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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教职成〔２０１２〕９
号）文中指出：“加强教材建设是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职

业教育教材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按照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系统

培养的要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创业和继续学习能力的重要

载体。加强教材建设是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推进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重要条件，推动中高职协调发展的基础工程，对促进现代化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切实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教

育部的指示精神，在安徽省教育厅的领导下，安徽省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院

校合作委员会（Ａ联盟）医药卫生类专业协作组组织全省１０余所有关院校编

写了《高职高专药学类实训系列教材》（共１６本）和《高职高专护理实训系列教

材》（１３本），旨在改革高职高专药学类专业和护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加强

对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很快地适应生产岗位

和护理岗位的工作。

这两套实训教材的共同特点是：

１．吸收了相关行业企业人员参加编写，体现行业发展要求，与职业标准

和岗位要求对接，行业特点鲜明。

２．根据生产企业典型产品的生产流程设计实验项目。每个项目的选取

严格参照职业岗位标准，每个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模拟职场化。护理专业实训

分基础护理和专业护理，每项护理操作严格按照护理操作规程进行。

３．每个项目以某一操作技术为核心，以基础技能和拓展技能为依托，整

合教学内容，使内容编排有利于实施以项目导向为引领的实训教学改革，从

而强化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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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每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为了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使之更具有

实践性，还邀请深度合作的制药公司、药物研究所、药物试验基地和具有丰富

临床护理经验的行业专家参加指导和编写。

５．这两套实训教材融合实训要求和岗位标准使之一体化，“教、学、做”相

结合。在具体安排实训时，可根据各个学校的教学条件灵活采用书中体验式

教学模式组织实训教学，使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也可按照实训操作

任务，以案例式教学模式组织教学。

成功组织出版这两套教材是我们通过编写教材促进高职教育改革、提高

教学质量的一次尝试，也是安徽省高职教育分类管理和抱团发展的一项改革

成果。我们相信通过这次教材的出版将会大大推动高职教育改革，提高实训

质量，提高教师的实训水平。由于编写成套的实训教材是我们的首次尝试，

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使用这两套实训教材的广大师生和读者给予批

评指正，我们会根据读者的意见和行业发展的需要及时组织修订，不断提高

教材质量。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省教育厅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Ａ联

盟成员各学校及其他兄弟院校、东南大学出版社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

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安徽省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合作委员会

医药卫生协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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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理学既是理论学科，又是实验学科，其研究方法包括实验药理学方法、实验治疗
学方法和临床药理学方法。通过开设基础药理学实验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药理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实验操作的基本方法，了解获得药理学知识的科学途径。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验中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养成严肃
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具备初步的科研能力。

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并结合专业特点，我们组织了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宣城职业技术学院和铜陵职业技术学院教
学第一线的专业教师编写了《药理学实训》。所选的实验方法规范，重现性好。全书共
分八章，包括绪论、实验动物、实验动物的基本操作技术、实训常用仪器、实训设计、常
用的统计方法、处方和常用的十八项药理学实验，并附有二十四个案例分析及参考答
案。适用于医学、药学、护理等专业使用，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进行遴选。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编写单位领导和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
大师生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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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１　　　　　

第一节　药理学实训概述

　　一、药理学实训的意义及学习目的

药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一门桥梁学科，是联系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实

践、医学和药学等方面的纽带。药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药理学的实训教学是

学生掌握药理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科学思维、实验设计、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科学工作的严谨工作作风的必要过程。

药理学实训教学的目的：

１．初步掌握药理学实训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学会观察、记录、分析实训结果及书写实

训报告的基本方法。

２．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科学思维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

３．通过实训验证和巩固部分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４．通过实训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培养学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二、药理学实训课的基本要求

（一）实训前

１．仔细阅读实训指导，明确实训目的，了解实训方法和操作步骤，做到心中有数。

２．结合实验内容，复习有关药理学和生理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

３．对实验中所用的药物，要了解其药理作用，并明白该药在本实验中的意义，预测实

验结果。

（二）实训中

１．必须穿工作服进入实验室，自觉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

２．检查实验器材是否完好、齐全，熟悉实验仪器的性能和基本操作方法。



　２　　　　

３．认真听取指导教师的讲解和示范操作，特别注意教师强调的关键步骤和注意

事项。

４．严格按照实验程序认真操作，保持实验室安静，不得进行与实验无关的操作。

５．小组成员既要分工负责，又要密切合作，这样既可提高实验的成功率，又能使每个

人都得到应有的技能训练。

６．认真、细致地观察实验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准确记录药物反应的出现时间、表现及

