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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药学专业专科培养目标，在内容和编写等方面坚持“实用为主，
够用为度”的原则，在章节安排上与国内现行的执业药师制度接轨，突出针对性、新颖性、特色性和
实用性。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力求取材适当，循序渐进，密切联系生产实际。
本教材每章的开篇有“学习要求”，列出了该章中需要学生掌握、熟悉和了解的内容，每章后列有“
学习重点”，对该章的重点内容及要求进行了小结，以方便学生自学。
全书共计23章。
本教材供高等院校药学专业专科学生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教师、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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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体内存在的微量生物活性物质在体内扮演
着重要角色，对调节体内机能和维持生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内源性活性物质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如利用性器官和孕妇尿作为原料提取制得甾体激素
；50年代发现皮质激素具有广泛的抗炎免疫抑制作用；60年代发现甾体口服避孕药；80年代后期人们
发现一氧化氮在体内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对一氧化氮供体和一氧化氮合成酶抑制剂的研究
。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细胞及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建立在以酶或受体为靶标而设计的一
系列新类型药物研究成功，如β受体阻断剂盐酸普萘洛尔于1964年上市，钙通道阻滞剂硝苯地平
于1979年上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卡托普利于1981年上市，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有效
的药物。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类基因组、蛋白质组和生物芯片等研究的深入，大量与疾病相关的基因被
发现，这给新药设计提供了更多的靶点分子；新的药物作用靶点一旦被发现，往往会成为一系列新药
发现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新药的设计和研究，由单纯的化学方法向以生物学为导向、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方
向发展。
我国药物化学发展基本上是从头开始，逐步发展壮大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化学制药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迅速发展，现已形
成了教学、科研、生产、质控、市场营销等比较全面的医药工业体系。
我国现有医药工业企业几千家，可以生产化学原料药近1500种，总产量40多万吨，已成为世界药品生
产大国之一。
我国初期的药物研究开发战略是创仿结合、仿制为主。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国因而实现了以较少的投入、较快的速度将我国的医药发展水平提高到全球的前列。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实施了药品专利和药品行政保护。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国医药工业逐步过渡到了全面创新时代，其中药物化学工作者的贡献功不可没
。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药品研究开发水平已有较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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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物化学》教学实用性全国多所医药院校联合编写、专业适用性紧扣药物化学教学大纲、结构简明
性体现现代与传统教学的有机结合、内容创新性突出专业领域新理念与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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