷酸酯与对氨基苯甲酰谷氨酸合成二氢

叶酸。再在二氢叶酸还原酶的作用下还原成四氢叶酸，为细

菌合成核酸提供叶酸辅酶。 由于磺胺类药物分子大小及电荷

分布和PABA及为相似，使得在二氢叶酸的生物合成中，可以

取代PABA位置，磺胺类药物抑制二氢蝶酸合成酶，阻断了二

氢叶酸的生物合成。二氢叶酸经二氢叶酸还原酶作用还原为

四氢叶酸，后者进一步合成辅酶F。辅酶F为DNA合成中所必



需的嘌呤、嘧啶碱基的合成提供一个碳单位。人体作为微生

物的宿主，可以从食物中摄取四氢叶酸，因此，磺胺类药物

不影响正常叶酸代谢，而微生物靠自身合成四氢叶酸，一旦

叶酸代谢受阻，生命不能继续，因此微生物对磺胺类药物敏

感。 二、磺胺嘧啶（Sulfadiazine） 化学名：4-氨基-N-2-嘧啶

基苯磺酰胺 性质： 1.磺胺嘧啶为两性化合物，可在稀盐酸或

氢氧化钠试液、氨试液中溶解。这是由于磺胺类药物分子中

磺酰氨基上的氢，受磺酰基吸电子作用的影响易解离，显弱

酸性。芳氨基显碱性的缘故。 2.磺胺嘧啶结构中有芳伯氨基

，显芳香第一胺鉴别反应（重氮化-偶合反应） 3.磺胺嘧啶溶

于稀氢氧化钠液中，与硫酸酮试液反应，生成黄绿色沉淀，

放置后变为紫色。这是由于磺胺类药物分子中磺酰氨基上的

氢原子具有酸性，与硫酸铜试液反应，生成难溶性有颜色的

酮盐，各种磺胺类药物的酮盐颜色不同，可供鉴别。如与硝

酸银溶液反应，可生成磺胺嘧啶银（Sulfadiazine Silver）为用

于烧伤创面的磺胺药。 用途：对脑膜炎双球菌、肺炎链球菌

等的抑制作用较强。能透过血脑屏障，可用于预防及治疗流

行性脑炎。 三、磺胺甲唑（Sulfamethoxazole） 化学名：4-氨

基-N-（5-甲基-3-异唑基）苯磺酰胺，又名新诺明，SMZ 性

质：与磺胺嘧啶相似，但其酮盐为草绿色沉淀。 用途：抗菌

谱与磺胺嘧啶相近，抗菌作用较强。常与抗菌增效剂甲氧苄

啶制成复方应用，临床用于尿路感染、呼吸道感染等。 四、

甲氧苄啶（Trimethoprim） 化学名：5-（3，4，5-三甲氧基苯

基）甲基]-2，4-嘧啶二胺 用途：甲氧苄啶为广谱抗菌药。它

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具有广泛的抑制作用。其作

用机制为可逆性抑制二氢叶酸还原酶，使二氢叶酸还原为四



氢叶酸的过程受阻，影响辅酶F的形成，从而影响微生

物DNA、RNA及蛋白质的合成，使其生长繁殖受到抑制。与

磺胺类药物制成复方合用，使细菌的叶酸代谢受到双重阻断

，从而使其抗菌作用增强数倍至数十倍，同时可减少对细菌

的耐药性。 更多信息请访问：执业药师网校 百考试题论坛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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