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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是我国为保证公众用药安全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人事考试制度。根据《国家药品

安全“十二五”规划》要求，自２０１２年开始，新开办的零售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到２０１５年，所有零售药店

法人或主要管理者都必须具备执业药师资格。据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国报考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人数接近３９万，

通过率仅为１５．７２％，２０１４年全国报考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人数已接近８０万。市场对执业药师的需求量急增，

考试难度也越来越大。

很多考生由于已经工作多年才参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对如何备考不知所措。纵观各类考试，除了做真

题外，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复习教材中的知识，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也不例外。为了帮助参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

的广大考生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应试内容、通过考试，我们组织了一批具有丰富考试培训、临床教育经验

的专家编写了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系列丛书。本系列书包括《药学专业知识（一）》（药理学部分和药物分

析部分）、《药学专业知识（二）》（药剂学部分和药物化学部分）、《药事管理与法规》和《药学综合知识与技

能》。

本书共有四大特点：

１．考频分级———重点突出

考试重点一目了然，考生可根据历年考频取舍学习，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名师提点———精讲精练

对重点、难点、易混淆点予以点评，以便考生理解记忆。

３．表格分析———简明扼要

对考试内容予以高度的概括和浓缩，思路清晰，考点精讲，拒绝长篇累牍。

４．双色印刷———实用美观

对易考内容予以重点标记，既美观又能帮助考生抓住考试重点内容，取得最佳的复习效果。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相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们对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对

我们的编写工作助益良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紧促，错误与疏漏恐难杜绝，敬请广大考生和相关专家批评指正，意见或建议请发至我们的邮

箱：ｗｅｉｌａｉｊｉａｏｙｕｙｉｘｕｅ＠１６３．ｃｏｍ，我们将及时改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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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心衰药 １６９………………………………………………………………………………………………………

第三十六章　抗高血压药 １７０…………………………………………………………………………………

１．中枢性抗高血压药的代表药物 １７１……………………………………………………………………………
２．作用与交感神经系统的抗高血压药的代表药物 １７２…………………………………………………………
３．血管转化酶抑制药的概述 １７２…………………………………………………………………………………
４．血管转化酶抑制药的代表药物 １７３……………………………………………………………………………
５．血管紧张素ＩＩ受体拮抗药的代表药物 １７４……………………………………………………………………
６．钙通道阻滞剂—１，４二氢吡啶类 １７５…………………………………………………………………………
７．钙通道阻滞剂—芳基烷胺类 １７６………………………………………………………………………………
８．钙通道阻滞剂—苯硫氮!类 １７６………………………………………………………………………………
９．钙通道阻滞剂—三苯哌嗪类 １７７………………………………………………………………………………

第三十七章　调血脂药和抗动脉粥样硬化药 １７８…………………………………………………………

１．羟甲戊二酰辅酶Ａ还原酶抑制药概述 １７８……………………………………………………………………
２．羟甲戊二酰辅酶Ａ还原酶抑制药的代表药物 １７９……………………………………………………………
３．苯乙酸类药物的概述 １８０………………………………………………………………………………………
４．苯乙酸类药物的代表药物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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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抗心绞痛药 １８１…………………………………………………………………………………

１．抗心绞痛药物的概述 １８１………………………………………………………………………………………
２．抗心绞痛药物的代表药物 １８１…………………………………………………………………………………

第三十九章　抗血小板和抗凝药 １８３…………………………………………………………………………

１．抗血小板药的代表药物 １８３……………………………………………………………………………………
２．抗凝血药 １８４……………………………………………………………………………………………………

第四十章　利尿药 １８５……………………………………………………………………………………………

１．碳酸酐酶抑制药 １８５……………………………………………………………………………………………
２．Ｎａ＋－Ｋ＋－２Ｃ１－同向转运抑制剂 １８６………………………………………………………………………
３．Ｎａ＋－Ｃ１－同向转运抑制剂的概述 １８６………………………………………………………………………
４．Ｎａ＋－Ｃ１－同向转运抑制剂代表药物 １８７……………………………………………………………………
５．肾内皮细胞Ｎａ＋通道抑制药代表药物 １８７……………………………………………………………………
６．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药的代表药物 １８８………………………………………………………………………

第四十一章　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药 １８９…………………………………………………………………

良性前列腺增生代表药物 １８９……………………………………………………………………………………

第四十二章　抗尿失禁药物 １９１………………………………………………………………………………

抗尿失禁药的代表药物 １９１………………………………………………………………………………………

第四十三章　性功能障碍改善药 １９２…………………………………………………………………………

１．磷酸二酯酶－５抑制剂的代表药物 １９２………………………………………………………………………
２．α受体拮抗剂的代表药物 １９３…………………………………………………………………………………

