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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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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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化学制药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在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的组织规划下，确立本课程
的教学内容，编写教学大纲和本教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争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以“必需”和“够用”为度，力求少而精，加
强实用性，注重基本知识的阐述和应用，以适应高职高专职业教育的需要，满足社会对医药职业能力
的要求。
本教材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教材内容重点突出，理论知识浅显易懂。
教材第二章至第十章按不同类型单元反应分类，主要以有机药物官能团的演变为主线，从反应物的结
构特点出发学习在药物合成过程中常用的有机合成反应。
重点放在反应时所涉及的原料与试剂、反应条件及选择性控制等实用性内容上，所以在对每一类型反
应知识进行介绍时，尽可能给出应用实例。
第十一章为基团保护与活化在药物合成中的应用，主要将药物合成常用的技术和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总
结，以完善内容体系并适应药物合成技术发展的需要。
这样的编排既能突出药物合成技术的本质，又便于学生学习。
2.增强实用性和实践性的训练。
教材配有较多的实验内容，并且涵盖了各类型反应操作的技术与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的能力，已达到培养目标要求，各院校可以根据实际教学安排从中选做。
3.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教材编写做到尽可能的淡化较深较难的理论知识，将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引入教材，强化学生的
理解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
在每章节中加入了课堂互动、案例分析，末尾留有学习小结、目标检测内容，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
识、开拓思路。
同时通过实验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介绍本专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
教材每章编排了知识链接和知识拓展，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提高学习兴趣，了解当
前本专业的科研与生产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试剂，介绍化学合成技术与生物下游技术的结合、半
合成、仿生合成、天然有机物的化学结构转化等在药物合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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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争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以“必需”和“够用”为度，力求少而精，加
强实用性，注重基本知识的阐述和应用，以适应高职高专职业教育的需要，满足社会对医药职业能力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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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一、药物合成技术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药物合成技术是在有机化学的理论基础上，用
现代科学手段，深入细致地研究药物合成的基本反应和方法。
药物合成技术是以有机合成药物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任务是研究药物合成反应的机制、反应物结构、
反应条件与反应方向和反应产物之间的关系，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试剂特点，应用范围与限制等；
探讨药物合成反应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质以及各基本反应之间的关系。
本课程是制药专业的一门必修主干课程，主要学习药物合成中常用的有机合成反应及所采取的技术方
法。
由于药物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使其合成制备过程与一般的化学品的制备有较大的区别。
药物合成的本质主要体现在有机官能团的转化、目标分子骨架建立以及选择性控制方法上。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药物合成技术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化学合成反应。
例如，天然药物提取物、生物合成物经化学结构改造或结构修饰，即利用半合成法获得新药。
应用生物转化，使得许多难以用化学方法完成的反应得以顺利进行；固相酶（或固定化菌体细胞）新
技术的兴起，有生命现象的酶能像化学合成一样被人们控制，使整个生产过程连续化和自动化。
通过其他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药物合成反应的理论和技术将不断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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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合成技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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