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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药剂学是高等职业教育药学类的重要专业课程之一。
根据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思路，即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复合型
人才。
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在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精心组织下，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充分酝酿，周密计划，
编写了本教材。
本教材编写中突出针对性和应用性，基本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专业技术应用能
力和基本理论为宗旨。
药物剂型是药剂学的核心内容，教材有大量的章节介绍各类剂型，起到突出和强化剂型的作用，有利
于学生重视和掌握各种剂型的基本知识、制备工艺及质量控制方法等。
全书体系上划分为五部分：第一篇是药剂学基本理论与知识，包括绪论、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药物
制剂各单元操作；第二篇是普通制剂，包括液体制剂，灭菌制剂与无菌制剂，散剂、颗粒剂与胶囊剂
，滴丸剂与微丸剂，片剂，软膏剂、凝胶剂，栓剂、膜剂与涂膜剂，气雾剂、喷雾剂与粉雾剂；第三
篇是药物新技术与新剂型，包括固体分散体与包合物，微囊，靶向制剂，经皮吸收制剂，缓释、控释
制剂；第四篇是药剂学部分分支学科简介，包括生物药剂学、临床药学；最后是药剂学实验。
有关药物动力学的内容已列为专著叙述。
本教材在体系上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符合高职高专药学类教学的特色。
体系上划分体现了专业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内容上为了适应临床药学和应用能力需要，适应社会需求与执业需求，加强了生物药剂学、药物制剂
配伍变化、药物相互作用、药学服务等内容，以突出实用性。
教材在内容上做到精选、突出重点，在逻辑上做到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在叙述上做到语言精练、通
俗易懂，并尽可能地利用一些图表加以说明，以便理解。
理论部分：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吕立华主编并负责编写第一章、第十六章，与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吕林华合编第十八章。
辽宁中医药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邓铁宏主编并负责编写第二章，王峰参与合编。
安徽中医学院药学院胡容峰主编并负责编写第三章、第十四章。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毛小明副主编并负责编写第四章。
成都中医药大学峨眉学院周勇副主编并负责编写第五章。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路芳编写第六章。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刘丽编写第七章、第八章。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翁何霞副主编并负责编写第九章、第十七章。
湖南省医药学校邓玉群编写第十章。
安徽新华学院冯希明编写第十一章。
安徽中医学院药学院储晓琴编写第十二、十三、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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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高职高专药学专业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药学专门人才的要求而编写，突出针对性和应用性，
密切结合现代化制剂生产技术的特点，以强化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本理论为宗旨。
《药剂学》着重于剂型的制备工艺，反映药剂学的新发展，介绍固体分散体与包合物，微囊，微球，
纳米粒，脂质体，缓释、控释制剂等内容，充实了药剂学的基础理论。
教材中还编有实验，便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符合当前高职高专教学的要求。
　　《药剂学》供高职高专药学类专业使用，也可供从事药剂学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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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丸剂一、概述二、基质与冷凝液三、滴丸剂的制备四、滴丸剂的质量检查五、滴丸剂举例第二节 微
丸剂一、概述二、微丸的辅料三、微丸的制备思考题第八章 片剂第一节 概述一、片剂的概念和特点
二、片剂的分类和质量要求第二节 片剂的辅料一、稀释剂二、润湿剂和黏合剂三、崩解剂四、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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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三、崩解时限四、硬度与脆碎度五、溶出度测定六、释放度测定七、含量均匀度第六节 片剂的包
装与贮藏一、片剂的包装二、片剂的贮藏第七节 片剂举例思考题第九章 软膏剂、凝胶剂第一节 软膏
剂一、概述二、软膏剂的基质三、软膏剂的制备与举例四、糊剂五、软膏剂的质检、包装及贮藏第二
节 凝胶剂一、凝胶剂的概念与分类二、常用水性凝胶基质三、水凝胶剂的制备四、凝胶剂的质量检查
与包装思考题第十章 栓剂、膜剂与涂膜剂第一节 栓剂一、概述二、栓剂基质三、栓剂的制备及处方
举例四、栓剂的治疗作用及临床应用五、栓剂的质检、包装与贮藏第二节 膜剂一、概述二、常用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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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八 药物制剂的配伍变化实验十九 参观药厂实验二十 参观医院药房、社会药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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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药剂学基本理论与知识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概述一、概念药剂学(pharmaceutics)是研
究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处方设计、制备工艺、质量控制和合理使用等的综合性技术科学。
药剂学是药学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药学、制剂、制药工程学等专业的主要专业课，对我国新形
势下药学科学和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一般来说，药物不能直接供患者用于疾病的防治，必须制备成适合于患者应用的最佳给药形式，称为
药物剂型(dosage form)，简称剂型。
每一种药物都必须以一定形式的剂型存在，如散剂、颗粒剂、片剂、胶囊剂、注射剂、溶液剂、乳剂
、混悬剂、软膏剂、栓剂、气雾剂等。
凡根据药典或药品标准或其他适当处方、将原料药物按某种剂型制成的具有一定规格的药剂称为药物
制剂，简称制剂，如青霉素粉针、葡萄糖注射液、氢化可的松软膏等。
研究制剂的理论和制备工艺的科学称为制剂学(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凡按医师处方专为某一患者配制，并明确指出用法和用量的制剂称为方剂。
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证、用法和用量
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品、放射性药品、血
清疫苗、血清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二、药剂学在药学中的地位药剂学的宗旨是制备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的药物制剂，包括药物制剂
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科学。
随着药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生物药剂学的发展，人们对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等特征以及药物的作用机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制备安全、有效的制剂和选择合理的给药途径提供
理论依据。
如红霉素在胃酸中分解时刺激性较大，可制成肠溶制剂；胰岛素等多肽类药物在胃肠道中受到酶破坏
而被分解，链霉素在胃肠道中不吸收，此类药物适合制成注射剂；睾丸素的肝脏首过作用严重，适合
制成口腔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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