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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随着我国医药体制的不断改革棳药学人才有了包括教育暍科研暍商业暍制药工业暍药检所以

及医院药房等多种就业去向棳传统的药学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医药事业发展的需

求暎为此棳人民军医出版社组织全国多所高职高专院校的专家棳启动了暥全国医药院校高职高

专规划教材棬药学专业棭暦的编写暎
本套教材于棽棸棻棻年初启动棳成立教材编审委员会棳确定了教材的编写思路棳召开主编会议

及各本教材的编审会议棳按规定进度完成了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暎
本套教材遵照教育部暥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暦棬教高椲棽棸棸椂椵棻椂

号棭的文件精神棳全面贯彻以服务为宗旨棳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高专办学指导方针棳秉承科学严

谨暍特色鲜明暍质量一流的传统棳遵循暟三基暠棬基础理论暍基本知识暍基本技能棭棳暟五性暠棬思想性暍
科学性暍先进性暍启发性暍适用性棭原则棳力求将学生培养成符合经济社会需要棳掌握药学基本理

论并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棳能在药品生产暍检验暍流通暍使用一线从事药品生产暍鉴定暍销售与

管理暍调剂等具体实务工作的高端技能型药学专门人才暎本套教材最终确定了棻椂种专业基础

课程棳与以往高职高专教材药学教材相比棳有着明显的变化棳在课程设置上适当削减了暥生物化

学暦暥药物化学暦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棳增设了暥药学综合技能与实训暦暥药物制剂设备暦等针对职业

岗位实际工作任务的科目椈在内容上注重与国家执业药师考试大纲接轨棳注重药学专业实践技

能的提高棳使学校培养的人才更能符合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棳充分体现高等职业教育

的职业性暍实践性和开放性暎具有特点如下椇栙突出实践棳精简理论椈栚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岗

位核心能力对接棳基础课程为专业课程服务椈栛教师好用暍学生好学暍学了有用椈栜兼顾目前多

数学校药学专业暟宽口径暠现状暎
在本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棳承蒙各参编院校和数百位专家暍教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辛勤

的付出棳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暎欢迎有关院校选用本套教材棳并对教材存在的不足提出宝

贵意见棳使本套教材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棳成为受广大院校欢迎的精品暎



本书的编写针对药学专业岗位,紧紧围绕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型、应用

型人才的目标,充分考虑高职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体现“三基”“五性”和“三特定”原则(即体现

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针对特定的学

生对象、特定的专业目标要求、特定的学制和学时限制),以服务于专业课程教学为宗旨,适应

我国大专层次药学专业教学的需要。本书可供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药学专业和五年一贯制高

等职业教育药学专业学生使用。
本书的编写按照“以素质教育为先、能力培养为主线的特点,结合岗位知识技能进行教学

内容的精简、融合、重组、优化”,选取与药学专业联系紧密的理论和技能知识,弱化有机反应机

制等理论性较强的知识与专业培养目标不太适应的内容;在适用于药学专业“宽口径”的前提

下进行教学内容的安排,突出实用性,突出为专业课程服务的理念;“实现教材的创新性、科学

性、实用性、可读性”。
本书的编写针对重点、难点和易出现错误的问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简化理论知识的阐

释和推导,将抽象、复杂的理论知识具体化、简单化,化繁为简,以例释理,将基础理论融入大量

的实例分析中,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本书在表现形式

上除用文字叙述外,充分运用图形、表格和标注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

了详尽描述;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本书设计了“知识拓展”“重点提示”等模块;为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主动参与意识的培养,给学生提供自学、动手、表达、创新的机

会,本书在每章节和实验后都恰当地安排了思考题,使该教材既成为学生学习知识的蓝本,又
是培养学生能力的载体。

本书分三部分:即理论、实验、附录,理论部分共有24章,根据目前高职生源的复杂性(既
有高中理科毕业生,又有文科毕业生和三校生等),理论部分增加了化学基础知识内容,各学校

可根据生源情况选用。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本书各编者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和编写时间有限,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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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绪论的学习,掌握元素、元素符号、原子、分子、化学方程式、物质的量等化学基础知

识,为后续章节的学习作准备;熟悉化学研究的对象、内容,熟悉化学与药学的关系,熟悉药用

基础化学课程的任务和学习方法,了解化学的发展。

一、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规律的一门自然科学,它从原子、分子的层面上

揭示了物质的本质及变化。
化学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按照所研究的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可将化学

