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药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1160963

10位ISBN编号：781116096X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李长龄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0-01出版)

作者：李长龄 编

页数：4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理学>>

前言

保健和医药事业的发展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国家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以及保证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市场经济、资本全球化和世界性技术与资源的竞争，原料药基地全球大转移造成环境污染的转
嫁等等不但对我国制药业影响巨大，而且成为影响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问题。
加以人口老龄化、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农村城市化、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药
品的开发与使用是否得当又成为关系着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问题。
SARS的爆发以及目前国际形势还提示我们必须对防范突发性卫生事件作充分准备，提示我们要把药物
当作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把它们变成全国医药事业大发展的机会，关键在于提高从事医药事业人员的教育
水平，提高认识水平，提高专业水平，以提高我国医药的综合国际竞争力。
为了这个目的，在培养医药专业人员方面要采取不同层次并行的策略。
六年制药学专业目的是培养研究开发有国际竞争力药物的人才。
因此，要加强基础、加强科研能力的培养、加强思维能力训练、加强服务意识。
为了这个目标，作为一种尝试，北京大学药学院组织编写了这一套六年制药学专业的教材。
一方面供学生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向医药界征求意见。
我想，科学在发展，事业在前进。
当前世界上科学热点不断涌现，新药研究技术不停地更新。
但是反观近年来新药研究的历史，可见昨日的时尚今日或许已经淡化，明天的新思路正在不被人注意
的地方萌芽。
虽然我们的这套教材将会不断修订更新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但是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训练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相信受到良好的基础训练的学生能够在新情况下，应付新的挑战。
希望肩负我们未来医药事业发展责任的医药工作者在我们这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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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健和医药事业的发展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国家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以及保证社会安定和国家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市场经济、资本全球化和世界性技术与资源的竞争，原料药基地全球大转移造成环境污染的转
嫁等等不但对我国制药业影响巨大，而且成为影响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问题。
加以人口老龄化、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农村城市化、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药
品的开发与使用是否得当又成为关系着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问题。
SARS的爆发以及目前国际形势还提示我们必须对防范突发性卫生事件作充分准备，提示我们要把药物
当作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把它们变成全国医药事业大发展的机会，关键在于提高从事医药事业人员的教育
水平，提高认识水平，提高专业水平，以提高我国医药的综合国际竞争力。
为了这个目的，在培养医药专业人员方面要采取不同层次并行的策略。
六年制药学专业目的是培养研究开发有国际竞争力药物的人才。
因此，要加强基础、加强科研能力的培养、加强思维能力训练、加强服务意识。
为了这个目标，作为一种尝试，北京大学药学院组织编写了这一套六年制药学专业的教材。
一方面供学生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向医药界征求意见。
我想，科学在发展，事业在前进。
当前世界上科学热点不断涌现，新药研究技术不停地更新。
但是反观近年来新药研究的历史，可见昨日的时尚今日或许已经淡化，明天的新思路正在不被人注意
的地方萌芽。
虽然我们的这套教材将会不断修订更新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但是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训练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相信受到良好的基础训练的学生能够在新情况下，应付新的挑战。
希望肩负我们未来医药事业发展责任的医药工作者在我们这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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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药理学研究方法药理学是一门实验性的科学，它采用各种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以评价和分析某物质的药理活性。
这些方法技术可以属于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等
。
通常，药理学研究需制作各种药理实验模型，药理模型可分为在体（in ivo）与离体（in vitro）实验。
离体实验又分为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等不同水平和层次。
药物活性的评价指标可根据研究目的和拟定的临床适应证而定。
常用的指标可能包括：1.生物功能检测方法这是药理学研究最经典和最基本的方法，检测药物（或待
测样品）对实验模型的功能的影响，并分析剂量一效应间的关系以及时间一效应间的关系。
生物功能的检测既可以在体内进行，也可以在体外进行。
2.形态学方法以各种光镜、电镜结合组织化学、放射自显影等技术，观察药物对生物组织、细胞形态
的影响。
3.生物化学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气相一质谱联用、荧光分光光度法、放射免疫分析、放射性配体
结合等不同方法，测定实验模型中生物活性物质及其前体物质或代谢产物的含量，研究药物对这些物
质含量的影响。
4.电生理学方法生物机体或组织、细胞的功能改变往往伴随着膜电位的改变。
微弱的电位改变可被精密的电子仪器记录。
利用这些技术可检测到药物对膜电位的影响。
5.分子生物学方法药物作用的分子基础多为药物分子与不同机体成分的相互作用。
这些机体成分可以是DNA、RNA或蛋白质。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在药理学研究中已能精确地检测到药物对特定的核酸合成或蛋白质表达的影
响。
二、药理学学习方法药理学不论对医学专业学生，还是对药学专业学生，都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或专
业课。
为了学习药理学，应具有生物学基础课程和药学基础课程的相关知识，在融汇生物学和药学知识的基
础上，掌握药物作用的基本规律，掌握药物按药理作用分类的原则和意义。
通过课程学习，既要掌握药理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又要掌握各类代表性药物的药动学特点、药理
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不良反应等。
对于其他药物，则应熟悉或了解其作用特点和与代表性药物的异同等。
药理学知识主要来源于药理实验，因此，在药理学课程中也应重视实验课程，要求掌握药理实验的基
本方法、基本技术，熟悉常用在体和离体实验的实验技能、结果处理和统计分析的方法等，提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临床用药面广、量多，且新药不断涌现。
教材中介绍的药物毕竟有限，且多为具有代表性的药物。
因此，通过药理学课程的学习，应学会自学的方法，学会查阅相关文献或书籍，以不断更新、补充自
己的药理学知识，为合理使用及管理药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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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理学》为北京大学药学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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