第四十四章　平喘药 １９４…………………………………………………………………………………………

１．影响白三烯系统药物的代表药物 １９４…………………………………………………………………………
２．糖皮质激素药物的代表药物 １９５………………………………………………………………………………
３．磷酸二酯酶抑制药物的代表药物 １９６…………………………………………………………………………

第四十五章　镇咳祛痰药 １９７…………………………………………………………………………………

１．中枢性镇咳药物的代表药物 １９７………………………………………………………………………………
２．外周性镇咳药物的代表药物 １９８………………………………………………………………………………
３．祛痰药物的代表药物 １９８………………………………………………………………………………………

第四十六章　抗溃疡药 １９９……………………………………………………………………………………

１．组胺Ｈ２受体拮抗剂的代表药物 １９９……………………………………………………………………………
２．组胺Ｈ２受体拮抗剂的构效关系 ２０１……………………………………………………………………………
３．质子泵抑制剂的代表药物 ２０１…………………………………………………………………………………
４．质子泵抑制剂的构效关系 ２０３…………………………………………………………………………………

第四十七章　胃动力药和镇吐药 ２０４…………………………………………………………………………

１．胃动力药的代表药物 ２０４………………………………………………………………………………………
２．镇吐药的代表药物 ２０５…………………………………………………………………………………………

第四十八章　非甾体抗炎药 ２０７………………………………………………………………………………

１．解热镇痛药—水杨酸类药物概述 ２０７…………………………………………………………………………
２．解热镇痛药—水杨酸类的代表药物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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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解热镇痛药—乙酰苯胺类代表药物 ２０９………………………………………………………………………
４．解热镇痛药—吡唑酮类的代表药物 ２０９………………………………………………………………………
５．非甾体抗炎药—芳基乙酸类的代表药物 ２０９…………………………………………………………………
６．非甾体抗炎药—芳基丙酸类的概述 ２１１………………………………………………………………………
７．非甾体抗炎药—芳基丙酸类的代表药物 ２１１…………………………………………………………………
８．非甾体抗炎药—１，２－苯并噻嗪类药物的概述 ２１２…………………………………………………………
９．非甾体抗炎药—１，２－苯并噻嗪类药物的代表药物 ２１２……………………………………………………
１０．非甾体抗炎药—选择性ＣＯＸ－２抑制药的代表药物 ２１３……………………………………………………
１１．抗痛风药的代表药物 ２１３……………………………………………………………………………………

第四十九章　抗变态反应药 ２１４………………………………………………………………………………

１．抗变态反应药物概述 ２１４………………………………………………………………………………………
２．抗变态反应药—氨烷基醚类的代表药物 ２１５…………………………………………………………………
３．抗变态反应药—丙胺类的代表药物 ２１５………………………………………………………………………
４．抗变态反应药—哌嗪类的代表药物 ２１６………………………………………………………………………
５．抗变态反应药—三环类的代表药物 ２１６………………………………………………………………………
６．抗变态反应药—哌啶类的代表药物 ２１７………………………………………………………………………

第五十章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 ２１８…………………………………………………………………………

１．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结构和作用特点 ２１８………………………………………………………………………
２．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２１９…………………………………………………………………………………………

第五十一章　性激素类药和避孕药 ２２１………………………………………………………………………

１．雄性激素类药物 ２２１……………………………………………………………………………………………
２．雌性激素类药物 ２２２……………………………………………………………………………………………
３．孕激素类药物 ２２４………………………………………………………………………………………………

第五十二章　影响血糖的药物 ２２６……………………………………………………………………………

１．胰岛素类药物 ２２６………………………………………………………………………………………………
２．胰岛素分泌促进药 ２２８…………………………………………………………………………………………
３．胰岛素增敏药 ２２９………………………………………………………………………………………………
４．α－葡萄糖苷酶抑制药 ２３０……………………………………………………………………………………

第五十三章　骨质疏松症治疗药 ２３１…………………………………………………………………………

１．促进钙吸收的药物 ２３１…………………………………………………………………………………………
２．抗骨吸收药物 ２３２………………………………………………………………………………………………

第五十四章　脂溶性维生素 ２３３………………………………………………………………………………

１．维生素Ａ类 ２３３…………………………………………………………………………………………………
２．维生素Ｄ类 ２３４…………………………………………………………………………………………………
３．维生素Ｅ类 ２３４…………………………………………………………………………………………………
４．维生素Ｋ类 ２３５…………………………………………………………………………………………………