分成若干门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可归纳为两大类。
一类是四大基础学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研究无机物的组成、结

构、性质及其反应的化学称为无机化学;研究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化学称为有机化学;研
究物质组成成分和含量的测定原理和测定方法的化学称为分析化学;以物理的原理和实验技

术为基础,研究物质的结构、化学反应机制和能量变化,发现并建立物理化学体系的特殊规律

的化学称为物理化学。
另一类是化学学科内部四大基础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化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

融合,所形成的新的边缘学科和应用学科,如量子化学、结构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环境

化学、食品化学、地球化学、材料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化学、农业化学等。

二、化学的发展

化学是一门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学科,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化学学科逐步完善和

发展起来。回顾化学的发展历史,化学的发展大致分为5个时期。
(一)化学的萌芽时期

从远古到公元前1500年,这时人类已能进行制陶、冶金、酿酒、染色等工艺,这些都是在实

践经验的直接启发下经过长期摸索而来的最早的化学工艺,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化学理论,仅



 2    

是化学的萌芽时期。
(二)炼丹和医药化学时期

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650年,在中国、阿拉伯、埃及、希腊等国家出现了炼丹术和炼金

术,为求得长生不老的仙丹或象征富贵的黄金,炼丹术士和炼金术士们开始了最早的化学实

验,尽管均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一时期积累了许多物质间的化学变化和化学实验手段,如燃烧、
煅烧、熔融、结晶、蒸馏等,也了解了很多物质的性质,为化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随着炼丹术、炼金术的衰落和欧洲工业生产的发展,化学方法转而在医药和冶金方面得到正当

发挥,有力地推动了化学学科的发展。
(三)燃素化学时期

这个时期为1650-1775年。随着冶金工业和实验室经验的积累,人们对感性知识的总结

和对化学变化理论的研究,使化学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英国化

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提出科学元素说,为化学元素指明科学的概念。波义耳

“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恩格斯语),被誉为“化学之父”(墓碑语)。他指出,“化学不是为了炼金,
也不是为了治病,它应当从炼金术和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与此同时,德国化学家贝歇尔,他对燃烧现象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提出了“油土”,即不久

后盛传起来的所谓“燃素”的概念。1703年,德国的一位医生和化学家施塔尔在研究了燃烧的

观点,尤其是贝歇尔的观点后,首次将燃素学说系统化。认为一切可燃物中都含有一种可以燃

烧的要素,即所谓燃素,燃烧的过程就是可燃物中燃素放出的过程,且燃素放出会伴随着发光

发热的现象产生。由于空气是燃素释放的必需媒介,所以,燃烧一定要有空气才能实现。在燃

素学说流行的一百多年间,化学家进行了许多的实验,积累了更多的物质间转化的新知识,对
近代化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定量化学时期(即近代化学时期)

1775年前后,近代化学之父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在对燃烧现象进行研究后,用定量化学实

验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他认为燃烧的过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燃物质与氧的化合,而并

非施塔尔认为的是可燃物放出燃素的分解反应。从而彻底推翻了统治百年之久的燃素学说,
开创了定量化学时期,使化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在这一时期,化学在理论研究上突飞猛

进,建立了不少化学基本定律,英国化学家道尔顿提出了近代原子学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

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和维勒发展了有机结构理论。这些理论的建立,都促使

化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所有这一切也为现代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学科相互渗透时期(即现代化学时期)
从20世纪初开始,即现代化学时期。随着物理学领域3项重大发现(X射线、放射性、电

子)应用于化学领域,促进了化学更加迅速地发展,尤其是量子力学在化学领域的应用形成了

量子化学,成为现代化学的理论支柱。

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特勒(W.Heitler,1904-1981)和伦敦(F.W.London,1900-
1954)建立了化学键的新概念,成为量子化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1930年,美国化学家鲍林(L.Pauling,1901-1994)和德国物理学家斯莱特(J.C.Slater,

1900-1976)建立了价键理论(VBT,亦称 HLSP理论),阐明了共价键的特点(方向性和饱和

性)。此后,鲍林又提出了杂化轨道理论、电负性、键参数、共振、氢键等概念,并把化学结构理

论引入生物大分子的研究,提出了蛋白质分子多肽链的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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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和飞速发展,化学学科的内部分支相互交叉,产生了新的化

学分支,如结构化学、量子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同时,化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也发生相互交叉、相
互渗透、相互融合,而形成多种边缘学科,如医学化学、药物化学、环境化学等。

