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物毒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药物毒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030264107

10位ISBN编号：703026410X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谭毓治 编

页数：8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物毒理学>>

内容概要

全书共五篇四十八章，内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从毒理学和药理学中将药物毒理学的部分分化
、独立出来的内容；二是从一次文献中收集。
整理、归纳的内容；三是从作者科研实验中得出的结果。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篇介绍药物毒理学的原理；第二篇阐述药物对肝脏、肾脏、血液系统、免
疫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皮肤等靶器官的毒性作用，并论述药物的
致癌作用、生殖和发育毒性、遗传毒性、药物依箱和成瘾性等；第三篇阐述临床用药过程中，药物的
毒性作用、毒理学机制、防治措施等，并做实例分析；第四篇介绍了全身用药、局部用药的毒性评价
，药物致癌、致畸、致突变及成癔性作用评价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第五篇阐述了药品主管部门防
控药品风险的政策措施，药品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在药品风险控制中的责任和义务。
此外，本书还对2001年以来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进行了解读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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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药物毒理学（drugtoXicology）是研究药物对机体有害交互作用的学科。
它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药物对机体的有害作用及其规律，称为药物毒效动力学；二是机体对产生有
害作用的药物的处置，称为药物（毒物）代谢动力学，即研究机体对其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规
律。
药物毒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进入21世纪后提出来的，200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先后出版了《药物毒理学》的药学本科院校教材，从此，药物毒理学进入药学本科专业的课堂。
从学科的渊源来说，药物毒理学与毒理学、药理学的关系密切，是从毒理学及药理学中分化、独立出
来的新学科。
毒理学主要研究化学物质与生物机体的有害交互作用，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各种有害因素如核素、微
波等物理因素以及生物因素对机体的损害作用及其机制都可包括在内。
与毒理学其他分支不同，药物毒理学只研究用于或潜在用于临床的药物对机体的有害交互作用。
药物是专供人类防治疾病使用的特殊化学物质，因而药物毒理学具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特点。
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药物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而药物毒理学只研究药物对机体产生的毒性作用、作用机制及其防治措施，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为药物
安全应用和风险防范提供服务。
一、药物毒理学产生背景药物具有两重性，既可产生治疗作用，又可产生损害人体健康的不良反应。
医疗实践表明，许多经过药品主管部门严格审批上市的药物，质量检验合格，在正常用法和用量的情
况下，仍然会在一部分用药者中出现不良反应，甚至导致伤残或死亡。
初步统计20世纪发生的16起重大药害事件，造成2万多人死亡，伤残工万多人（见表1－1－1）。
正是这些生命的代价，引起了各国政府和药品主管部门的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确保药物研制
和应用的安全，也推动了药物毒理学的研究和发展。
1937年，美国的磺胺酏剂（甘醇作溶剂）事件，造成358人中毒，107人死亡，促使美国国会颁布了《
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规定药物上市之前除了要做临床试验之外，还要进行毒理学研究。
1952年发现氯霉素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后，美国医学会所属的药物与化学机构首次建立了药物不良反
应官方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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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物毒理学》推荐理由：迄今为止，已有一些药物毒理学的教材和涉及该学科部分内容的图书出版
，但尚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相关专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一直期待能有一本较系统的药物毒理学专著
问世《药物毒理学》由广东药学院，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
价中心的专家联手，根据学科的特点进行编写，章节编排合理有序，论述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药物
毒理学》内容全面，除介绍药物毒理学的原理，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和点评来阐述药物的毒性作用、
毒理学机制、防治措施外，还专辟章节介绍药品主管部门发布的政策、措施及相关实例，并进行分析
，对于本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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