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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丹药的种类与应用
（一）红升丹（红粉、三仙丹）
（二）白降丹（降药 白灵丹）
（三）轻粉
第十八章 其他剂型
一、露剂
（一）露剂的含义和要求
（二）露剂的制备方法
二、膜剂
（一）膜剂的含义
（二）膜剂的特点
（三）常用成膜材料
（四）膜剂的制备工艺
三、茶剂、灸剂、熨剂、钉剂、锭剂
（一）茶剂
（二）灸剂
（三）熨剂
（四）钉剂
（五）锭剂
第十九章 药剂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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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影响药剂稳定性的因素
一、水分
二、温度
三、空气中的氧
四、pH值
五、金属离子
六、光线
第三节 药剂的化学变化及防止措施
一、水解引起的不稳定性
（一）水解反应实例
（二）延缓药物水解的方法
二、氧化引起的不稳定性
（一）氧化反应实例
（二）防止药物氧化的措施
三、光线引起的不稳定性及防止措施
四、变旋或聚合反应及其防止措施
第四节 稳定性试验方法
（一）留样观察法
（二）比较试验法
（三）经验法
（四）化学动力学法
第二十章 生物药剂学概论
第一节 生物药剂学的含义和内容
（一）生物药剂学的含义
（二）生物药剂学的内容
第二节 药物在体内的转运过程
（一）药物的吸收
（二）药物的分布
（三）药物的代谢
（四）药物的排泄
第三节 影响药物疗效的因素
（一）生物体生理因素对药效的影响
（二）剂型因素对药效的影响
（三）药物相互作用对药效的影响
第四节 生物利用度
（一）生物利用度测定的两项参数
（二）生物利用度计算方法
第五节 药物动力学简介
（一）药物动力学含义
（二）药物的生物半衰期
（三）药物动力学常用的模型参数与符号
第二十一章 中药调剂
一、概述
二、处方的概念与种类
三、中药房的组织结构和任务
（一）中药房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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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院中药房的基本任务
（三）调剂部
（四）中药斗谱的排列原则
四、调配处方常规程序
（一）审查处方
（二）计算药价
（三）调配处方
（四）复核与发药
五、毒性药品
（一）毒性药品的含义
（二）毒性中药及中成药品种
六、禁忌药品
（一）配伍禁忌药品
（二）妊娠禁忌药品
七、中药别名与并开药物
（一）中药别名
（二）并开药物
八、中药脚注
九、中药处方应付
十、药物配伍变化的含义和类型
（一）药物配伍变化的含义
（二）药物配伍变化的类型
十一、汤剂的含义、特点和制法
（一）汤剂的含义
（二）汤剂的特点
（三）汤剂的制法及影响质量因素
第二部分 中药炮制学
第一章 绪论
一、中药炮制的目的
二、炮制对药物理化性质的影响
三、炮制品的质量要求和贮藏保管
第二章 净选与切制
一、净选
二、切制
三、饮片的干燥
四、饮片的包装
第三章 炒法
一、清炒法
牛蒡子
芥子
王不留行
酸枣仁
槐花
山楂
栀子
槟榔
大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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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榆
蒲黄
荆芥
二、加辅料炒
苍术
枳壳
斑蝥
山药
白术
鳖甲
马钱子
阿胶
水蛭
第四章 炙法
一、酒炙法
大黄
白芍
当归
乌梢蛇
川芎
二、醋炙法
甘遂
商陆
芫花
柴胡
延胡索
香附
乳香
三、盐炙法
知母
杜仲
黄柏
泽泻
车前子
四、姜炙法
厚朴
五、蜜炙法
甘草
黄芪
百部
批把叶
麻黄
六、油炙法
淫羊藿
第五章 煅法
一、明煅法
明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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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
牡蛎
石决明
二、煅淬法
自然铜
磁石
炉甘石
皂矾
三、扣锅煅法（闷煅）
棕榈
第六章 蒸、煮、火单 法
一、蒸法
何首乌
黄芩
女贞子
地黄
黄精
山茱萸
人参
二、煮法
藤黄
硫黄
川乌
附子
三、火单法
苦杏仁
第七章 其他制法
一、复制法
半夏
天南星
白附子
二、发酵、发芽法
六神曲
麦芽
三、制霜法
巴豆
四、烘焙法
蜈蚣
五、煨法
肉豆蔻
诃子
木香
六、提净法
芒硝
七、水飞法
雄黄
朱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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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干馏法
竹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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