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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化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研究物质

的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

律和调控手段的一门科学。今天，化学已成为材料科

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的重要基础，成为

推进现代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并为

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

和粮食危机等，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化学课程倡

导从学生素质的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发挥学

科自身的优势，将科学探究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

去学习，使获得化学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也成为理解化

学、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

值观的过程。

化学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化学人



才的重要手段。为全面提高化学教育的质量，为了更

好的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的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

一系列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特推出本套丛书。其中

涉及了中学化学教育、新世纪化学动向、化学常识等

多个方向，能够帮助教师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形成良好

的教学体系，引导学生对化学这一学科有一个更全面

的了解。

本套丛书集知识性与实用性于一体，是学生在学

习化学知识及教师在进行引导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化学

方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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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药物研究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生病应该去看医生，这

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如果没有药物，医生的医术再高明，

恐怕也会束手无策，这就好比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

药物的制得与化学水平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往往在化学上

有所突破的时候，药物研究和制得就有了提高。治病救人

的药物有了新的提高，也反过来说明了化学水平的向前推

进。因此可以说，化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

健康水准。

能够对人类的健康起到保护作用的药物必须符合质量

标准，而假药和劣质药就会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正确

并合理地使用药物可以治疗疾病，挽救危重病人的生命，不

合理地使用药物常常会造成药害，甚至会造成重大医疗

事故。



中学化学课程资源丛书
ｚｈｏｎｇｘｕｅ　ｈｕａｘｕｅ　ｋｅｃｈｅｎｇ　ｚｉｙｕａｎ　ｃｏｎｇｓｈｕ

２　　　　

第一节　药物的基本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物这样定义：药物

是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

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从这个定义来

看，药物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药物不仅用来治疗疾病，

而且还包括用于预防疾病和诊断疾病的物质。人的疾病可

以是由于外界病原物质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所引起的，

也可以是因为人体的生理机能调节失去平衡或出现故障而

造成的，例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因此药物也包括用于调节

人体机能的物质。

药物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物质，目前使用的药物主要可

分为三大类：①天然来源的，如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来源

的药物；②化学合成的药物，我们通常所说的西药，绝大部

分是由化学合成而来的；③微生物来源的药物，如抗生素

类。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些药物用生

物工程方法来制备。所以这种分类方法并不是绝对的。有

些原来来源于天然物或微生物的药物，现在已可以用化学

合成方法制得了。有的药物还可以以天然物中的成分为起

始原料经化学合成制得，即所谓“半合成”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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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天职是保护人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它就负有神

圣的使命。为了保证药物是安全和有效的，就必须保证药

品的质量。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的情况对药品质量作了具

体的规定，包括它的理化性质、鉴别方法、杂质的检查项目

和具体检查方法、允许的限度以及含量的规定和测定方法。

药品应该尽可能的纯，但是要做到绝对的纯，就会使生产药

品的成本过高，价格也会很贵。实际上并不需要药品是绝

对的纯，因为一定限度杂质的存在对人体不会造成危害，只

要规定允许存在的限度就可以了。但有些杂质对人体的毒

害很大，就不应允许在药物中存在。因此，药物的含量必须

有明确的规定，以限制其杂质的含量。各国颁布的药典，对

临床上应用的主要药物的质量都有具体的规定，对于未收

载在药典中的药物，而又是临床上比较常用的或是新发现

的药物的质量，也由有关部门制定了质量标准作为药典的

补充。例如在我国，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还颁布了一些药物的地方法规，作为对

药典的补充。随着新药的不断出现和有些药物由于治疗作

用不够理想或发现其毒副作用严重，它们被逐步淘汰。目

前各国均定期对药典进行修改。

由于药物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所以

不达标的药品就是不合格品。药品绝对没有“处理品”或

“等外品”，这一点是和其他商品不同的。作为商品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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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是神圣和特殊的，从这一点上就可以充分地体现

出来。

那什么算是假药呢？按照我国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起施

行的《药品管理法》中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假药：

（１）药品所含成分的名称与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药品标准规定不符合；

（２）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处理：

（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

（２）未取得批准文号生产的；

（３）变质不能用的；

（４）已经污染，不能药用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识别假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