发展进程。联系课堂讲授内容进行思考。

７．注意安全，严防触电、火灾、被动物咬伤及中毒等事故的发生。

（三）实训后

１．清洗、擦干、清点手术器材并放回原处，检查实验仪器并妥善安放药品，将动物尸

体、标本、废品等放到指定地点，严禁乱放乱弃。

２．清洁实验台，打扫整理实验室，关好门窗、水电。

３．整理、分析原始记录，认真书写实训报告，按时递交任课教师批阅。

第二节　处理实训结果及书写实训报告

　　一、处理实训结果

实训过程中，要仔细、耐心地观察实验变化，及时客观地记录有关实验数据，记录时

应做到具体、清楚、客观、完整。实训结果应是实训过程中的真实记录，不能按主观想象

进行描述，或在实验后再根据回忆追记。

实训中得到的结果和数据，常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分为计量和计数资料两大

类。计量资料以数值的大小来表示事物的程度，如血压值、心率数、瞳孔大小等。计数资

料是清点数目所得到的记录，如阳性反应或阴性反应、死亡或存活数等。在实训中取得

的原始资料，均应以恰当的单位和准确的数值作定量的表示，必要时用统计学方法处理。

对于实训结果的表述，可以根据实验目的将原始资料系统化、条理化，用准确的专业

术语客观地描述实验现象和结果。有些实训结果，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可用表或图表

示。图表均要有题头，表格要求制作成三线表。作图一般以实训观测指标为纵坐标，以

时间或给药剂量为横坐标来作图。应用记录仪器描记出的曲线图，在曲线上应标注记

号，如时间记号、刺激或给药记号等。在实训报告中，可以选用一种或几种方法并用，以

获得最佳效果。

　　二、书写实训报告

书写实训报告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和思考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绪　论

３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训报告要求结构完整、条理清晰、用词规范、详略得当，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１．姓名、学号、班级、组别、实验室号、日期、室温、湿度等。

２．实训题目　立题清楚，一般与实训报告题目一致。

３．实训目的　应简明、扼要。

４．实训对象　交代选用动物的名称、种属、性别、体重及一般状态等。

５．实训方法和步骤　应简明、扼要，避免繁琐地罗列实训过程。

６．实训结果　将原始数据整理后用表格、简图或文字的方式表述，要保证其真实性，

不得随意篡改。

７．分析和讨论　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所得到的实验结果和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

提出有创造性的见解和认识，如果本次实验失败了，应找出失败的原因。切忌盲目抄书，

更不应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引用的文字应注明参考文献及其出处。

８．结论　结论不是具体实训结果的再次罗列，而是从实训结果和分析讨论中归纳出

的一般性的概括性判断，是对该实训所验证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其他理论的简明总结，要

简练、准确、严谨、客观。

第三节　实验室规章制度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学生均应自觉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非本室工作人员

及非实验课的学生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入室。

２．遵守学习纪律，准时到达实验室。进实验室必须穿好工作服，不得穿拖鞋、披长

发。因故外出或早退，应提前向老师请假获得批准方可离开。

３．严肃、认真地进行实验操作。保持实验室安静，严禁喧哗，以免影响他人实验。实

验期间不得进行与实验无关的活动。

４．爱护实验仪器及器材，如有缺损或出现故障应及时报告指导教师，严禁自行拆卸、

维修。各组专用器材不得串用，以免混淆。

５．珍惜实验动物和标本，节省实验材料和试剂，如需补充，须经老师批准才可补领。

６．实验用过的动物废品放到指定地点，不得随意抛弃。

７．实验结束后应将实验器材、用品点清、擦净，摆放整齐并清扫整理实验室。

８．离开实验室应关闭电源、水源及门窗，定期做好安全检查。加强防火、防爆、防盗、

防污染等措施。实验室内严禁吸烟。

９．仪器、设备应有使用记录，并定期检查。如有损坏，应及时报告、登记、处理。

１０．对违反实验室规章制度造成事故的，应追究当事人责任，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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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实验动物的作用和意义

　　实验动物是一种遗传限定动物，是根据科学研究的需要在实验室条件下有目的、有

计划地进行人工驯养、繁殖和科学培育获得的动物。实验动物来源于野生动物或家畜、

家禽，又不同于野生动物或家畜、家禽，既具有野生动物的共性，又具有生物特性明确、遗

传背景清楚、表型均一、对刺激的敏感性和反应性一致的特点。这些自身特点有利于通

过少量动物实验获得精确、可靠的动物实验结果，并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因而动物实验

被广泛用于生物学、医学及药学的科研与教学。

实验动物对生物学、医学和药学方面研究的作用可分为三个方面：①实验动物是现

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必备条件；③实验动

物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科研单位科研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实验动物能复制多种人类疾病的模型。由于人类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十分复杂，