第五十五章　水溶性维生素 ２３６………………………………………………………………………………

１．维生素Ｂ类 ２３６…………………………………………………………………………………………………
２．维生素Ｃ［又称Ｌ－（＋）－抗坏血酸］ ２３７……………………………………………………………………
３．叶酸（又称维生素ＢＣ、维生素Ｍ）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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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　节
命题点分值分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第一部分　药剂学

１ 绪论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０

２ 散剂和颗粒剂 ４．５ ３．５ ４．０ ４．０ １

３ 片剂 ６．５ ８．０ ６．０ ７．０ ７．５

４ 胶囊剂和丸剂 ２．０ ３．０ １．５ ２．０ ３

５ 栓剂 ４．５ ５．０ ４．０ ４．５ ３．５

６ 软膏剂、眼膏剂和凝胶剂 ２．０ １．５ １．０ １．５ ３

７ 气雾剂、膜剂和涂膜剂 ２．５ ３．０ ２．０ ３．０ ２．５

８ 注射剂与滴眼液 ９．５ ８．５ １０．０ ９．０ １２．５

９ 液体制剂 ５．０ ４．５ ５．０ ５．５ ７．５

１０ 药物制剂的稳定性 ３．０ ３．５ ４．０ ３．５ ４

１１ 微型胶囊、包合物和固体分散物 ６．０ ５．０ ６．５ ６．５ ５

１２ 缓释与控释制剂 １．０ １．０ ２．０ １．５ １

１３ 经皮给药制剂 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０ ２

１４ 靶向制剂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

１５ 生物药剂学 ３．５ ３．０ ４．０ ４．０ ２

１６ 药物动力学 １．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２．５

１７ 药物制剂的配伍变化与相互作用 ３．０ ３．０ ２．５ ２．５ １

１８ 生物技术药物制剂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１

第二部分　药物化学

１９ 抗生素 ３．０ ３．５ ３．０ ３．０ ３

２０ 合成抗菌药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０

２１ 抗结核药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２

２２ 抗真菌药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０

２３ 抗病毒药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

２４ 其他抗感染药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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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　节
命题点分值分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５ 抗寄生虫药 ０ １．０ １．０ ０ １

２６ 抗肿瘤药物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５ １．５

２７ 镇静催眠药及焦虑药 ２．５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

２８ 抗癫痫及抗惊厥药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２９ 抗精神失常药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２

３０ 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药 ０ １．０ ０ ０ １

３１ 镇痛药 ２．０ １．５ １．５ ２．０ １．５

３２ 影响胆碱能神经系统药物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

３３ 影响肾上腺素能神经系统药物 ２．０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３４ 抗心律失常药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３５ 抗心力衰竭药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

３６ 抗高血压药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３

３７ 调血脂及抗动脉粥样硬化药 ３．０ ２．５ ２．０ ２．０ ２

３８ 抗心绞痛药 １．５ ０ １．０ １．０ １

３９ 抗血小板和抗凝药 １．０ １．０ ０ ０ １

４０ 利尿药 １．０ ０ １．０ １．０ １

４１ 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药 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４２ 抗尿失禁药物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

４３ 性功能障碍改善药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４ 平喘药 ０ １．０ ０ ０ １

４５ 镇咳祛痰药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１

４６ 抗溃疡药 ０ ０ ０ ０ ２

４７ 胃动力药和止吐药 ２．０ ２．５ ２．５ ３．０ １

４８ 非甾体抗炎药 ０ ０ １．０ ０ ２

４９ 抗变态反应药 １．０ ０ １．０ １．０ １

５０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２．０ １．０ １．０ ２．５ ０

５１ 性激素和避孕药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５２ 影响血糖的药物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５

５３ 骨质疏松症治疗药 ０ ０ １．０ １．０ １

５４ 脂溶性维生素 １．０ １．５ １．０ ２．０ １

５５ 水溶性维生素 ０ １．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１００分 １００分 １００分 １００分 １０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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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 "

#$

大 单 元 小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绪论 基本要求

１．常用术语

２．剂型的重要性与分类

３．药剂学的研究

剂型、制剂及药剂学

（１）剂型的重要性
（２）剂型的分类方法及其特点

药剂学的研究内容

! "

# $

１．药剂学的重点概念
药剂学的重点概念

考 点 内　容 举 例 考 频

【考点 １】药剂
学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处方设计、制备工
艺、质量控制和合理应用的综合性技术学科

★★

【考点 ２】药剂
学的研究内容

①药剂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②新剂型的研究与开发
③新辅料的研究与开发
④制剂新机械和新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⑤新剂型的研究与开发
⑥生物技术药物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⑦医药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

