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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为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药剂学》的配套教材，是在卫生部教
材办公室组织下，根据全国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学计划和药剂学教学大纲组织编写的，是对主干教
材内容的必要补充和辅助。
本教材主要供全国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药学专业和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作为教辅使用，也可供与药
学专业和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相近学科的教辅或其他药学工作者参考使用。
　　本教材的基本结构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各章复习，并以章为单位设置了【重点概览】、【
难点释疑】、【知识衔接】和【提升练习】四个栏目；第二部分为专题讲座，共收集16篇有关药剂学
的机制、药品生产、药品管理、临床医学等相关内容的讲座。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形成以下特点：　　1.与主干教材有较高的符合度，尤其是第一部分围
绕着主干教材内容进行编写。
　　2.尽量与实际工作相联系，将社会实际T作情况和工作内容引进教材，为教学知识的应用作好引导
。
　　3.处理好各部分内容的层次问题。
在【重点概览】中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归纳主干教材中重点教学内容，突出教学内容主线；在【难点释
疑】中对某些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讲解，并使其知识点向纵深方向发展；在【知识衔接】
中强调所学知识的运用以及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知识的相互联系，体现知识应用的横向发展空间；在【
提升练习】中做好本教材相关重点知识的复习工作。
在专题讲座中通过对问题的较为全面的讲解，引导学生扩宽视野，以期学会以点看面，增加对问题处
理全面性的思维能力。
　　4.本教材不仅可以作为指定《药剂学》教材的辅助教材，还可以作为其他《药剂学》教材的辅助
教材，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学习资料。
　　本教材的编写人员基本上为主干教材的编写人员，这些教师在从事主干教材教学工作后，对主干
教材的教学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在结合个人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部分内容编人了教
材，对本教材的编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本教材具有良好的配套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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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药剂学》的配套教材，是在卫生部教材办
公室组织下，根据全国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学计划和药剂学教学大纲组织编写的，是对主干教材内
容的必要补充和辅助。
     本教材的基本结构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各章复习，并以章为单位设置了【重点概览】、【难
点释疑】、【知识衔接】和【提升练习】四个栏目；第二部分为专题讲座，共收集16篇有关药剂学的
机制、药品生产、药品管理、临床医学等相关内容的讲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归纳.释疑.提升练习-药剂学分册>>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各章复习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液体药剂  第三章  浸出药剂  第四章  注射剂和滴眼剂  第五章 
软膏剂与贴膏剂  第六章  散剂、颗粒剂与胶囊剂  第七章  片剂  第八章  中药丸剂与滴丸剂  第几章  其他
剂型  第十章  药物制剂的稳定性  第十一章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第十二章  处方调剂与药学服务
第二部分  专题讲座  专题讲座一  药物溶解理论与药物溶液的性质    一、药物溶解理论    二、阐述药物
溶液的性质  专题讲座二  流变学理论及在药剂学中的应用概述  专题讲座三  皮肤的结构与改善透皮吸
收的途径与方法  专题讲座四  黏膜给药系统简介  专题讲座五  注射剂产品的安全性  专题讲座六  中药
颗粒剂概述    一、提取工艺及新技术    二、纯化浓缩丁艺    三、制备工艺    四、中药颗粒剂存在问题及
发展  专题讲座七  塑制法制丸过程和泛制法制丸过程中易发生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专题讲座八  药用辅
料在制剂中的应用    一、辅料在药剂学中的地位及发展    二、辅料的选择原则  专题讲座九  片剂工业
化生产中目前常用的新型辅料简介  专题讲座十  药剂学中有关制剂方面的计算题题型与解题方法  专题
讲座十一  固体制剂降解动力学理论概述  专题讲座十二  原料药与药物制剂稳定性试验指导原则概述    
一、原料药    二、药物制剂    三、稳定性重点考察项目  专题讲座十三  化学动力学(基础)方程式在药剂
学方面应用简介    一、零级反应方程式    二、零级反应速度方程在药物有效期预测方面的应用    三、
一级反应方程式    四、一级反应速度方程在药物有效期预测方面的应用    五、反应级数的初步确定    
六、加速进行稳定性试验    七、零级反应速率方程在体内药物量变化情况预测方面的应用    八、一级
反应速度方程在体内药物量变化情况预测方面的应用  专题讲座十四  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经营企业的
认证管理    一、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产生与实施    二、药品经营的质量管理规范的实施  专题讲座十
五  药品生产操作规程的介绍    一、制药企业湿法混合制粒、整粒、压片、包衣操作程序    二、制药企
业工艺、环境卫生要求及工艺卫生检查程序    三、药物制剂的物料、半成品、成品放行审核程序  专题
讲座十六  我国医院药学服务模式的进展(概述)  参考文献  提升练习参考答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归纳.释疑.提升练习-药剂学分册>>

章节摘录

　　（一）如何理解药剂学？
　　在药剂学教材的绪论中，首先介绍了药剂学的概念，即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制剂的生产理论、生产
技术、质量控制与合理应用的综合性应用技术科学。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个概念呢？
就这个问题说得直白些，药剂学要研究的内容就是主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①按临床用药目的选择
药物（主要是指原料药）临床应用的形式并生产其药物制剂；②解释制定药物制剂的生产处方和生产
工艺的制定依据，说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辅料、如何使用这些辅料和生产技术；③生产的产品质量控
制要求及其控制手段；④配合临床医生合理使用好药品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药剂学的内容就包括药物的制备内容和药品的使用调剂内容。
至目前为止，在药剂学的教学内容中制剂学的内容仍然是其主要的教学内容。
然而，药剂学是以多门学科的理论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学科，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可以根据工作性质，进
一步研究药剂学中所涉及的更深的有关知识。
　　（二）药剂学经历几个进展阶段？
　　不论从传统医学（中医学）还是现代医学上讲，药物使用时是需要有一定形式的，像汤剂、洗剂
、丸剂、栓剂这些简单的剂型都是传统医学所创建的，这些简单的剂型生产加工工艺简单，质量控制
水平要求比较低。
随着医学和机械学等相关学科的进展，人们对药品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亦不断地进
步。
我们先从占有制剂主要地位的剂型——片剂，其生产设备的演变过程来了解药品生产机械化的发展过
程。
1843年世界上首次发明了压片机，使药品生产由手工转向机械生产，实现机械化生产不但可以提高生
产效率，还使质量控制水平高。
1826年人们又发明了旋转压片机，使生产效率又有显著的提高。
而目前一些高速压片机的生产速度可以达到80万片／小时以上。
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但使产量增加，成本降低，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对药品生产技术的要求也更加严格。
我们再看胶囊剂和安瓿注射剂的发展过程。
1847年发明了硬胶囊剂，1886年发明了安瓿注射剂，至今这两个剂型的生产情况已经达到了高速、全
自动化水平，且在临床上也被广泛使用，其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早已今非昔比。
目前，药剂学已深入发展到定位给药、定时释药等高技术性剂型研制阶段。
在发展剂型的同时，人们也发现了剂型对临床药物疗效的影响，逐步认识到剂型可以影响药物的疗效
及药物的安全性，这样就使药物的安全、有效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从药剂学理论研究方向的历史进程上看，自1847年德国药师莫尔出版了第一版《药剂工艺学》教科书
开始，药剂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体系。
药剂学的发展一般认为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物理药剂学阶段（50年代）、工业药剂学阶段（50～60
年代）、生物药剂学阶段（60～70年代）、临床药剂学阶段（80年代）和药物传递系统阶段（90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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