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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药是世界贸易增长最快的5类产品之一，国际化趋势日趋显著。
因此医药工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
而医药工业的发展是与制药工程技术的水平紧密相关的。
制药工程技术在药物研究开发的产业化、商品化的过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和地位。
对药品不断增长消费需求，又促进和推动药物探索研究、制药工程技术等的发展。
任何药物的探索与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制药工程技术，将其制成符合规范的药品，才能实现其价值。
　　现代医药工业的发展要求制药工程学科的支撑，对制药工程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原有的由药学、工程技术和管理等院系分别培养，掌握单一学科门类知识的人才已不能
适应现代制药业对制药人才的需求。
现代制药业需要掌握制药过程和产品双向定位，具有多种能力和交叉学科知识的复合型制药工业人才
。
他们将集成各种知识，有效地优化药物的开发和制造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制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成为当今社会的急需人才，近十年来制药工程专业的教育在
国内外逐步开展起来。
　　制药工程技术是奠定在药学、生物技术、化学、工程学以及管理学等基础上的交叉学科。
在我国，制药工程专业涉及包括化学制药、生物制药、中药制药以及制剂工程等范围较广的工程技术
学科方向。
在制药工程专业教育知识体系结构中，药物化学合成是其重要的基础之一。
因而有关药物合成类的课程一直是不少高等院校制药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
　　现有的药物以及精细有机品合成的教材，主要适合于药学专业以及化学等专业的教学需要，其基
本内容也是制药工程专业所必需的基础。
但作为制药领域的工程技术专业，制药工程专业与药学等理科专业不同，更为强调工程知识的应用性
和目标导向。
现有药物合成以及精细有机品合成教材的一些内容和编排方式，尚不足以满足制药工程教学的需要。
　　本书作者经过近十年的制药工程专业教学实践，以及拓宽制药工程专业使之能适应较广的产业需
求范围的考虑，借鉴在我国制药工程专业教育发展较早、各具特点的四川大学、西北大学、重庆大学
以及云南大学等的教研成果和经验，编写出这本药物与精细有机品合成的教材，努力为我国制药工程
专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在药物与精细有机品合成的教学中，引入了药物与精细有机品合成基础技术，希望借此加强渎者
对整个药物研究、生产过程的认识。
要求读者在掌握整体知识框架的基础上，注意逆合成分析策略的学习和应用能力培养，必须能自己设
计合成路线、实验方案，并能对合成路线和实验方案采用工程的方法进行优选。
为此，本书力求反映出以下几方面的考虑或特点：　　1.与国内外以反应类型分类的章节编排方法不
同，采用目标产物的结构类型编排章节。
希望有利于形成目标导向的工程应用观念，有利于培养学生实现明确目标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2.充实可能在基础有机化学等先行课程教学中普遍不够重视的杂环化学、多肽化学等领域的内容
。
首先，因为现代药物中杂环结构层出不穷，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在药物制造工艺上将只能是亦步亦
趋，很难有创新和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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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对药物与精细有机品的合成进行了介绍，重点强调在掌握整体知识框架的基础上，如何设计合成
路线和实验方案，并能对其运用工程的方法进行优选。
全书共分八章，主要有碳链的形成、碳环及其衍生物、杂环化合物、多肽和生物大分子、官能团转换
、选择性合成反应以及药物与精细有机品合成设计方法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制药工程、药学以及化工类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有关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
可供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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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药物及精细有机品合成的研究范畴　　作为一门科学，有机合成总是受到
自然界新的、复杂的化合物分子的发现所促进，因为人类希望高选择性、高效和环境友好的合成这些
新的化合物。
合成化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转换，合成某个特定的目标分子。
这些转换必须遵循一些规则，正如斯坦福大学B．M．Trost教授所总结的“在确定构筑复杂分子的反
应和策略时，我们要求所采用的合成方法能满足如下要求：（i）仅对分子内特定基团起变化（即化学
选择性）；（ii）仅对分子内不同位置的相同基团起反应（即区域选择性）；（iii）能生成非对映异构
体（即非对映选择性）；（iv）仅生成对映异构体中的某一种（即对映选择性）。
显然，这些苛刻的要求极富挑战性”。
因此，当我们对某个目标有机分子做合成设计时，必须着重考虑化学选择性、区域选择性、非对映选
择性和对映选择性问题。
　　有机合成同样是很多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如制药科学、生命科学、纳米科学和材料科学等的坚实基
础。
这些领域没有合成化学家的参与，将不可能获得支持这些学科发展进步的新的化学实体。
尽管如此，合成化学仍然是自成科学体系，如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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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物与精细有机品合成》作者经过近十年的制药工程专业教学实践，以及拓宽制药工程专业使
之能适应较广的产业需求范围的考虑，借鉴在我国制药工程专业教育发展较早、各具特点的四川大学
、西北大学、重庆大学以及云南大学等的教研成果和经验，编写出这本药物与精细有机品合成的教材
。
全书共分八章，主要有碳链的形成、碳环及其衍生物、杂环化合物、多肽和生物大分子、官能团转换
、选择性合成反应以及药物与精细有机品合成设计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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