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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药物化学"作为#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也是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国家精品课程#药物化学与工艺$教学内容的纸质教材%供高职药品类&药学类专业教学

使用'

#药物化学与工艺$课程是依托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平台%与七

家企业一线专家合作%以化学制药工艺和技术具体项目和任务为载体%以 #理实 "一

体$&#教 "学 "做融合$为原则%以基于工作过程和教学情境设计为基本手段%促进学生

对药物化学基础知识掌握和实践技能提升%具有职业倾向性的课程%并经过反复实践%

不断更新%正趋于成熟' 目前课程已成功立项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为了使课程建设成果能够被更多的院校&更多的老师和更多学生共享%在第四军医

大学出版社的组织下%我们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联合九所院校的老师进行修订%一是把

该课程建设的最新理念和思路传播出去%二是通过广泛参与使课程内容吸收更多学校

在本课程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使课程内容更加完善%编写的教材更具普适性'

本教材在修订时%充分考虑到教学对象的职业特点%强化技能培养%突出实用性%与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药物化学与工艺$的内容和框架进一步对接%实现教材为课程服

务的目标' 因而修订的特点在于(

#$按照药物作用的系统部位序化内容!本书在原教材框架的基础上%按照药物作

用的系统部位将部分内容进行了整合%如将原麻醉药与辅助麻醉药中的全麻药&原呼吸

系统药物与抗组胺药中的平喘药并入中枢神经系统)将麻醉药与辅助麻醉药中的局部

麻醉药&抗胆碱药&原呼吸系统药物与抗组胺药中的抗组胺药&原心血管系统药物中的

作用于肾上腺素能系统的药物整合为外周神经系统药物%使结构上更具科学性并易于

理解学习'

%$以普适性和典型性结合组织内容!本书在内容修订时%每类药物在典型药物的

稳定性和体内代谢的基础上%对有代表性的合成原理及工艺进行介绍%删除了一些不典

型的合成过程%确保学生掌握的质量%做到以质换量'

&$按照前瞻性和经典性结合遴选药物!本书按照#广泛&进展&经典$的原则遴选药

物%在选择药物时既考虑了学生学习的广度%对最新进展的新药进行了系统介绍%同时

保留了有多年用药历史的经典药物'



'$将权威性和实用性结合编写内容!本书药物结构式按照!中国药典" *%(#( 年

版+的书写格式%保持了与权威书籍的一致' 同时教学内容与最新的!国家基本药品目

录"*%(#% 年版+和!%(#&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有效衔接'

由于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教材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师生&同行

和专家批评指正'

编!者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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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药物化学的定义与内涵"药物名称的分类#

熟悉!药物化学研究的内容与任务"药物杂质的概念和来源"药物化学学

习的基本要求#

了解!药物化学起源与发展#

!!

一!药物化学的研究内容与任务

!一"药物化学及其研究的对象

药物是指具有预防!缓解!诊断!治疗疾病及调节机体生理功能"能够促进机体的康

复和保健的物质# 根据药物的来源不同"可分为天然药物!化学合成药物和生物制品#

化学药物是指从天然矿物!动植物中提取的有效成分以及经化学合成或生物合成

制得的"具有药物的功效并且化学结构确切的药物# 目前临床应用的大多数药物是化

学药物# 化学药物一般分为无机药物!有机合成药物!由动植物或微生物代谢产物中提

取的天然药物三大类#

药物化学是研究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制备方法!理化性质!构效关系!生物效应!体

内代谢!调剂和贮存过程的化学变化以及寻找新药的途径和方法等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它与生物化学!药理学!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和计算机等多学科相互渗透"并与药

