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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系列教材：基础药理学（第2版）》为教育部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系列教材之一，是在2006年出版的《基础药理学》的基础上修
订而成的。
　　《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系列教材：基础药理学（第2版）》的编写体例和基本内容未有大的改
变。
增加了“新药的药理学研究”一章；将原来第四章影响药物效应的因素整合到第三章药效学；将各章
相关学科基础知识进行了精简与合并，联系更加紧凑。
全书共8篇，分别为总论、外周神经系统药物药理、中枢神经系统药物药理、内脏系统药物药理、激
素类药物药理、抗病原微生物药物药理、抗寄生虫病药物药理以及抗恶性肿瘤药物与影响免疫功能药
物药理。
每章后有“本章小结”和3～10道“思考题”。
各校可根据自己的学时数和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教学内容。
　　本教材主要供四年制制药工程专业本科生“药理学”课程教学用，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的教科
书或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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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药 第一节 冠脉循环与心绞痛的发病机制 第二节 心绞痛的临床类型及抗心绞痛药物的分类 第三节 硝
酸酯类及亚硝酸酯类 第四节 β受体阻断药 第五节 钙拮抗药 第六节 抗血小板和抗血栓形成药 第七节 
其他抗心绞痛药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第二十三章 抗动脉粥样硬化药 第一节 血脂代谢与动脉粥样斑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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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的内分泌功能 第三节 垂体的内分泌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第三十二章 肾脏上腺皮质激素 第一节 肾脏
上腺的内分泌 第二节 糖皮质激素  第三节 盐皮质激素  第四节 促皮质素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第三十三章 
性激素类与避孕药 第一节 生殖生理学  第二节 性激素类药  第三节 避孕药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第三十四
章 甲状腺激素及抗甲状腺药 第一节 甲状腺激素  第二节 抗甲状腺药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第三十五章 胰
岛素和口服降血糖药 第一节 胰腺内分泌与糖尿病 第二节 胰岛素 第三节 口服降血糖药 本章小结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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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血管与血压：治疗量对血管与血压无明显影响，这可能与多数血管缺乏胆碱
能神经支配有关。
大剂量阿托品可扩张皮肤血管，表现为皮肤潮红、温热，面颈部尤为明显。
阿托品的扩张血管机制不明，但与其抗M胆碱作用无关。
当病理情况下微循环小血管痉挛时（如感染性休克），大剂量阿托品可解除微血管痉挛，增加组织灌
注，改善微循环，恢复重要器官的血供，缓解组织缺氧等休克症状。
这种作用可能是由于阿托品提高细胞对缺血、缺氧及内毒素的耐受力，稳定溶酶体和线粒体等亚细胞
结构，减少溶酶体的释放和休克因子的产生，对抗多种炎性细胞因子引起的微循环障碍等，而并非直
接作用于血管所致。
 5.中枢神经系统 可兴奋延髓和高位大脑中枢。
治疗量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不明显，较大剂量（1-2 mg）可兴奋延脑呼吸中枢。
更大剂量（2-5 mg）则能兴奋大脑而引起烦躁不安、谵妄等反应；中毒剂量（10 mg以上）常产生幻觉
、定向障碍、运动失调和惊厥等。
严重中毒时，中枢神经系统由兴奋转入抑制，出现昏迷、呼吸麻痹而死亡。
 （临床应用） 1.解除平滑肌痉挛 用于各种内脏绞痛，能使胃肠绞痛迅速缓解，对膀胱刺激症状（如尿
频、尿急等）疗效较好。
其松弛膀胱逼尿肌作用可用于治疗小儿遗尿症。
对幽门梗阻、胆绞痛及肾脏绞痛的疗效较差，常需与镇痛药哌替啶合用。
阿托品虽扩张支气管平滑肌，但由于其抑制呼吸道腺体分泌，使呼吸道分泌物黏稠而难以清除，易引
起继发感染，故不宜用于平喘。
其合成衍生物异丙托品有显著平喘作用，且气雾吸入后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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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系列教材:基础药理学(第2版)》是教育部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
编写的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系列教材之一，是在2006年出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系列教材:基础药理学(第2版)》主要供四年制制药工程专业本科生“药理学
”课程教学用，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的教科书或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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