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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药学教育教学改革的进行及相关学科的发展，高等药学教育对教材建设不断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为适应新形势需要，现推出全国高等学校药学专业本科第七轮规划教材。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由李高主编，配合主干教材，调整相关内容，同时对
于收录的习题作较大变动，以配合日常学习及考研和执业药师考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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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影响胃空速率的因素有：①食物理化性质的影响：稀的软质食物较稠的或固体食物的
胃排空为快，肠衣片由于在胃中不崩解，常常在胃中滞留相当长的时间。
②胃内容物黏度、渗透压：胃内容物黏度低，渗透压低时，一般胃空速率较大。
随着内容物的黏度和渗透压增高时，胃排空速率减小，胃内滞留时间延长。
增加饮水量，胃内容物体积增大和渗透压降低，加快了胃排空速度。
③食物的组成：食物的组成可影响胃排空，糖类的排空时间较蛋白质为短，蛋白质又较脂肪为短，混
合食物的胃排空通常需要4～6小时。
④药物的影响：服用某些药物如抗胆碱药、抗组胺药、止痛药、麻醉药等都可使胃空速率下降。
⑤其他因素：如右侧卧比左侧卧胃排空快、精神因素等也会对胃排空产生影响。
3.肠内运行小肠的固有运动有节律性分节运动、蠕动运动和黏膜与绒毛的运动三种。
肠内固有运动可促进固体制剂进一步崩解、分散，使之与肠分泌液充分混合，增加了药物与肠表面上
皮的面积，有利于难溶性药物的吸收。
一般所给药物与吸收部位的接触时间越长，药物吸收越好。
从十二指肠、空肠到回肠，内容物通过的速度依次减慢。
药物可影响肠道的运行速度。
结肠也可将内容物向下推进或做混合运动。
肠内运行速度还受生理、病理因素的影响，如随消化液的分泌、甲状腺分泌减少而降低，随痢疾、低
血糖等疾病而增加。
4.食物的影响（1）延缓或减少药物的吸收：食物可改变胃空速率而影响吸收，食物能消耗胃肠内水分
，使胃肠黏液减少，固体制剂的崩解、药物的溶出变慢，从而延缓药物的吸收。
食物的存在还可增加胃肠道内容物的黏度，使药物的扩散速度减慢而影响吸收。
空腹与饱腹服用药物会产生不同的生物利用度。
（2）促进药物的吸收：脂肪类食物具有促进胆汁分泌的作用，增加了难溶性药物的溶解度而促进其
吸收。
食物降低胃排空可延长溶出较慢的药物在胃内滞留，增加药物胃吸收，但减慢药物的肠内吸收。
有部位特异性吸收的药物可因食物增加吸收。
此外，由于进食后组织器官的血流量增加，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可能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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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2版)》是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
教材建设研究会“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药学业第七轮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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