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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制药产业的不断发展、新药的不断发现和临床治疗方法的巨大进步，促使医药工业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对既具有制药知识，又具有其他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其中，较为突出
的是对新型制药工程师的需求。
考虑到行业对新型制药工程师的强烈需求，教育部于1998年在本科专业目录上新增了“制药工程专业
”。
为规范国内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教育部委托教育部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正在制订
具有专业指导意义的制药工程专业规范：已经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求客观把握
制药工程专业的知识要点。
制药工程专业是一个化学、药学（中药学）和工程学交叉的工科专业，涵盖了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和
现代中药制药等多个应用领域，以培养从事药品制造，新工艺、新设备、新品种的开发、放大和设计
的人才为目标。
这类人才必须掌握最新技术和交叉学科知识、具备制药过程和产品双向定位的知识及能力，同时了解
密集的工业信息并熟悉全球和本国政策法规。
高等院校药学与制药工程专业发展很快，目前已经超过200所高等学校设置了制药工程专业，包括综合
性大学、医药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院校、农科院校等。
专业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在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情况下，既要符合专业规范要求，
还必须体现各自的特色，其中教材建设是一项主要任务。
由于制药工程专业还比较年轻，教材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虽然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已经出版了一些比较
好的教材，但是与一些办学历史比较长的专业相比，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系统性上都有比较大
的差距。
因此，编写一套既能紧扣专业知识要点、又能充分显示特色的教材，将会极大地丰富制药工程专业的
教材库。
很欣慰，浙江大学出版社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通过多次研讨，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国内多所理工类院校制药工程专业负责人及一线教师达成共识，编
写了一套适合于理工类院校药学与制药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目标和培养模式的系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理学>>

内容概要

本教材遵循科学性、系统性、新颖性、概括性、简明性和适用性的编写宗旨，并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用成熟和先进的理论重点阐明药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对近年药理学的新理论和重
要的新药予以较充分的介绍。
根据制药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要求，本教材注重涉及医学相关基础知识的介绍，便于与药理学内容紧
密结合，易于理解。
　　本教材不仅适用于广大理工科院校制药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教学，而且也可供药学等其他专业本科
生和医药界相关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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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药物作用机制是指药物在何处起作用和如何起作用以及为什么能起作用的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主要依靠客观实践资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永远不会停留在固定
的水平上。
例如在20世纪初受体只是一种设想，现在已有坚实物质基础。
一般认为，药物从四个水平影响机体的功能而产生药理学作用。
一是分子水平。
药物的分子靶点有激素与神经递质受体、酶、转运体、离子通道、特异反应性靶点（金属离子、表面
活性物质蛋白、胃肠内容物）和核酸。
二是细胞水平（参与细胞信号转导过程的生化反应及其他成分）。
三是组织水平，如心脏等。
四是系统水平，如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
药物是通过多种机制从上述四个水平影响机体的生理功能和生化过程而产生药理作用。
1.通过受体产生药理学效应大多数药物是通过和生物机体的大分子成分的相互作用，选择性地改变机
体原有的生理或生化过程而产生药理学作用的。
这些和药物发生相互作用的大分子多般是受体。
受体是大多数药物的作用靶点，它与药物的相互作用是大多数药物产生药理作用的机制。
2.非受体机制产生药理学效应（1）理化反应主要改变细胞周围的环境的理化性质。
如抗酸药中和胃酸以_、治疗溃疡病。
甘露醇在肾小管内提升渗透压而利尿。
（2）参与或干扰细胞代谢补充生命代谢物质以治疗相应缺乏症。
如：铁剂治疗贫血、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等。
某些药物的化学结构与正常代谢物非常相似.，可以参与代谢过程，但往往不能引起正常代谢的生理效
果。
以假乱真，实际上导致抑制或阻断代谢的后果，这些称为伪品掺入，也称为抗代谢药。
如氟尿嘧啶结构与尿嘧啶相似，掺人肿瘤细胞DNA及RNA中干扰蛋白质合成而发挥抗恶性肿瘤作用。
（3）影响生理物质运转很多无机离子、代谢物、神经递质、激素在体内主动转运需要载体参与、干
扰这一环节可以产生明显药理效应。
例如：利尿药，抑制肾小管交换而发挥排钠利尿作用。
（4）对酶的影响酶在体内分布极广，参与所有细胞生命活动，而且极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是药物
作用的一类主要对象，如：新斯的明能竞争性抑制胆碱酯酶，奥美拉唑能不可逆性抑制胃黏膜。
酶（抑制胃酸分泌），尿激酶能激活血浆纤溶酶原，苯巴比妥能诱导肝微粒体酶，解磷定能使遭受有
机磷酸酯抑制的胆碱酯酶复活，而有些药物本身就是酶，如蛋白酶。
（5）影响核酸代谢如抗生素可作用于细菌核酸代谢而发挥杀菌或抑菌效应。
（6）作用于细胞膜的离子通道药物直接影响无机离子通道而影响其转运。
（7）影响免疫机制通过免疫增强药（左旋咪唑）或免疫抑制药（环孢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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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理学》是高等院校药学与制药工程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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