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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然药物化学是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天然药物中化学成分（特别是生理活性成分和药效
成分）的一门学科。
本教材共11章，对天然药物化学发展简史、主要类型成分的生物合成、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对糖和
苷、苯丙素类、醌类、黄酮类、萜类、甾体及生物碱等主要类型成分的结构特点、分类、理化性质、
提取分离和结构鉴定方法做了详细介绍；最后对海洋天然产物和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做了简要叙述。
　　本教材突出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技能的掌握，并注重反映学科新进展，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
内容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尤其在结构鉴定上，通过实例介绍了运用现代谱学技术或结合适当的化学
方法测定化合物结构的基本过程。
结合新药开发和制药工程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特点和需要，适当加强提取分离技术内容。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院校药学、制药工程、中药学等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和自
考教材，也可供科研、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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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适应21世纪对高等药学人才的培养要求，本教材编写紧扣教育部高教司、高等学校化学与化
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规范（2009征求意见
稿）》对药学专业、制药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突出基本理论、知识、技能的介绍。
并注重反映学科发展，适当介绍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新进展，以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
内容做到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将天然药物化学最新研究成果与药学各专业要求相统一。
结合制药工程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特点和需要，适当增加提取分离技术内容介绍。
本教材适用于制药工程专业、药学专业本科教育，也可作为成人本科教育或自学用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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