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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积极推进高职高专课程和教材改革，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具有职业
教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针对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教学实际，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
有关专家、教师及临床一线人员编写了此套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实验教材。
本书共十八章，突出介绍了四大知识要点：第一，制剂学知识，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二，调剂学知识。
第三，与制剂和调剂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
第四，有关药物的新剂型和药物制剂的新技术，以及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简介。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新时期的产物，所编教材应体现其特点。
按照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以需用为准，够用为度，实用为先，力求达到“思想先进，科学前沿，
启发创新，规范实用”，这便形成了本教材的“精、新、实”三大特色。
其“精”在于编写团体齐心协力、配合默契，对各类型、各层次的药剂学教材认真参阅，博采众长，
将精华知识编入教材。
又经反复修改，斟字酌句，致文字简明扼要、语言通顺流畅、逻辑由浅入深、内容通俗易懂。
其“新”有三：一是注重介绍新知识、新剂型、新技术、新方法；二是正好与新版《中国药典》
（2005年版）接轨，使教材收载的剂型在制备和质量评定标准上新颖而通用。
三是首次在教材、教学过程中贯穿法制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在药事工作中的法律和规范化意识。
其“实”体现在本教材既能满足社会需求，又能满足执业需求，且坚持体现“三基”（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
药剂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技术科学，涵盖面广，在学习过程中，读者应将本教材与其他基础学科（
如基础化学）和边缘学科（如制剂设备与工艺、药物分析、药理学等）结合阅读，才能达到融会贯通
的效果。
本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制定编写要求，主编提出编写大纲，十一位编者共同编写，然后三审其稿：
首先互审；再由副主编二审；最后主编审定。
各章执笔人如下：第一章、第二章，陈红艳；第三章、第四章，王晓林；第五章，毛小明；第六章，
张荷兰；第七章，段继华；第八章，韦超；第九章，夏忠玉、陈红艳；第十章，夏忠玉；第十一章，
周金彩；第十二章，丘明建、李泳平；第十三章，周金彩、陈红艳；第十四章，周金彩；第十五章陈
红艳；第十六章、第十七章，韦超；第十八章，姚金泉。
我们虽然从事本门课程的教学多年，但一则限于水平，二则时间紧迫，故还有许多考虑不周和错漏之
处，恳望广大师生在用书过程中不吝指正。
建议本教材理论教学104学时，实践教学84学时，机动2学时，总计190学时。
我们的编写工作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主编所在单位安庆卫生学校以及各参编单位；丘明建
和韦超两位老师在完成各自书稿的编写任务外，还协助主编对书稿进行审核、修改；各位编者对编写
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安庆大学计算机系管玄老师及安庆卫校陈志老师协助部分图表的制作。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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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剂学（药学类各专业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教学，介绍药物的常规剂型、制剂
技术和基本操作以及剂型的质量评定标准与方法；各类型药房的处方调配和药学服务工作有关药物新
