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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人们对新课程观的理解，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

基本条件。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

作，而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开发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成为当

务之急。

在执行新课程计划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教

师应该成为学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学生应

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应当学会主动地

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为自身的学习、实践、探

索性活动服务。

为此，我们开发了《中学理科课程资源》丛书。这套

丛书共３６本，分为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方面。根据新

课标的改革方向，每个方面又分为教学、百科和新方位三

个方向，是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而编写的精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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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理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说到底是为了学

生的发展而展开的，让每一位理科教师在进行理科课程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时能更多地关注学生自身存在的一切

资源，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多种潜能，为学生以后能主动学

习、主动探索、主动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理科方

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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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化学与医疗

化学是一门基础自然学科，在许多方面如材料、能

源、药物治疗等都对人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化学的发

展能够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关系到人类

自身健康的医疗方面也同样如此。

由于对物质性质与应用的研究，开发出许多对人类

有用的新物质，因此新物质或新材料的制造变成化学家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例如新医药的发明，合成纤维以及陶

瓷材料的开发等。制造业者再将这些新的物质或新的材

料制造出各种不同的产品，供人们在生活中来使用。

任何自然科学的最终目标都是要为人类造福，使人

类的生活更美好。化学也不例外，以化学本身研究对象

的特点出发，化学研究应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１）保证人类生存：诸如解决人类粮食、能源、合理使

用自然资源以及保护环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２）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诸如合成新的材料，物质的

净化和纯化等，均使人类衣、食、住、行的条件有大幅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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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和提高。

（３）延长人类的寿命：诸如探名生命过程中的化学奥

秘，合成新的药物等。

可以看到，化学是医疗中的主导，医学治疗过程中绝

大部分应用了化学知识。化学的确是人类进步的关键，

在与人类健康最紧密的医疗方面也是如此，包括在生物

制药及辅助治疗等相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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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化学药物与人体健康

１９００年，在美国出生的一名男子，经过检查得知期

望寿命只有４７岁，但是今天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名男子

的期望寿命大约是７５岁。这个难以置信的进步可以主

要归功于药物化学家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当数抗菌素

的开发。

１９世纪以前，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很多人得到细

菌感染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后来化学家开始研究预防

和治疗细菌感染的难题，他们用合成布料的染料，包括某

些带有称做氨磺酰基官能团的化合物中得到的化合物进

行试验，观察其中是否有可以杀死细菌的化合物。１９３２

年，他找到了一种叫做“Ｐｒｏｎｔｏｓｉｌ”的红棕色的染料。有

效地治愈了受细菌致命感染的老鼠。于是他用此药对一

位因患细菌性血中毒已处于无望状态的孩子进行了试

验，使她得以康复。

从此，化学家制备了许多像这样的含有氨磺酰基的

新型药物，即磺氨药物、磺胺的广为使用，现在有时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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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临床。某些药物可以杀死细菌而不伤害人畜的发现，

开辟了一个主要的新研究领域，于是许许多多性能更好

的抗菌化合物就此不断地被创造或发现出来。正如后面

将介绍的那样，它们仍然是活跃的研究课题。

生物化学方面的发展和研究，证实了人和细菌在生

物化学方面是不同的。细菌要制造叶酸的基础维生素，

而磺胺能够阻碍细菌中制造叶酸的酶；没有叶酸，细菌基

因不能存活。人体内没有这种酶，人们可从食物中获取

叶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因为人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缺

陷，反而使人得到安全。这种缺陷是，人类不能制造一种

重要的维生素（但是可以从食物中得到它）。

发现治疗细菌感染的磺胺药物的过程是一个随机筛

选过程，称之为“随机”，是因为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理

由可以期望一种衣用染料会是一种选择性的杀菌剂。如

今随机筛选方法的应用仍然非常普遍。但是，如果有了

更多的生物化学信息，药物化学家也越来越多地用另一

种称之为合理药物设计的方法，用以设计和制造具有所

期望的生物效应的特殊分子。有时仍然会发现，有些为

了特殊医疗问题作为合理药物而设计的化合物却失败

了，而通过随机筛选后成为其他用途的“非合理设计的”

药物。

治疗细菌感染的磺胺药物的发现，是化学领域对人

体生命的一个重大的发现，但不是最早的。用于表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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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消毒剂，如碘或苯酚比它还要早些，此外还有麻醉

