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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制药工程是由理科的药学专业和工科的化学化工专业衍生而来的理工科交叉学科，它涵盖了化学
制药工程、生物制药工程、中药制药工程和药物制剂工程四大制药领域。
从1998年开始，全国已有10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制药工程专业，为我国的制药工业输送了许多制药工
程类高级专门人才。
但是，在制药工程专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出该专业教材建设的相对滞后性。
为此，教育部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对制药工程专业的课程
体系和教材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及时的规划，首先启动了制药工程专业中药学类四门主干课程教
材的编写工作，《工业药剂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编写完成的。
　　本书共分为十五章，其特色在于：根据制药工程专业的特点，将药剂学中偏重于工程的内容进行
了归纳集中，首先介绍生物药剂学的基础知识，然后以各种剂型为主线，按照片剂、散剂、颗粒剂、
胶囊剂、微丸、滴丸、中药丸剂、栓剂、液体制剂、注射剂、眼用液体制剂、软膏剂、凝胶剂、气雾
剂、膜剂、涂膜剂、药物制剂的稳定性、固体分散体、包合物、微型胶囊、缓（控）释制剂、经皮吸
收制剂和靶向制剂的顺序，由浅入深地介绍制剂的处方、设计原理和实际制药工艺以及所涉及的常用
或最新的制剂技术和设备。
因此本书在药剂学科领域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可读性和学术性，填补了在制药工程专业尚无工业药
剂学专门教材的市场空白。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山
大学和郑州大学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我国著名老一辈药剂学家胡晋教授亲自审阅了全书
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此谨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书稿的完成过程中，杨星钢博士、鄢可书硕士和张萱怡硕士协助进行了许多文字整理、图表编排等
方面工作，在此也一并感谢！
　　由于制药工程专业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学生所必须掌握的包括工业药剂学在内的各门专业知识
也在不断更新，所以本书所介绍的工业药剂学知识可能是不够全面的。
在此，衷心期望有关专家学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使本书再版时得到一次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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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根据制药工程专业的特点，本书将药剂学中偏重于工程的内容进行了归纳集中，首先介绍生物药
剂学基础知识，然后以各种剂型为主线，按照片剂、散剂、颗粒剂、胶囊剂、微丸、滴丸、中药丸剂
、栓剂、液体制剂、注射剂、眼用液体制剂、软膏剂、凝胶剂、气雾剂、膜剂、涂膜剂、药物制剂的
稳定性、固体分散体、包合物、微型胶囊、缓（控）释制剂、经皮吸收制剂和靶向制剂的顺序，由浅
入深地介绍各种制剂的处方、设计原理和实际制药工艺以及所涉及的常用的或最新的制剂技术和设备
。
　　本书可作为制药工程专业、药物制剂专业和药学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科研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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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生物药剂学基础　　2.1　概述　　为了向I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的药物制剂，所有药品在
上市前都必须经过全面的药学研究，药品生产者应该了解这些药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剂型形式和给药
途径以及药品的体内特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学习一些生物药剂学的基础知识。
　　2.1.1　生物药剂学的概念　　生物药剂学（biopharmaceutics）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药
剂学分支学科，其主要内容是研究药物及其剂型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阐明药物的
剂型因素、用药对象的生物因素与药效（包括疗效、副作用和毒性）之间的关系，为评价药剂质量、
剂型、处方设计和生产工艺以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以保证用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通过各种给药途径进入体内的药物并不是停留在机体的某个部位，而是通过生物膜吸收进入体循
环（血液循环），分布到其他体液、组织和器官。
药物可能从这些部位返回循环系统，经肾脏以原型药物排泄，也可能在肝脏或其他细胞部位被代谢后
，以代谢物形式被排泄。
药物与药物受体发生特异性相互作用后，引起细胞功能改变，发挥其药理活性。
包括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这一系列从给药到消除的复杂过程被统称为药物的体内过程。
　　具体地说，生物药剂学重点研究以下一些问题：当把具有明确药理活性的药物制成某种剂型、以
某种方式或途径给药后，药物能否在体内很好地吸收进入血液循环；能否及时地分布到与疾病相关的
某些特定的组织和器官（即靶组织或靶器官），并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的药物浓度，发挥预期的疗
效；以及药物如何在体内进行代谢和排泄。
这些过程影响药物的起效时间、强度和在机体内持续作用的时间。
换言之，生物药剂学研究的是给药后药物从吸收到消除的整个体内过程，以及各种剂型因素和生物因
素对这一过程和药效的影响。
　　吸收（absorption）是指药物从给药部位进入体循环的过程。
除血管内给药（例如静脉注射给药）不存在吸收过程以外，非血管内给药（如胃肠道给药、肌肉注射
、吸入给药、透皮给药等）都存在吸收过程。
吸收是药物发挥治疗作用的先决条件，药物只有吸收进入体循环，才能发挥其他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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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潘卫三编著的《工业药剂学(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系列教材)》系统全面介绍了工业药剂学相关知识
，本书可作为制药工程专业、药物制剂专业和药学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科研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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