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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药药剂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药药剂的配制理论、生产技
术、质量控制及合理应用等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技术科学。
是中药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本专业的各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其他专业课是它的前修课程。
　　本教材根据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卫生部规划教材编写要求》、七院校编写委
员会《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教材编写基本原则》，以及教学大纲的要求组织编写。
　　教材编写的内容围绕培养中药学岗位需求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目标，坚持体现“三基”（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三特定
”（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要求、特定的限制）的原则，回避对高深理论的探讨，兼顾药剂生产的工序
性，充分考虑受教育对象的知识层次、接受知识的能力及其所适应的教育方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
获取信息及终身学习的能力，以适应新时期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本教材共分二十二章，包括绪论、中药调剂、制药卫生、中药制剂前处理及各类剂型和药物制剂
新技术、中药制剂的稳定性、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基础等，附录介绍了《中药药剂学》实验指导
及教学大纲。
在各剂型质量控制中着重介绍了质量要求和制剂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以提高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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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二、环糊精包合物的特点三、环糊精包合技术在中药制剂中的应用四、β-环糊精包合物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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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一、隔室模型二、药物的转运速度过程三、生物半衰期四、表观分布容积五、清除率第五节　生
物利用度与溶出度一、生物利用度二、溶出度附录一：实验指导实验一　课堂练习实验二　处方调配
实验三　参观中药厂实验四　浸出制剂的制备实验五　液体药剂的制备实验六　中药注射剂的制备实
验七　散剂的制备实验八　颗粒剂的制备实验九　丸剂的制备实验十　片剂的制备实验十一　软膏剂
的制备实验十二　黑膏药的制备实验十三　栓剂的制备实验十四　膜剂的制备实验十五　微囊的制备
实验十六　β-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实验十七　中药药剂学实验综合考试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三
：教学大纲（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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