剂。酒精是最早的麻醉剂之一；过去曾经用过让患者在

疼痛的手术之前先使之酒醉的办法。后来发现乙醚更加

有效，从而使无痛外科手术和牙科手术成为可能。自那

以后，又发明了许多更好的麻醉剂，包括像普鲁卡因

（Ｎｏｖｏｃａｉｎ）这样的局部麻醉剂在内。如果没有麻醉剂，

现代的外科手术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有了大量先进的仪器和设备，以及治疗人类各

种疾病的药用化合物基本齐全，人的寿命得到大大的提

高，虽然对于许多重要的疾病还不是完全有效。除去抗

菌素外，现在还有抗病毒剂和抗真菌剂，以及用于寄生虫

病的药物。不过，更好的抗病毒剂和抗霉菌剂仍有需要。

人们已经有了处理中风和心绞痛的药物和用来处理溃疡

病的药物，也已经有了止痛药和抗抑郁药，以及处理各种

激素缺乏症的化合物，还有抗组胺剂，控制运动疾病的药

物和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抗癌药和抗艾滋病的药也已经

有了，但是这些病还未能完全控制。

尽管很多的致病细菌能得到控制，但还是有些细菌

对药物有一定的抗药性，这成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

当常用的抗菌素杀死绝大多数能引起感染的细菌时，有

少数细菌活了下来，因为它们的生物化学改变得使之对

于当前使用的抗菌素产生免疫性。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

一种“适者生存”。由于这些危险细菌的存活使人类的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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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在着疑问，为了更加安全，应当发明一些这些新菌株

无法抗拒的新抗生素。

例如，青霉素在杀菌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有些细

菌已经有了能破坏青霉素的酶。开发具有青霉素化学结

构的变种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它们将不能被细菌的酶

所破坏；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寻找可以阻塞这类细菌酶的

药物，使得青霉素仍可以起作用。

现在世界上的几大难以解决的疾病之一的艾滋病

（ＡＩＤＳ），它是一种破坏人体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是摆

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这种病毒使细胞产生一种特殊

的酶。它在病毒的生命循环中是关键性的一步。药物化

学家正致力于设计能阻断这种酶的药物，从而使感染停

止。以有关酶反应的知识为基础，用的是合理药物设计

的方法。可是，这种病毒可以很快地改变它的生物化学，

生成的新品种就再也不能用这些药物使之失活了。许多

科研实验室和工厂实验室的药物化学家组成的大军和这

种危险的病毒之间的战斗正在进行着。我们能否战胜或

者会是怎么样，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ＨＩＶ也不是人类唯一的最严重的病毒敌人。

很多的引起流行性感冒的病毒也时刻的威胁着人们，对

于病毒感染至今有效的处理方法屈指可数。找寻抗病毒

药是很多医药公司的普遍课题。

几乎每家医药公司都有一项抗癌药的计划。有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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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看来是可行的。有一种方案是：化学家试着建议或发

明新的能杀死癌细胞而不伤害正常细胞的化合物。这是

一场艰苦的挑战，但是已经制出了一些有效的药物，而且

会越来越多。另一种方案是，化学家致力于开发能改变

癌细胞行为的药物，使它的活动趋于正常。已经有了不

少好的苗头。但是如果缺少了化学家、生物化学家和生

物学家的共同努力，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另一个目前有较大兴趣的领域与器官移植有关，例

如把一个健康的心脏移植到患者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

在于人体把这样一种移植的心脏认作一种异物而试图排

斥它。为了使器官移植能够成功，关于能阻碍这种排异

性的新药用化合物的研究非常活跃。

当化学药物使人们的生命过程延长时，人们就可以

尝试着来关心随着年老而带来的问题了，其中之一是早

老痴呆症（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它破坏很多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医药公司和科学实验室正在试图开发出迎接这

一挑战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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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呼吸系统和
消化系统药物

第一节　呼吸系统药物

盐酸溴己新

【药物名称】盐酸溴己新 Ｂｒｏｍｈｅｘ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
ｒｉｄｅ［基］

【药物别名】溴己铵、溴苄环己铵、必嗽平、盐酸溴已

新、必消痰、必漱平、溴苄环已胺Ｂｉｓｏｌｖｏｎ
【制剂规格】片剂：４ｍｇ、８ｍｇ；注射液：１ｍＬ；２ｍｇ；

１ｍＬ：４ｍｇ。

【药理毒理】本品可直接作用于支气管腺体，促使粘

液分泌细胞的溶酶体释出，使痰中的粘的糖纤维分化裂

解；还可抑制粘液腺和杯状细胞中酸性糖蛋白的合成，使

之分泌粘滞性较低的小分子糖蛋白，从而使痰液的粘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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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易于咳出。此外，还可刺激胃粘膜反射性地引起