【考点３】制剂
是为适应治疗或预防的需要而制备的不同给药形式的具
体品种

罗红霉素片、罗
红霉素胶囊等

★★

【考点４】剂型 是为适应治疗或预防的需要而制备的不同的给药方式
栓剂、片剂、胶
囊剂、注射剂、
软膏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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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考 点 内　容 举 例 考 频

【考点 ５】剂型
的重要性

①可改变药物的作用性质
②可改变药物的作用速度
③可降低或消除药物的不良反应
④可产生靶向作用
⑤可影响疗效

★★★

２．药物剂型的分类
剂型的分类（★★★★）

分类 途径 形式 举　例

【考点 １】按给
药途径分类

经胃肠道给药
剂型

口服

*+,-.!

獉獉獉獉獉獉
/0

獉獉

注射给药

呼吸道给药

皮肤给药

黏膜给药

腔道给药

散剂、片剂、颗粒剂、胶囊剂、溶液剂、乳剂、混悬剂
等

注射剂

喷雾剂、气雾剂等

软膏剂

滴眼剂、贴膜剂等

栓剂、泡腾片

【考点 ２】按分
散系统分类

溶液型

胶体溶液型

乳剂型

混悬型

气体分散型

微粒分散型

固体分散型

芳香水剂、溶液剂、糖浆剂、甘油剂、醑剂、注射剂等

胶浆剂、涂膜剂、火棉胶剂等

口服乳剂、静脉注射乳剂、部分搽剂等

合剂、洗剂、混悬剂等

气雾剂

微球剂、微囊剂、纳米囊等

片剂、散剂、颗粒剂、丸剂等

【考点 ３】按形
态分类

液体制剂

固体制剂

半固体制剂

气体制剂

芳香水剂，溶液剂、注射剂、合剂、洗剂、搽剂等

散剂、丸剂、片剂、膜剂等

软膏剂、糊剂

气雾剂、喷雾剂等

【名师提点】本考点为历年常考，考生须重点记忆非胃肠道给药的途径，气体剂型多以单选考查，如“属于
非经胃肠道给药的剂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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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散剂和颗粒剂

! "

#$

大 单 元 小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散 剂 和 颗

粒剂

粉体学

散剂

颗粒剂

粉体的性质与应用

１．散剂的特点与分
类

２．散剂的制备

３．散剂的质量检查
与散剂的吸湿性及

实例

１．颗粒剂的特点与
分类

２．颗粒剂的制备

３．颗粒剂质量检查

（１）粉体粒子大小、粒度分布及测定方法
（２）粉体的比表面积、孔隙率、密度、流动性、吸湿性、润
湿性

（３）粉体学在药剂学中的应用

（１）特点
（２）分类

（１）物料前处理
（２）粉碎、筛分、混合的目的、意义、方法

（１）质量检查项目及限度要求
（２）散剂的吸湿性及防范措施
（３）散剂的处方分析、制备工艺及操作要点

（１）特点
（２）分类

制备工艺

质量检查项目及限度要求

! "

# $

１．粉体学
粉体学性质

性质 表示方法 测定方法 考频

【考点 １】粒子
大小

定方向径

等价径

体积等价径

有效径（Ｓｔｏｃｋｓ径）

筛分径

在显微镜下按同一方向测得的粒子径

粉体粒子投影面外接圆的直径

与粒子等体积相同球体的直径，可用库
尔特计数器测得

根据沉降公式计算所得的直径

可用筛上直径和筛下直径表示

★★★★

【名师提点】本考点为历年常考，多考查粒径大小的表示方法，考生须重点记忆Ｓｔｏｃｋｓ径，可以单选、多选形
式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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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质 表示方法 测定方法 考频

【考点 ２】粒度
分布与形状

常用频率分布表示各粒径相对应
的粒子占全体粒子群的的比例

1234

獉獉獉獉
567

獉獉
０
獉
．５～１００
獉獉獉獉獉

89:;

獉獉獉獉
<=>4

獉獉獉獉
5?7@ABC/

獉獉獉獉獉獉獉
DE/

獉獉
D

FGH

獉獉獉
DIJ!KL:;MN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OP4

獉獉獉
567

獉獉
１００
獉獉獉

89QR:;

獉獉獉獉獉獉
SM4

獉獉獉
567

獉獉
４５
獉獉

89QT:;

