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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药物反应个体差异是临床用药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影响新药开发的重要因素，认识和阐明药物反
应个体或群体差异的遗传机制是提高药物治疗水平、促进新药开发和改善药物疗效的重要课题。
遗传药理学是着重运用人类基因组及其变异序列信息，阐明药物反应个体差异发生机制的一门学科，
其任务是阐明遗传因素对药物和外源性物质在机体反应中的作用。
遗传药理学自1959年问世以来，已有50多年，并已成为生命科学中发展极其迅速和备受关注的研究领
域。
它从基因表达水平解释药物安全性或有效性个体差异的根本机制，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技术和方法
研究药物的作用，整合了包括药理学、生理学、遗传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统计学、生物信息学
等多门相关学科的内容，目前已经实现从实验室研究走向，指导临床个体化药物治疗的全新阶段。
为了给我国医药学工作者和制药企业提供一本较为系统的阐述遗传药理学的参考书，我们组织编写了
这本专著，其主要对象是从事医学基础学科教学和科研、从事临床医学和临床药学的专业人员，以及
高等医学院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从事新药开发和新药临床研究的研究人员的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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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遗传因素对药物效应的影响已为国际所公认，也成为影响药物疗效和毒副作用的重要原因。
本书介绍遗传药理学的最新进展，包括基因分型方法、生物信息学与药物基因组学、药物不良反应的
遗传药理学，重大疾病的遗传药理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问题。
全书全面反映了当今遗传药理学的现状、新的进展和研究方向，有选择地介绍了一些研究方法。
书中附有大量插图，有助子对抽象内容的理解。
适合医学、药学研究生和有一定科研经验的医学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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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种多基因性状在临床上确实难以识别，尤其是当所用药物的代谢途径和产物还不十分清楚、
作用机制还未阐明时，因而目前的实际应用价值仍然有限。
但是，生物医学研究正迅速地揭示药物作用的分子机制，疾病病因的遗传基础、以及多态基因在药物
代谢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人类基因组计划对功能性基因组的发现和高通量筛选方法的运用，为阐明
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多基因因素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工具，这已经引起旨在利用这些技术和信息发现新的
治疗靶点和方法以及阐明决定药物效应和毒性的基因的“药物基因组”领域的兴起（所谓“药物基因
组”是指的决定药物行为和敏感性的全基因谱，比遗传药理学通常仅指遗传性药物代谢和效应差异的
范围要广。
但实际上两者的区别是人为的，目前这两个名词常常交叉使用）。
基于这种情况，最终药物代谢和反应的遗传基础的阐明将使得有更多药物供选择、并且根据个体病人
对药物代谢、消除和反应的能力选择适合的剂量成为可能。
（三）临床用药原则1.针对病人基因型选择合适的药物除了病人的病理因素外，迄今，年龄和体重是
确定药物剂量的主要依据。
这种状态将因遗传药理学的发展而被根据病人的遗传特点选择剂量所代替。
也就是根据病人的药物代谢酶和药物作用靶点的基因型如何影响所用药物在体内的药动学参数，以及
药物受体或其他作用靶点的基因型如何改变对药物的敏感性来选择药物剂量。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和毒性作用，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提高药物治疗效应。
医生为了使病人获得正确的药物和正确的剂量，传统的方法是给一个常用平均剂量，根据临床反复进
行修正再给药这样一个反复摸索过程，由于遗传药理学的贡献，医生一开始就可以根据病人的遗传特
征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
这不仅抛弃了为病人获得正确药物治疗的摸索过程，也加快了病人的治愈时间，提高了药物的安全性
，甚至可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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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遗传药理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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