无法从表面上看出它所含的成分是否与药品标准规定符

合，或是否用他种药品冒充，或是否药物已被污染或已变

质。这些必须靠专业人员用药品标准规定的方法来化验才

能知道，这也是卖假药的人容易得逞的原因之一。

为了便于让普通人能够识别假药，《药品管理法》规定，

药品包装必须按照规定贴上标签并附有说明书，标签或者

说明书上必须注明药品的品名、规格、生产企业、批准文号、

产品批号、主要成分、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和

注意事项。一个药厂在生产一种药品之前必须得到药品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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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即得到批准文号。例如，京卫药准字

（９１）第００９号，表示是北京卫生部门批准的药品，（９１）第

００９号为１９９１年批准的第００９号文件。凡是药品上标签

含混不清，没有批准文号或生产批号的，起码是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药品，也可能就是假药。保健品也不应被误认为是

药品，保健品的标签上也有批准文号，它的写法是“健准字”

而不是“药准字”，这一点也必须要分清。

对于劣质药品，《药品管理法》也有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药品为劣药：

（１）药品成分的含量与国家药品标准或省、自治区、直

辖市药品标准规定不符合的；

（２）超过有效期的；

（３）其他不符合药品规定的。

人们无法从外表上看出药品成分的含量与药品标准规

定的是否相符，但可以从有效期上加以辨别。在药品包装

盒或药物的标签上必须印有生产批号，生产批号一般就是

生产日期，例如９９０９０１，就表示是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生产

的。标签或包装盒上有些是注明有效期的，有的则未加注

明，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是１～３年。中成药没有规定有效

期，但一般都要求注明生产批号，应选择近期生产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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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药物的使用

临床上使用的各种药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毒性和副作

用，不能随意使用，也不能未经大夫许可同时使用几种药

物。为了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在应用药物时，必须按照药

物标签上的使用方法、剂量或医嘱来使用，不可任意改变。

为什么有这些“清规戒律”？

药物要想发挥治疗作用，必须满足一个基本的条件，

那就是它必须可被身体吸收并在体内达到一定的浓度。

否则，药物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药物必须以一

定剂型给药，不论使用什么样的剂型，药物都有从剂型中

释放出来的问题，然后才是被体内吸收和发挥治疗作用。

因此，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或称

三个相。但是这三个相不是截然分开的，也就是说不是

等药物全部从剂型中释放出来后才开始吸收，而是不断

地释放出不断地被吸收。药物从给药部位释放出后进入

血液循环的过程称为药物的吸收。药物从血液中到达作

用部位的过程称为分布。药物在吸收分布的过程中有可

能被体内的各种酶或肠道中的菌类作用，在化学结构上

发生变化，转变为生理作用很弱或生理作用加强的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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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种过程称为代谢或生物转化。药物在吸收、分布过

程中，可能未经生物转化或经过生物转化后被排出体外，

这个过程称为排泄。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

泄统称为药代动力学相。到达作用部位的药物或其经生

物转化后的化合物，与特定的靶点（称为受体）相结合而

产生生理作用，这个过程属药效相。

药物发挥药效作用靠的是物理扩散现象，其扩散速

度与膜两边药物的浓度差成正比。当Ｃ０（药物在膜外的

浓度）大大地超过 Ｃ（药物的膜内浓度）时，则扩散速度

快，当Ｃ０接近于Ｃ时，则扩散速度慢。我们希望药物能很

快地到达血液中，然后又很快地到达作用部位，从而很快

地发生作用。因此药物吸收、分布的难易对药效的产生

影响很大。

药物从制剂中的释放与制剂做得好坏和制剂的类型关

系极大。药代动力学相和药效相受药物的化学结构影响。

药物在人体血液中的浓度称为血药浓度。每天的给药次数

取决于药物的血药浓度的变化情况。药物的生理作用有强

有弱，生理作用强的一般需要的剂量较小，反之则需要的剂

量较大。不论药物的剂量是大是小，都必须在一定期间内

（即治疗过程中）维持一定的血药浓度，这样才能起到有效

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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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血液浓度－时间曲线与药效关系示意图