要揭示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完全依赖临床实验，而且以人为实验对象在道义上

和方法学上往往受到种种限制。人类的疾病均可利用现代医学实验技术和实验动物准

确地复制和模拟出相应的动物模型。用实验动物模拟人类疾病过程，观察药物及其他各

种因素对生物体机能、形态及遗传学的影响，既方便、有效、可比性高，又利于管理和操

作。利用实验动物进行各类医学实验研究，对提高人类健康状态和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

作用。据统计，在生命科学领域里，动物实验的课题占６０％。因此，实验动物在医学基础

研究、药物研究及疾病发生与防治等研究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生命科学研究

的重要支撑条件。

药理学实验多以实验动物为对象，通过观察动物实验前、后的基本生理、生化反应，

分析干预因素的影响及药物的作用与效应，学习和验证其基本规律。合理正确地选择和

使用实验动物是顺利完成实验并获得真实、可靠实验结果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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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实验动物的种类和选择

在药理学实验中，实验目的和要求不同，选用的动物也不同。常用的动物有蛙、小白

鼠、大白鼠、豚鼠、家兔、猫、犬等。选择动物的依据主要包括：①尽量选用与人类各方面

机能相近的实验动物；②选用标准化实验动物（即遗传背景明确、饲养环境与动物体内微

生物得以控制、符合一定标准的实验动物）；③选择解剖生理特点符合实验目的和要求的

实验动物；④根据不同实验研究的特殊需要，选择不同种系敏感的实验动物；⑤符合精简

节约、易得的原则。各种实验动物的特点分述如下。

　　一、青蛙与蟾蜍

两者均属两栖纲、无尾目动物，是实验教学中常用的小动物。其心脏在离体的情况

下仍可有节律地跳动，常用于心脏生理、病理和药理学实验。其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可

用来观察刺激或药物对周围神经、横纹肌或神经肌肉接头的作用。蛙舌及肠系膜是观察

炎症反应和微循环变化的良好标本。蛙类还可用于水肿和肾功能不全等实验。

　　二、小白鼠

小白鼠属哺乳纲、啮齿目、鼠科类动物，是医学实验中用途最广、最常用的动物。具

有繁殖周期短、生长快、产仔多、体形小、温顺易捉、饲养消耗少、能复制多种病理模型等

特点。适用于动物需要量大的实验，如药物的筛选、半数致死量及半数有效量的测定、药

物安全性实验、药物的效价比较、抗癌药的研究及避孕药实验等。

　　三、大白鼠

大白鼠属哺乳纲、啮齿目、鼠科类动物，具有小白鼠的多种优点，且抗病能力强、繁殖

快、对心血管反应敏感，但性情凶猛、喜啃咬。适用于观察药物的抗炎作用、药物对心血

管功能的影响、胆管和中枢神经系统实验及药物的亚急性和慢性毒性实验。常用品种有

Ｗｉｓｔａｒ大白鼠、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大白鼠。

　　四、豚鼠

豚鼠属哺乳纲、啮齿目、鼠科类动物，又名天竺鼠、荷兰猪，习性温顺，喜群居，嗅觉、

听觉发达。对组胺敏感，并易于致敏，常用于抗过敏药如平喘药和抗组胺药实验；对结核

菌敏感，可用于抗结核病药的治疗研究。也用于离体心脏、子宫及肠管的实验。

　　五、家兔

家兔属哺乳纲、啮齿目、兔科、草食类单胃动物，性情温顺、胆小。常用品种有：青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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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兔、中国本地白家兔、日本大耳白兔、新西兰白兔。家兔易得、易驯服，便于静脉注射和

