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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教育部[2006]16号文件精神，适应新形势下全国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坚持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学生为主体的指导思想和
原则，在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的组织规划下，以高职高专药物制剂技术专业及化学制药专业的培养目标
为基本出发点，确立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编写教学大纲和本教材。
药物检测技术是高职高专药物制剂技术及化学制药技术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征求了行业相关专家的意见，具有较强的岗位针对性和实用性，旨在使学生树
立较强的药品质量观念，掌握药物质量检测的基本理论和实操技能，为将来能够从事药物检测工作奠
定基础。
教材的编写充分考虑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遵循“实用为主，必需、够用和管用为度”的原则，从
药物检测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出发，以药物检测基本知识、化学基本技术和常用分析仪
器等通用技术作为铺垫，围绕药物的“性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检测专项知识与技术这条主
线设计教学内容，并将这些知识与技术应用到代表性药物的质量检测中。
在编写中力求体现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教育理念，将药物检测中用到的知识、技术和实际应用相
结合，因此，教学中可以按照“实例解析”或根据教材内容，随机选择检测对象，灵活安排相应的实
操训练，使学生在真实的工作任务演练中掌握药物检测的基本技能。
书后也安排了与药物检测实际工作任务相一致的综合实训，可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与技术完
成实际检测工作的能力，也可以作为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本书的体例新颖活泼，除正文外，各章在编写形式上包含了学习目标、课堂互动、知识链接、知识拓
展、实例解析、学习小结以及目标检测七个模块。
学习目标有助于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主动性；课堂互动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及时掌握
教学内容；实例解析与药物检测实际工作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专业课为岗位服务的思想；知识链接补
充有关常识性知识，增强了教材的趣味性，可以提高学习兴趣；知识拓展适当增补了药物检测相关理
论与技术的发展前沿内容，可以拓宽知识面；学习小结有助于归纳总结和调整学习方式；目标检测可
以检查学习效果。
考虑到目前行业标准和习惯用语，在书中部分内容沿用“检验”或“检定”的文字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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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从药物检测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出发，以药物检测基本知识、化学基本技术和常
用分析仪器等通用技术作为铺垫，围绕药物的“性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检测专项知识与技
术这条主线设计教学内容，并将这些知识与技术应用到代表性药物的质量检测中。
具有较强的岗位针对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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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供试品的检查（一）检验量检验量即一次试验所用的供试品（g、ml或em2）。
除另有规定外，一般供试品的检验量为10g或10ml；化学膜剂为100cm2；贵重药品、微量包装药品的检
验量可以酌减。
要求检查沙门菌的供试品，其检验应增加10g或10ml。
检验时，应从2个以上最小包装单位中抽取供试品，膜剂还不得少于4片。
一般应随机抽取不少于检验用量（2个以上最小包装单位）的3倍量供试品。
（二）供试液的制备根据供试品的理化特性与生物学特性，可采取适宜的方法制备供试液。
供试液制备若需用水浴加温时，温度不应超过45℃。
供试液从制备至加入检验用培养基，不得超过1小时。
除另有规定外，常用的供试液制备方法如下：1.液体供试品取供试品10ml，加pH7.O无菌氯化钠一蛋
白胨缓冲液至100ml，混匀，作为1：10的供试液。
油剂可加入适量的无菌聚山梨酯80使供试品分散均匀。
水溶性液体制剂也可用混合的供试品原液作为供试液。
2.固体、半固体或黏稠液供试品取供试品10g，加pH7.0无菌氯化钠一蛋白胨缓冲液至100ml，混匀，作
为1：10的供试液。
必要时加适量的无菌聚山梨酯80，并置水浴中适当加温使供试品分散均匀。
（三）检查方法1.细菌、真菌及酵母检查检查方法包括平皿法和薄膜过滤法。
检查时，按已验证的计数方法进行供试品的细菌、真菌及酵母菌菌数的测定。
取按验证的方法制备的均匀供试液，用pH7.0无菌氯化钠一蛋白胨缓冲液稀释成1：10、1：100、1
：1000等稀释级。
（1）平皿法：采用平皿法进行菌数测定时，应取适宜的连续2～3个稀释级的供试液。
取供试液1m，置直径90mm的无菌平皿中，注入15～20ml温度不超过45℃的溶化的营养琼脂培养基或
玫瑰红钠琼脂培养基或酵母浸出粉胨葡萄糖琼脂培养基，混匀，凝固，倒置培养。
每稀释级每种培养基至少制备2个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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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物检测技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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