图１－１是说明给药后血液中药物浓度的变化情况。

给药以后，血中药物浓度在药物被吸收的过程中逐渐升高，

在吸收完成时，血药浓度渐渐下降。下降是由药物的分布

和排泄、代谢引起的。这里要说明的是，药物的吸收和药物

的分布、排泄等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而是交替进行

的，血药浓度的变化是这些过程的总结果。血药浓度达到

有效水平所需的时间称为起效时间，血药浓度保持在有效

水平以上的这段时间为药物作用的持续时间。在血药浓度

快要下降到有效水平时，就应该第二次给药。如此反复给

药，使得血药浓度维持在有效水平以上并达到一定的期限

（即一个疗程）。第二次给药的时间，决定于这种药物的持

续时间的长短。服药的频率是由测定血药浓度变化及这种

药达到有治疗作用时的药物浓度决定的。血药浓度低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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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水平时，有时反而有害。例如抗菌药在血药浓度处于有

效水平时，才能抑制细菌的生长或杀死细菌；低于有效水平

时，则不能抑制或杀死细菌，还可能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因

此必须按医嘱或药品说明书所规定的服药次数来用药。那

么是不是一天多用几次药会有好处呢？其实不然，药物在

体内的浓度过高一方面是个浪费，另一方面还可带来副作

用甚至毒性。

服药时间一般可分为空腹、饭前、饭时、饭后、睡前五

种。有些药物必须在指定的时间给药才能发挥最好的治疗

作用。例如，有些驱肠虫药要求在空腹、半空腹时服用，才

能达到好的驱肠虫作用。因为肠虫是寄生在肠道里的，它

附着在肠壁，吸取宿主的营养。驱肠虫药一般是将寄生虫

麻痹后使它们不能再附着在肠壁上，使之容易被排出。空

腹和半空腹时药物可以直接接触肠虫，很快达到麻痹肠虫

的目的。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例如氢氧化铝、三矽酸镁

等，在胃内可形成一层保护膜，使溃疡的胃壁不受胃酸的侵

蚀，所以要在饭前服用。因为在吃饭时，由于条件反射会刺

激胃酸的分泌，因此，饭前服用的保护作用较好。抗肠道感

染的药物也是在饭前的治疗作用较好。有些助消化的药物

如胃蛋白酶、淀粉酶，可以改善病人的消化功能，它们必须

在吃饭时服用才能发挥作用。安眠镇静药必须在睡前１小

时服用，因为药物吸收、分布要有一段时间，若药物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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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你已经躺在床上，则很快就能入睡了。凡没有注明服

药时间的药物，一般都是饭后服用。所谓饭后是指在吃完

饭以后１５～３０分钟内服用，不是吃完饭后立即服用。因为

刚吃完饭，胃内的食物很多，药物服下去后会影响它的分解

和吸收速度，从而影响药效的发挥。

一、剂型与疗效

一种特定的药物在发挥作用的快慢和好坏上，与使用

什么剂型很有关系。药物如果做成液体剂型，也就是将药

物溶解在水或加有助溶剂的水溶液中，经口服（或注射）给

药，到体内就是个被吸收的问题。但药物若做成固体剂型，

则药物进入人体内（例如口服至胃中）后，首先是药物要从

固体状态中溶解出来，然后才能被吸收。因此，固体剂型的

药物发挥疗效，一般比液体剂型的药物所需要的时间长一

些。固体剂型中的药物溶解速度被称为溶出速度，它与药

物粉末粒度的大小、结晶形态、使用的辅料（做成固体剂型

时需要根据制作的需要加入不同的辅料）有很大的关系，当

然它也与药物本身是否容易溶于水很有关系。一般来说，

药物的粉末粒度愈细，则愈容易溶解。药物的晶型对其溶

解的快慢也有影响。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的溶剂中或不同

的结晶条件下，可以析出形状不同的结晶。例如，一种肾上

腺皮质激素甲基泼尼松，因其Ⅱ型晶体的溶解度比Ⅰ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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