剂型、药物制剂新技术及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简介。
第二部分为实践教学，全书按2005年版《中国药典》和各地实情选编了27个药剂学实验，重点为常用
剂型的制备与质量评定；并介绍了实验中常用仪器和设备的应用。
　　《药剂学（药学类各专业用）》可供高等职业专科教育药学专业的教学用，亦可作为药学人员的
培训教材或作为自学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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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科)二、调剂室的工作制度三、调剂工作的组织设施四、医疗机构对药品的现行分级管理制度第四
节 社会药房调剂工作一、社会药房的概念与类型二、社会药房的性质与任务三、社会药房的经营原则
与范围四、GSP与社会药房的基本管理制度五、药品销售服务与处方调配时的注意事项第五节 药学服
务一、药学服务的概念二、药学服务的特性三、药学服务的实施四、执业药师职业道德准则思考题第
三章 散剂与胶囊剂第一节 粉体学基础一、概述二、粒子大小三、比表面积四、粉体的流动性及影响
因素五、吸湿性第二节 散剂一、概述二、粉碎、筛分与混合的基本原理三、散剂的制备工艺及影响因
素四、质量控制五、举例第三节 胶囊剂一、概述二、空心胶囊与胶皮三、内容物的性质与质量四、胶
囊剂的制备、工艺及影响因素五、胶囊剂质量控制与稳定性评价六、举例思考题第四章 表面活性剂第
一节 概述一、表面现象简介二、表面活性剂的结构特点和分类第二节 表面活性剂的基本性质一、形
成胶束二、亲水亲油平衡值(HLB值)三、昙点四、表面活性剂的毒性五、表面活性剂的配伍第三节 表
面活性剂在制剂中的应用一、增溶剂二、润湿剂三、乳化剂四、起泡剂与消泡剂五、去污剂六、消毒
剂和杀菌剂思考题第五章 液体制剂第一节 概述一、液体制剂的特点和质量要求二、液体制剂的分类
三、液体制剂常用的分散媒四、液体制剂常用的附加剂第二节 溶液型液体制剂一、概述二、溶液剂三
、芳香水剂四、醑剂五、糖浆剂六、甘油剂第三节 高分子溶液剂一、概述二、高分子溶液剂的性质三
、高分子溶液在药剂学中的应用四、高分子溶液的制备与举例第四节 溶胶剂一、概述二、溶胶剂的构
造和性质三、溶胶剂的制备第五节 混悬剂一、概述二、混悬剂的稳定性三、混悬剂的稳定剂四、混悬
剂的制备与举例五、混悬剂的质量评价第六节 乳剂一、概述二、乳化剂三、乳剂的形成理论四、乳剂
的制备五、乳剂的稳定性六、乳剂的质量评定第七节 按给药途径和应用方法分类的液体制剂一、合剂
二、洗剂三、搽剂四、滴耳剂五、滴鼻剂六、含漱剂七、滴牙剂八、涂剂�九、灌肠剂十、灌洗剂第八
节 液体制剂的包装与贮存一、液体制剂的包装二、液体制剂的贮存思考题第六章 浸出药剂第一节 概
述一、浸出药剂的含义与发展二、浸出药剂的类型三、浸出药剂的特点四、浸出药剂的质量要求五、
浸出溶剂与浸出辅助剂第二节 浸出原理一、浸出过程二、影响浸出的因素第三节 浸出方法一、煎煮
法二、浸渍法三、渗漉法四、其他方法第四节 浸出液的浓缩与干燥一、蒸馏二、蒸发三、干燥第五节
常用浸出药剂一、汤剂二、中药合剂与口服液三、酒剂四、酊剂五、流浸膏剂与浸膏剂六、煎膏剂七
、颗粒剂(冲剂)第六节 浸出药剂的质量控制一、严格控制药材的质量二、严格控制浸出药剂的制备方
法三、严格控制浸出药剂的理化标准四、卫生学标准思考题第七章 片剂第一节 概述一、片剂的种类
二、片剂的特点三、片剂的质量要求第二节 片剂的辅料一、辅料的作用二、辅料的分类第三节 片剂
的制备一、湿法制粒压片二、干法制粒压片三、直接压片法四、中药片剂五、片剂制备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及其克服的方法第四节 片剂的包衣一、概述二、包衣方法及设备三、包衣材料及包衣过程第
五节 片剂的质量检查一、外观二、重量差异三、硬度与脆碎度四、崩解时限五、含量均匀度六、溶出
度七、卫生学检查第六节 片剂的包装与贮藏一、片剂的包装二、片剂的贮藏第七节 片剂举例一、复
方磺胺甲哑唑片二、复方阿司匹林片三、罗通定片四、醋酸氢化可的松片五、维生素B2片六、银翘解
毒片七、红霉素肠溶片思考题第八章 丸剂与滴丸剂第一节 中药丸剂一、概述二、中药丸剂的赋形剂
三、中药丸剂的制备四、质量检查与包装五、中药丸剂制备举例第二节 滴丸剂一、概述二、滴丸剂的
制备三、滴丸剂处方举例四、滴丸剂的质量检查思考题第九章 半固体制剂第一节 软膏剂一、概述二
、软膏基质及其选用三、软膏剂的制备及举例四、软膏剂的质量检查与包装第二节 眼膏剂一、概述二
、制备眼膏的器具及包装材料等的灭菌三、制备及举例第三节 凝胶剂一、概述二、水性凝胶基质三、
水性凝胶剂的制备及举例第四节 膏药一、膏药的种类二、制备与举例第五节 贴膏剂一、橡胶膏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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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膏剂三、贴剂思考题第十章 栓剂第一节 概述一、栓剂的种类与形状二、栓剂的质量要求三、