灌胃，对体温变化较灵敏。成年雌兔常用于避孕药研究、热源检查和解热药的研究。家

兔多用于直接记录血压、呼吸及观察药物对心血管功能影响的实验，还可用于中枢兴奋

药和利尿药的实验，药物对离体肠道平滑肌、子宫平滑肌影响的实验及药物中毒和解毒

实验、药物刺激性实验。

　　六、猫

猫属哺乳纲、食肉目、猫科动物。实验用的猫需在控制遗传、环境、疾病三个因素下

繁殖生产供给实验使用。猫的血压比较稳定，用于监测血压反应的实验比家兔好，常用

于心血管药和镇咳药的实验。猫对强心苷较敏感，是研究强心苷的常用动物。

　　七、犬

犬属哺乳纲、食肉目、犬科动物，常用品种有杂种犬、比格犬等。具有喜近人及嗅、

视、听觉极佳的特点。其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均发达，且与人类极为相似。犬

是记录血压、呼吸最常用的大动物，可用于降压药、升压药、抗休克药的实验。犬还可以

通过训练使其顺从，适用于慢性实验（如通过手术做成胃瘘、肠瘘，观察药物对胃肠蠕动

和分泌的影响）、条件反射实验、高血压的实验治疗、慢性毒性实验等。

同一类实验可选用不同的动物，如离体血管实验既可选用蛙的下肢血管和家兔耳血

管，也可选用大白鼠后肢血管及家兔主动脉血管；离体肠管和子宫实验可选用家兔、豚

鼠、小白鼠和大白鼠；离体心脏实验选用蛙、家兔，也可选用豚鼠；在体心脏实验可选用

蛙、家兔、豚鼠、猫和犬等。

第三节　实验动物健康状态的判断标准

实验动物是否处于健康状态是实验得以成功与否的基本保障之一。判断动物健康

状态的外部特征主要包括：

１．一般情况　动物发育良好，食欲良好，反应灵活，眼睛有神，运动自如，眼球结膜无

充血，瞳孔等圆清晰，鼻黏膜处无分泌物，呼吸均匀，无鼻翼扇动、打喷嚏、抓耳挠腮等

现象。

２．动物皮毛　清洁、柔软、有光泽，无脱毛、毛发蓬乱和真菌感染等现象。

３．腹部呼吸　腹部呼吸均匀，无膨大隆起等现象。

４．外生殖器　无损伤、无异味、无脓痂和黏性分泌物。

５．爪趾特征　爪趾无咬伤、无结痂、无溃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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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实验动物的编号、捉拿与固定

　　一、实验动物的编号

在动物实验中，为了观察每个实验动物的反应情况，必须对实验动物进行编号、标

记。标记的方法要清楚、简便和易认。

药理学实验中对于较大的动物如兔、猫、犬等，可将号码牌挂在动物颈部，或将特制

的铝质标牌固定在耳壳上。对于小鼠、大白鼠及豚鼠，常用染色法进行标记，即用染色剂

在动物身体明显部位如被毛、四肢等处进行涂染或用不同颜色等来区别各组动物，是最

常用的一种编号方法。常用编号染色溶液有：①３％～５％苦味酸溶液，涂染成橙黄色；

②２％硝酸银溶液，涂染成咖啡色（涂染后需光照１０分钟）；③０．５％中性红或品红溶液，

涂染成红色；④煤焦油乙醇溶液，涂染成黑色；⑤甲紫溶液，涂染成紫色。编号时，用标记

笔蘸取上述溶液，在动物体表不同的部位涂上斑点，以示不同号码。编号的顺序是先左

后右，从上到下，从前到后。若需编号１～１０，用单一颜色做标记，例如：１号—左前肢，２
号—左腹部，３号—左后肢，４号—头部，５号—背部，６号—尾部，７号—右前肢，８号—右

腹部，９号—右后肢，１０号—空白等（图３－１）。若需编号１１～９９，用两种颜色的染料配

合使用，其中一种颜色代表个位数，另一种代表十位数。染色标记法多用于实验周期较

短、动物数量不多的情况，动物无疼痛和损伤，但由于动物之间相互摩擦、舔毛、水尿浸渍

被毛等，颜色可自行消退，应及时发现进行补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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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染色法标记

　　二、实验动物的捉拿与固定

正确地捉拿与固定动物，是为了在不影响观察指标的同时又能防止被动物咬伤，保

证实验顺利进行。捉拿与固定动物的方法依实验内容和动物种类而定。捉拿与固定动

物前必须先了解动物的一般习性，且动作既要小心仔细，又要大胆敏捷。

（一）小鼠

小鼠温顺，捉拿时可用右手提起小鼠尾部，放在鼠笼盖或粗糙面上，当其向前爬行

时，用左手抓住其两耳及头颈部皮肤，再将小鼠置于左手心，拉直四肢并用手指夹住其肢

体以固定。这种在手中固定的方式，能进行小鼠的灌胃、皮下、肌内和腹腔注射等实验操

作（图３－２）。

图３－２Ａ　小鼠捉拿法 　　 　
图３－２Ｂ　小鼠捉拿与固定法

（二）大鼠

大鼠的捉拿方法基本同小鼠，但大鼠比小鼠牙尖性猛，捉拿时为避免咬伤，应带上帆

布手套。用右手轻轻抓住大鼠尾部向后轻拉，左手抓住大鼠整个身体并固定其头部，右

手可行腹腔、肌内、皮下等注射或其他操作。捉拿时切勿用力过大过猛（图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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