物制剂技术!药物分析技术!化学制药工艺技术!新药设计甚至药事管理与法规等课程

密不可分"是药学领域的一门重要的应用性学科#

药物化学的英文名称经历了从 "#$%&$'()*+'$,'#(&+-*%.到 &(/+'+0$,'#(&+-*%.的变

迁# 药物化学始于天然药物有效成分的提纯和结构研究"后来逐步发展到药物的化学

合成!构效关系及结构改造等领域"称为 "#$%&$'()*+'$,'#(&+-*%.# 随着化学结构与药效

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机制!代谢与转运过程等临床药学研究的发

展"药物化学覆盖的内涵不断丰富"于是药物化学的英文名称改为 &(/+'+0$,'#(&+-*%.#

!二"药物化学的主要任务

12为有效$合理应用现有化学药物提供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化学药物的结构与理

化性质!化学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为药物剂型的选择与制备!药物的分析检验!药物的贮

存和保管服务# 通过研究药物的结构与体内代谢!生理效应之间的关系"为临床合理用

药和药物间的配伍禁忌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研究药物的构效关系"为药物的结构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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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供必要的基本理论和技能# 同时为药物制剂技术!化学制药工艺技术!药物分析检

验技术和药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32为生产化学药物提供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方法和工艺!通过研究不断优化化

学药物合成路线和工艺条件"寻找和发展新原料!新试剂!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艺"降低

药品生产成本"提高药品的产量和质量"在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医疗保健的需求# 在几十年的发展后"这方面已衍生出了一门学科分支$$$化学

制药工艺学%技术&#

42为探索和开发新药提供新颖的途径和方法!不断创制开发新药"是近代药物化

学学科的首要任务# 新药研究的首要步骤是先导化合物的发现"通过综合运用化学!生

物学和计算机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研究化学药物的结构和生物活性间的关

系"探索先导化合物设计的途径和方法"创制疗效好!毒副作用低的新药是当今药物化

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方面也已经衍生出了一门学科分支$$$药物设计学"随着计算

机技术和生命科学的相互渗透"开拓了新药研究的新领域"即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以上药物化学任务的三个方面"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学内容应该有所侧重# 高

职高专药学专业的药物化学课程"着重于药物化学三个任务的第一方面"突出临床药物

化学"即为有效!合理地应用现有化学药物提供理论基础"使学生能够利用现有药物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临床药学服务#

!!

二!药物化学的起源与发展

人类应用动植物!微生物乃至矿物等天然物质治疗疾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

前# 但直到 15 世纪"才形成了一门科学$$$药物学"包罗了药物化学!药理学!天然药物

化学和药剂学等内容# 随着有机化学的发展和现代分离技术的兴起"药物化学从药物

学中分化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应用学科#

最早的药物化学是从动!植物中提取天然活性有效成分# 例如"从阿片中提取分离

具有良好镇痛作用的吗啡%&6%"#+0("1784 年&"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分离具有抗疟疾作

用的奎宁%9)+0+0("1734 年&"从颠茄中提取分离解痉药阿托品%$*%6"+0("1544 年&"从草

麻黄和木贼麻黄中分离麻黄碱%("#(/%+0("177: 年&等#

15 世纪初期"随着有机化学合成技术的提高"化学工业迅猛发展"人们开始从一些

有机化合物中筛选具有药理作用的药物"如用氯仿%'#,6%6;6%&&和乙醚%(*#(%&作为全身

麻醉药"水合氯醛%'#,6%$,#./%$*(&作为镇静催眠药应用于临床"接着阿司匹林%$-"+%+0&!

安替比林%$0*+".%+0(&作为解热镇痛药"亚硝酸酯类作为血管扩张药在临床的应用"标志

着人们已经开始用有机化学的方法改变天然化合物的结构"从而获得理想药效的药物"

药物化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并逐渐形成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

38 世纪 48 年代百浪多息和磺胺药物的发现"使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有了有效的

药物"并创立了药物的代谢拮抗学说"陆续合成了许多磺胺类药物"并在这一学说的指

导下"发现了许多抗寄生虫药!抗菌药!抗病毒药和抗肿瘤药'<8 年代青霉素在临床的应

用"开辟了从微生物代谢产物中寻找抗生素的途径"使药物化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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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发展#

38 世纪 =8 年代以来"新的药物大量应用于临床# 如抗精神失常药和甾体激素类药

物等# 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机制和代谢过程也逐渐被阐明"从而改变了过去单纯从化学

结构寻找显效基团"进而进行结构修饰和衍化的方法"开始联系机体的生理生化过程来

发现新药#

38 世纪 >8 年代以来"对受体和通道的研究不断深入"发现了许多受体和通道的亚

型"促进了受体和通道激动剂和拮抗剂的发展"开始寻找特异性的作用于某一受体或通

道亚型的药物"提高选择性"减少毒副作用# 如 受体阻滞剂用于心血管系统!?