栓剂的治疗特点第二节 栓剂基质一、油溶性基质二、水溶性基质第三节 栓剂的制备一、冷压法二、
热熔法三、置换价第四节 栓剂制备举例一、甘油栓二、蛇黄栓三、克霉唑栓四、阿司匹林栓第五节 
栓剂的质量检查与包装贮藏一、质量检查二、包装贮藏思考题第十一章 膜剂与涂膜剂第一节 膜剂一
、概述二、膜剂的成膜材料三、膜剂的质量要求四、膜剂的制备五、膜剂的举例第二节 涂膜剂一、概
述二、制备与举例思考题第十二章 注射剂与滴眼剂第一节 概述一、注射剂的含义与特点二、注射剂
的分类三、注射剂的给药途径四、注射剂的质量要求第十三章 气雾剂、粉雾剂与喷雾剂第十四章 缓
释与控释制剂第十五章 药物新剂型与药物制剂新技术第十六章 药物制剂稳定性第十七章 药物制剂的
配伍变化第十八章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第二部分 实践教学药剂学实践指导概要药剂学实践目标
实验须知第一章 绪论实验第二章 调剂实验第三章 散剂与胶囊剂实验第五章 液体药剂实验第六章 浸出
药剂实验第七章 片剂实验第八章 丸剂实验第九章 软膏剂和硬膏剂实验第十章 栓剂实验第十一章 膜剂
与涂膜剂实验第十二章 注射剂与滴眼剂实验第十三章 药物制剂稳定性实验第十四章 药物制剂的配伍
变化实验第十五章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实验学时分配方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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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干燥方法与常用设备1.常压干燥系指在常压下进行的干燥方法。
此法简单易行，但干燥时间长，温度较高，易使成分受热破坏，干燥物较难粉碎。
主要用于药材提取物以及丸剂、散剂、片剂和颗粒剂的湿颗粒干燥，亦常用于新鲜中药材的干燥。
常压干燥包括接触干燥和空气干燥。
滚筒式干燥器是接触干燥的一种常用设备，操作时将蒸发到一定稠度的药液涂于滚筒加热面上使成薄
层进行干燥。
空气干燥是将干燥物料置于温热空气或干燥空气中进行干燥的方法，可在厢式干燥器（烘房、烘柜、
烘箱）中进行。
2.减压干燥系指在密闭的容器中抽去空气后进行干燥的方法，亦称真空干燥。
此法的干燥温度低，速度快，能使干燥产品疏松和易于粉碎，并且减少药物与空气接触的机会，增加
了制剂的稳定性，常用于需要干燥但又不耐高温的药物。
3.喷雾干燥喷雾干燥是将药物溶液或混悬液用喷雾装置雾化于热气流中，使水分迅速气化而得到干燥
粉末或细颗粒的方法。
该法水分蒸发极快，在数秒钟内完成，而且干燥过程中雾滴温度不高，一般约为50℃左右，故干燥制
品质量好，特别适用于热敏性物料；干燥后物料多为松脆的空心颗粒，溶解性能好，可以改善某些制
剂的溶出速率。
因此喷雾干燥技术在药剂生产中正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4.沸腾干燥沸腾干燥又叫流化干燥。
此法是利用热空气流使颗粒悬浮，呈沸腾状态，从而增大了热气流与湿颗粒间的接触面积，使物料水
分迅速被带走，达到干燥的目的。
故本法具有干燥效率高，速度快，产量大的特点，主要用于湿粒状物料的干燥，如片剂颗粒、颗粒剂
的干燥。
由于干燥室内不易清洗，故适用于连续生产同一产品。
厢式负压沸腾干燥床即为此类干燥设备。
5.红外线干燥是利用红外线辐射器所辐射出的红外线被加热物体所吸收，引起分子激烈共振并迅速转
变成热能，使物质温度迅速升高，水分气化而达到干燥的目的。
因此本法具有干燥速度快，效率高的特点，适用于大面积物体表面的干燥，对于熔点低、吸湿性强的
药物更适宜。
6.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是在低温低压条件下，利用冰的升华性进行的一种干燥方法。
即在干燥器中将药液完全冻结，并抽气减压至一定真空度，使水分由冰直接升华而与药物分开，使药
物得到干燥。
本法特别适用于易受热分解的药物。
干燥后的制品一般具有多孔性，疏松而易碎。
生物制品、抗生素以及注射用无菌粉末，多用此法干燥。
此外，还有微波干燥和吸湿干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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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剂学(药学类各专业用)》是陈红艳编写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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