獉獉獉獉獉獉

★★★

【考点 ３】粉体
的比表面积

是粒子粗细、固体吸附能力的一
种量度

气体吸附法

气体透过法（只能测定外比表面积） ★★★

【考点４】密度 UVW

獉獉獉
＞
獉

X:VW

獉獉獉獉
＞
獉

YVW

獉獉獉
★★★

【考点 ５】孔隙
率

总孔隙＝粉体内孔隙＋粉体间孔
隙

孔隙率＝（粉体内孔隙容积 ＋粉体间孔
隙容积）／粉体总容积
＝（粉体总容积－粉体自身容积）／粉体
总容积

★★

【考点 ６】流动
性

Z[\]^

獉獉獉獉獉
_ `ab

獉獉獉
_`cd

獉獉獉
]e

獉獉
'Z[\f

獉獉獉獉
４０
獉獉

ghijkl

獉獉獉獉獉獉
mn

獉獉
)

真密度＝粉体质量／粉粒自身容积

粒密度 ＝粉体质量／（粉粒自身容积 ＋
粉粒内孔隙容积）

堆密度 ＝粉体质量／（粉粒自身容积 ＋
粉粒内孔隙容积＋粉粒间空隙容积）

★★★★

【名师提点】本考点考生只需了解真密度、粒密度、堆密度的含义，掌握影响流动性的因素

【考点 ７】吸湿
性

ＣＲＨ具有水溶性的药物粉末在
较低相对湿度环境时一般不吸
湿，但当相对湿度提高到某一定
值时，吸湿量急剧增加，此时的相
对湿度称为ＣＲＨ

ＣＲＨ
獉獉獉

]b

獉獉
_]opqr

獉獉獉獉獉
Ｅｌｄｅｒ
獉獉獉獉獉

st

獉獉
ＣＲＨＡＢuＣＲＨＡv

ＣＲＨＢ'w

獉
xyMz{|}

獉獉獉獉獉獉獉
)

★★★★

【名师提点】考生须掌握ＣＲＨ的相关知识，其中ＣＲＨ可作为药物吸湿性指标。根据 Ｅｌｄｅｒ假说，水溶性药
物的混合物的相对湿度与成分所占的比例无关，常以单选形式考查

【考点８】润湿性 接触角 其值越小，粉体润湿性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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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散剂
散剂性质

考 点 内　容 考 频

【考点１】概念
系指一种或数种药物与适宜的辅料经粉碎、均匀混合而制成的粉末状制剂，
可内服也可外用

★★★

【考点２】特点

①粉碎程度大，比表面积大，易于分散，起效快
②外用覆盖面积大，可以同时发挥保护和收敛等作用
③贮存、运输、携带比较方便
④制备工艺简单，剂量易于控制

★★★

【考点３】分类
①按组成药味多少，分为单散剂与复散剂
②按剂量，分为分剂量散和不分剂量散
③按用途，分为溶液散、煮散、吹散、内服散、外用散等

★★★

散剂制备工艺

工艺 目的 方　法 考频

【考点１】前处理 ★★

【考点２】粉碎
减小粒径，
增 加 比 表
面积

①闭塞粉碎：粗、细粒反复粉碎
②自由粉碎：达到粉碎粒度的粉末排出而不影响粗粉，继续粉
碎的操作
③开路粉碎：连续把粉碎物料供给粉碎机并不断取出已粉碎
的细物料
④循环粉碎：粗粒重新回到粉碎机反复粉碎
⑤干法粉碎：物料干燥状态下粉碎
⑥湿法粉碎：药物加液研磨，可降低吸附力
⑦低温粉碎：�?K�����d��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_�d���dP�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z��Q��I���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zI��������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⑧混合粉碎

★★★★

【名师提点】本考点中，考生须掌握粉碎的方法分为哪几种，重点掌握闭塞粉碎，自由粉碎和低温粉碎的相
关内容

【考点３】筛分

将 粒 子 群
按 粒 子 的
大 小、比
重、带电性
以 及 磁 性
等 粉 体 学
性 质 进 行
分离

①药典标准筛：１～９号
②工业用标准筛：� 

獉
¡¢£S¤

獉獉獉獉
_¥Q¦§¨©WTzS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ª« ¢£

獉獉獉獉獉
③影响筛分因素：⊙粒径范围：:W]¬Sª®;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_]op

獉獉獉
M¯

獉獉
；⊙水分含量；⊙粒子形状、表面越不规则，越难筛分；

⊙筛分装置参数：筛面的倾斜角度、振动方式、运动速度等
④ＣＨ．ｐ规定固体粉末等级：最粗粉、粗粉、中粉、细粉、最细
粉、极细粉（背诵技巧：粗中不超过，细粉不少于，先过一二四，
再过五六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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