3

受体阻

滞剂用于治疗消化道溃疡和钙拮抗剂用于高血压等#

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精密分析测试技术如色谱法!质谱!核磁

共振和 @射线衍射的进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阐明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机制"深

入解析构效关系奠定了理论和实验基础"促进了新药设计方法的升华# 15>< 年 ?$0-'#

和藤田及 A%((BC+,-60 对大量的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立了药物化学的定量构效关

系模型"同时提出了定量构效关系的研究方法"使新药开发从盲目的探索发展为有目的

的合理设计"药物的研发进入了设计阶段"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药物化学的理论#

38 世纪 58 年代初组合化学方法发展起来"使快速大量合成化合物成为可能'同时

高通量和自动化筛选技术的应用"缩短了药物发现的时间"大大加快了新药寻找的过

程"生物技术特别是分子克隆技术"人类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的形成和发展"为新药研

究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方法"使药物化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

三!药物的质量与评定

!一"药物的质量与质量标准

药品质量涉及药品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每个环节"直接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严格把好药品质量关"对药学人员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保证药品的质量"国家制定有统一的药品质量标准"对药品的质量规格和检验

方法作了全面详细的技术规定"是药品生产!检验!供应!管理和使用部门必须遵守的法

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为国家药品标准# 于 15=4 年制定并颁

布# 目前已出版了 5 版 %15=4!15>4!15::!157=!1558!155=!3888!388= 及 3818 年版&#

现行版本为 3818 年版"分为三部"第一部收载中药材及饮片!成方和单味制剂等'第二部

收载化学药品!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以及药用辅料'第三部收载生物制品# 用

于指导化学药品检验的依据是药典二部"其对药物的质量作了具体的规定"除化学结

构!化学名!分子式!分子量!含量标准!性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以外"还规定了作用类

别!用法与剂量!禁忌注意!贮藏和制剂等项目"以保证药品生产和使用的合理有效#

常用的外国药品质量标准是(美国药典) %*#()0+*(/ -*$*(-"#$%&$'6"(+$"DEF&!(英

国药典)%G%+*+-# "#$%&$'6"6(+$"HF&!(日本药局方) %I$"$0(-("#$%&$'6"6(+$"JF&!(欧洲

药典)%()%6"($0 "#$%&$'6"6(+$"KF&以及 C?L编订的(国际药典) %+0*(%0$*+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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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物的质量评定

药品只有合格品与不合格品两种"只有符合药品标准要求的药物才能作为合格的

药品应用#

药物质量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安全性和有效性# 药品的安全性是指在规定用量

和适应症下"药品的毒副作用的程度# 药品的有效性是指规定用量和适应症下"能够满

足治疗!诊断!预防疾病和调节人体机能的需要#

药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安全性和有效性"质量好的药物应该是在治疗剂量内"疗效

好!副作用和毒性小的药物"所以药品的质量与药品的纯度相关# 药物的纯度是指药物

的纯杂程度"是药物中杂质限度的一种体现"具体表现为药物的性状!物理常数!有效成

分的含量等# 药物的杂质是指在生产!贮存过程中引进或产生的药物以外的其他化学

物质# 杂质的存在不仅影响药物的纯度"同时还会带来副作用# 质量好的药物必须达到

一定的纯度且杂质的含量要求越少越好"但药物中的杂质并不是必须限定为零"那样必

然会增加生产成本# 在不影响疗效"不影响人体健康的前提下"允许某些杂质有一定限

量的存在#

药物杂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2药物制备过程中引入!在药物制备时"由于原料不纯引入其他物质!反应不完全

的原料或中间体及试剂!副反应产物以及所用反应容器等都可产生或引入杂质#

32药物贮存时产生!药物在贮存时"由于受到外界条件"如空气!日光!温度!湿度!