呼吸道腺体分泌增加，使痰液稀释。

【药动学】口服后１ｈ见效，３～５ｈ作用最强，可维持６

～８ｈ。大部分随尿排泄。

【适应证】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等粘痰不易咳出。

【不良反应】偶有恶心、胃部不适、血清转氨酶有暂时

升高等。

【相互作用】与四环素合用，能增加支气管分泌液中

四环素的浓度。

【用法用量】口服：成人８ｍｇ～１６ｍｇ／次，３次／日。

肌注：４ｍｇ～８ｍｇ／次，１～２次／日。静脉推注：４ｍｇ～

８ｍｇ／次，１～２次／日。静脉滴注：８ｍｇ／次，１次／日。

【注意事项】胃溃疡病人慎用。

盐酸氨溴索

【药物名称】盐酸氨溴索Ａｍｂｒｏｘｏｌ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药物别名】溴环己胺醇、氨溴醇、沐舒坦、贝莱片、兰

勃素 Ｍｕｃｏｓｏｌｖａｎ、Ｌａｎｂｒｏｘｏｌ
【制剂规格】胶囊剂：７５ｍｇ。糖浆剂：３０ｍｇ／５ｍＬ。

注射剂：１５ｍｇ／２ｍＬ。

【药理毒理】盐酸氨溴索具有促进粘液排除的作用及

溶解分泌物的特性。它可促进呼吸道内粘液分泌物的排

除，因而显著促进排痰，改善呼吸状况。应用本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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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病人的粘液分泌可恢复至正常状况。咳嗽及痰量通

常显著减少，呼吸道粘膜的表面活性剂能发挥其正常的

保护功能。由于该药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因此可长期

使用。

【药动学】口服吸收良好，生物利用度为７０％，Ｔｍａｘ约

２ｈ，Ｔ１／２为７．５ｈ，作用约持续１０ｈ，主要经肝脏代谢。

【适应证】伴有呼吸道异常分泌的急慢性支气管炎、

喘息性支气管炎和支气管哮喘。

【不良反应】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

【相互作用】与抗生素如阿莫西林、头孢呋新、红霉

素、强力霉素同时使用，可导致抗生素在肺组织浓度

升高。

【用法用量】缓释剂口服：７５ｍｇ／次，１次／日。

片剂：成人每次３０ｍｇ，每日３次，严重者可增至

６０ｍｇ／次，每日２次，餐后以液体送服。

糖浆：成人及１２岁以上的儿童：１０ｍＬ／次，每日２
次；６～１２岁的儿童：５ｍＬ／次，每日２～３次；２～６岁儿

童：２．５ｍＬ／次，每日３次；１～２岁儿童：２．５ｍＬ／次，每日

２次。此为初始剂量，１４天后剂量可减半。服药时应在

餐后以液体送服。

针剂预防治疗：成人１安瓿，每日２～３次缓慢静脉

注射，重者可增至每次２安瓿；６岁以上儿童１安瓿，每

日２～３次；２～６岁儿童１／２安瓿，每日３次；２岁以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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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１／２安瓿，每日２次。婴儿呼吸窘迫综合征３０ｍｇ／ｋｇ／

日，分４次给药，静脉输注时间至少５分钟。

【注意事项】胃溃疡患者及哺乳期妇女慎用。对妊娠

和哺乳的影响：临床前试验及用药２８周后的大量临床经

验显示，对妊娠没有不良影响。但妊娠期间，尤其是妊娠

前三个月应慎用药物。药物可进入乳汁，但治疗剂量对

婴儿无影响。

碘化钾〔典〕

【药物名称】碘化钾〔典〕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Ｉｏｄｉｄｅ
【药物别名】Ｉｏｄｉｄ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ＫａｌｉｉＩｏｄｉｄ、ＫａｌｉｉＩｏｄｉ－

ｄｉ、Ｐｏｔ．－Ｉｏｄｉｄｅ
【分子式成分】分子式：ＫＩ。分子量：１６６．００。性状：

无色结晶或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味咸、带苦；微有引湿

性。在水中极易溶解，在乙醇中溶解。

【制剂规格】片剂：１０ｍｇ／片。合剂：每１００ｍＬ中含

碘化钾５ｇ，碳酸氢钠２．５ｇ，氯仿适量。滴眼剂：碘化钾

１０～３０ｇ，尼泊金０．３ｇ，蒸馏水加至１０００ｍＬ。复方碘口

服溶液：为含碘５％、碘化钾１０％的水溶液。

【药理毒理】碘为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当人体缺

碘时，甲状腺体呈代偿性肥大，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可

用含碘食盐（食盐中含０．００１％～０．０２％的碘化钾）或海

带及其它含有机碘的海产品，或肌内注射碘化油等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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