金属离子!微生物等影响"发生氧化!还原!水解!聚合等化学反应而产生杂质#

对于药物杂质限度的规定!药物纯度的规格"必须按照药品标准执行# 我国的药品

标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四!药物名称

药物的名称通常包括药物的通用名!化学名%中文及英文&和商品名#

!一"通用名

药物的通用名多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的国际非专有名%+0*(%0$*+60$,060"%6"M

%+(*$%.0$&(-"NOO&"它不受专利和行政保护"也是文献!资料!教材及药品说明书中标明

的有效成分的名称# 我国药典委员会制订并编写了(中国药品通用名称%PQRO&)"是中

国药品命名的依据"也是药典收载的药物的名称"基本是以 NOO为命名依据"NOO没有

的采用其他合适的英文名称为命名依据# 大部分化学药品通用名的中文名来自于英文

名"因此尽量与英文名相对应"采取音译!意译或音!意合译"以音译为主#

有的药品名称不属法定名称"但常用# 如对乙酰氨基酚 % "$%$'(*$&6,&又名扑热息

痛"诺氟沙星%06%;,6S$'+0&又名氟哌酸等"是一种惯用的别名#

NOO还采用相同词干%词头或词尾&来表明它们是同类药物# 这种命名方法给医生

或药学工作者记忆及使用带来了方便%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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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OO采用的部分词干的中文译名表

英文词干 中文译名 药物举例 所属药物类别

B/+"+0( TT地平 0+;(/+"+0(硝苯地平 钙拮抗剂

B'+,,+0 TT西林 $&6S.'+,,+0 阿莫西林 青霉素类抗生素

'(;B 头孢 TT '(;$,(S+0 头孢氨苄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

B6S$'+0 TT沙星 6;,6S$'+0 氧氟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生素

B0+/$U6,( TT硝唑 &(*%60+/$U6,(甲硝唑 甲硝唑类抗生素

BV+% TT韦 $'.',6V+%阿昔洛韦 阿昔洛韦类抗病毒药

B"%6;(0 TT洛芬 W(*6"%6;(0 酮洛芬 布洛芬类消炎镇痛药

B'$+0( TT卡因 "%6'$+0(普鲁卡因 局部麻醉药

B6,6, TT洛尔 "%6"%$06,6,普萘洛尔
!

B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B'60$U6,( TT康唑 ;,)'60$U6,(氟康唑 咪康唑类抗真菌药

!二"化学名

药物的化学名是根据其化学结构式来进行命名的"化学药物包括中文名称和英文

名称# 英文化学名的命名原则现在多以美国化学文摘%P#(&+'$,QG-*%$'*-"PQ&为依据"

对药物认定其基本母核"其他部分均将其看成是取代基"取代基的排列顺序按照英文字

母顺序排列# 如地西泮%/+$U("$&&#

英文化学名为 : B'#,6%6B1"4 B/+#./%6B1 B&(*#.,B= B"#(0.,B3?B1"< BG(0U6M

/+$U("+0 B3 B60(# 英文基团排列次序按字母顺序排列"苯并二氮 B3 B酮为母核#

中文化学名为 1 B甲基 B= B苯基 B: B氯 B1"4 B二氢 B3?B1"< B苯并二氮杂

B3 B酮# 中文命名时"以苯并二氮 B3 B酮为母核"取代基甲基在前"苯基其次"氯

在后#

中文化学名是根据中国化学会公布的(有机化学命名原则)命名的"在母核前的基

团次序应按立体化学中的次序规则进行命名"小的原子或基团在先"大的在后%表 3&#

表 #"基团次序规则表

编号 基团名 化学结构 编号 基团名 化学结构

1 氢
##

? 34 羧基
P

$$

##

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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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基团名 化学结构 编号 基团名 化学结构

3 甲基 P?

##

4

3< 苄氧羰基

4 乙基 P?

3

P?

##

4

3= 叔丁氧羰基
P

$$

##

L

LP%P?

4

&

##

4

< 异丁基 P?

3

P?%P?

4

&

##

3

3> 氨基 O?

##

3

= 烯丙基 P?

3

##

P? P?

$$

3

3: 甲氨基 O?P?

##

4

> 苄基%苯甲基

%%%

%

%

%

###

%

%

%

& P?

####

3

37

%%%

%

%

%

###

%

%

%

苄氧羰基氨基
P?

##

3

####

LP

$$

L

####

O?

: 异丙基 P?%P?

4

&

##

3

35 二甲氨基 O%P?

4

&

##

3

7 乙烯基 ##

P? P?

$$

3

48 硝基 OL

##

3

5 仲丁基 P?%P?

4

&P?

3

P?

##

4

41 羟基
##

L?

18

###

###

##

环己基 43 甲氧基 LP?

##

4

11 1 B丙烯基 ##

P? P?P?

$$

4

44 苄氧基

%%%

%

%

%

###

%

%

%

LP?

####

3

13 叔丁基 P%P?

4

&

##

4

4< 苯氧基

14 异丙烯基 P%P?

4

##

& P?

$$

3

4= 甲酰氧基
P

$$

L

######

?L

1< 乙炔基
## &&

P P? 4> 乙酰氧基
P

$$

L

P?

##

4

####

L

1= 苯基 4: 苯甲酰氧基

1> 对甲苯基 47 氟
##

A

1: 间甲基苯基 45 巯基
##

E?

17 邻甲苯基 <8 甲基磺酰基 EL

3

P?

##

4

15 邻硝基苯基 <1 磺酸基 EL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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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基团名 化学结构 编号 基团名 化学结构

38 甲酰基
P

$$

L

####

?

<3 氯
##

P,

31 乙酰基
P

$$

L

P?

####

4

<4 溴
##

H%

33 苯甲酰基 << 碘
##

N

!三"商品名

药物的商品名是制药企业为开发产品和占领市场而使用的名称"得到注册保护"在

商品名右上标以+

'

,表示"具有专属性# 商品名的取用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布的(药品商品名称命名原则)执行"规定很详细"尤其是不能暗示药物的疗效#

药物的三种名称在药品的说明书中都会同时出现"但在药品的标准和国家药典中

只有药品通用名和化学名#

!!

五!学习药物化学的基本要求

药物化学是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从事药品类相关工作必须掌握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它是以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病原生物与免

疫学基础!生物化学!计算机基础与应用和药理学等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

习药物制剂技术!药物检测技术和制剂工艺技术等课程的基础# 目标是让学生掌握现

代药物化学基本理论和技能"对常用药物的结构类型!合成原理!理化性质!构效关系及

临床应用有较系统的认识"并了解现代药物化学的发展"为以后的学习与在医药工作实

践中合理有效地使用常用药物打下坚实基础#

对药学及相关专业的高职高专的学生"学习药物化学的基本要求如下*

12掌握药物调剂中相关的基本知识!药物化学可为药物调剂过程中药物的理化配

伍禁忌等提供可靠的化学理论根据#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同时使用时"必须按照药

物的化学结构和理化性质来判定# 比如有的药物本身是氧化剂"能和具有还原性的药

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使药物化学结构改变# 像维生素 X%V+*$&+0 X&这样的一类弱氧化

剂"与具有还原性的维生素 P%V+*$&+0 P&配伍"其化学结构可被还原"从而失去止血作

用# 所以学好药物化学将为药物调剂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32掌握药物制剂技术的基本原理!药物化学可为药物制剂过程中的处方设计!剂

型选择和制备工艺等提供可靠的化学理论根据# 每种药物适宜制备的剂型!处方的合

理配伍和制剂工艺技术的确定"必须以药物的化学结构和理化性质而定# 如为什么青

霉素%"(0+'+,,+0&在临床应用的只有粉针剂"没有水针和片剂- 是由于青霉素分子结构中

含有一个
!

B内酰胺环"酰胺键极易水解"尤其在胃酸的催化下水解速度更快# 吗啡分

子中含有酚羟基"极易氧化变质"因此在注射剂的制备过程中必须采取驱氧!抗氧!掩蔽

金属离子和避光等措施# 所以药物化学能为药物制剂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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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为药物分析奠定化学基础知识!药品有严格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是药品质量控制标准的依据"具有法律约束力# 它要求采用适宜的科学方法

对药品进行鉴别!杂质检查和含量测定# 例如分子中含有酚羟基的药物均可与三氯化

铁有显色反应可用来鉴别"分子中含有芳伯氨基的药物均可通过重氮化偶合反应进行

定性或定量分析# 掌握药物的分子结构和功能基类型"可为药物分析提供可靠的理论

指导#

<2熟悉药物贮存保管的知识!许多药物在贮存过程中易受外界条件%光!湿!热或

空气&影响而发生各种变化"致使疗效降低!失效或毒性增加# 因此"对每一种药物都应

根据其不同的结构特点而采用适宜的贮存方法"从而确保药品的质量# 例如"阿司匹林

应保存在干燥处"以免在潮湿空气作用下"发生水解而产生水杨酸和醋酸# 诺氟沙星应

避光保存"可避免光照使之分解"产生光毒性# 只有掌握了药物的化学结构及其所表现

出来的物理化学性质"才能恰当地选择药物适宜的贮存保管方法#

一#名词解释

12药物 32药物化学 42药物纯度 <2杂质 =2通用名

二#简答题

12药物化学研究的内容有哪些-

32药物化学的任务包括哪些-

42药物中的杂质来源途径有哪些-

<2药物的名称包括哪些-

%李群力&



第一章!药物的化学结构与药理活性

掌握!决定药理活性的两个基本因素"药物的溶解度$脂水分配系数及解

离度对药效的影响#

熟悉!药物的蛋白结合$电子云密度和立体结构对药效的影响#

了解!药物和生物大分子的键合特性对药效的影响#

药物的构效关系%-*%)'*)%(B$'*+V+*.%(,$*+60-#+"-"EQY&是指药物的化学结构与药理

活性的关系"研究药物的构效关系是药物化学的中心内容之一# 随着分子生物学!分子

药理学!量子生物化学等近代学科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机体的认识从宏观进入到了微观

的分子水平"从而促使构效关系的研究向分子水平深入# 通过药物和受体相互作用的

探索"使人们逐步阐明了药物在机体内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以及药物的化学结构和药

理活性的关系"而这种研究为新药的开发与设计提供了有利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决定药理活性的两个基本因素

药物从吸收到产生作用要经历一系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定药物药理活性的主

要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药物在作用部位的浓度"另一个因素是药物 B受体%%('("M

*6%&在靶组织的相互作用# 为了恰当地描述这两个因素对药理活性的影响"可以用两个

时相来进行表达"一个是药动学时相% "#$%&$'6W+0(*+'"#$-(&"包括药物的吸收!分布!代

谢!排泄等方面'另一个是药效学时相%"#$%&$'6/.0(&+'"#$-(&"它涉及药物与靶体相互

作用的性质与强度#

Zhi�Shi�Lian�Jie

非特异性结构药物和特异性结构药物
根据药物的化学结构对药理活性的影响程度!可把药物分成非特异性结构药物

和特异性结构药物" 非特异性结构药物的药理活性与化学结构的关系很小!当结构有

所改变时!活性并无大的变化!如吸入全麻药乙醚#氟烷等!可有各种化学结构类型!其

麻醉作用的强弱和其分子结构并无多大的关系!而跟它的理化性质有较大关系!如有

挥发性#性质稳定#脂溶性大!这样的药物数量很少" 大多数药物都属特异性结构药

物!其药理活性和结构的关系密切!其作用与体内特异性的受体相互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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