化学已成为21世纪公认的中心学科,它与国民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目前,现代化学已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其正致力于帮助人类解决能源开发、环境

保护、医疗保健、新材料合成等实际生活生产方面的重大问题。

三、化学与药学

化学是药学的基础,随着近代化学的发展,促进了化学品作为药物使用的研究。从16世

纪开始,化学家就一直致力于化学药物的研制和天然药物成分的提取,从而推动了化学和药学

的同步发展。1800年,英国化学家戴维(Davy,1778-1829)发现了一氧化二氮的麻醉作用,

1932年,德国科学家多马克(DomagkG,1895-1964)发现一种偶氮磺胺染料(prontosil)可治

愈细菌性败血症,此后,化学家制备了许多磺胺类药物,并开创了今天的抗生素领域。随着化

学药物的大量使用,对药物的化学结构、构效关系、合成等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人们运用化学知

识进行药物合成的研发、天然药物的提取、药物制剂、药理和毒理研究以及新药物的研发,化学

的发展为药物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可以说没有化学,就没有现代药物,也没有现代药

学。因此,化学是许多药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

四、课程的任务与学习方法

药用基础化学课程内容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两大部分。其首要任务是讲授药用基础

化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训练基本操作技能,使学生掌握从事药品生产、检验、使用、经营、
管理等工作必需的化学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

求实的科学态度;其次是为学习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药剂学、药
理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基础;再次是为学生以后学习相关岗位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增强适应职

业变化的能力奠定基础。
药用基础化学为大一课程,大学的教学比之中学而言,其特点是内容多、进度快、自学意识

强。因此,要学好药用基础化学,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转变学习方式,适应大学教学规律。在每堂课前,要做好预习,争取学习的主动性;

课中注意老师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适当做好笔记;课后及时复习、归纳、
总结重点和难点,培养自学能力,提高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理解归纳,多做练习,强化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会观察思考,在反复思考的

基础上加深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要善于归纳,把所学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形成一个知识系

统,这样才有助于对知识的记忆,并构成自己的整体知识结构,才能做到对知识的熟练掌握、灵
活运用。在学习过程中,还应结合理论的学习,多做练习,这样有助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
第三,重视实验。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基础理论离不开实验的支撑。因此,

实验课是药用基础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重视实验课教学,既要重视实验理论,更要

重视实验技能的训练,要做到原理清楚、步骤明确、观察仔细、记录准确,还要对实验数据、实验

现象和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结论,做好实验报告。养成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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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科学创新的思维方法,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五、化学基础知识

(一)元素与元素符号

1.元素 元素是指具有相同核电荷数(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
元素只讲种类,不讲个数,而分子、原子可讲种类,也讲个数,元素种类是由质子数来决定

的。

2.元素符号 用特定的英文字母来表示某元素,该符号称为元素符号。如氢元素:H,钠
元素:Na。

元素符号有两个含义,既表示一种元素,也表示这种元素的一个原子。如:

H
表示氢元素

表示1{ 个氢原子
  K

表示钾元素

表示1{ 个钾原子

(二)原子、分子和分子式

1.分子 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分子一般由2个或2个以上的原子构成

(如氧分子由2个氧原子构成)。在化学反应中,反应物分子被破坏,生成新的物质,原反应物

的化学性质就不复存在。

2.原子 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
分子在化学反应中,可以分解为原子,但原子在化学反应中不能再分解为更小的微粒。值

得注意的是,原子并不是物质的最小微粒(详见第1章原子的组成)。

3.分子式 用元素符号来表示物质分子组成的式子叫分子式。如:
物质: 氧气 水 氯化钠 醋酸 葡萄糖

分子式:O2 H2O NaCl C2H4O2 C6H12O6
4.元素符号及分子式前和元素符号右下角数字的意义

在元素符号前的数字,表示原子个数。如:2H,表示2个氢原子

在分子式前的数字,表示分子个数。如:2H2,表示2个氢分子

在元素符号右下角的数字,表示组成该分子的原子个数。如:H2,表示每个氢分子由2个

氢原子组成。
(三)相对原子质量和相对分子质量

1.相对原子质量 相对原子质量是指元素的平均原子质量与碳-12(12C)原子质量的1/12
之比。

2.相对分子质量 相对分子质量就是1个分子中各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之和。
(四)化学方程式

用分子式来表示化学反应的式子,叫做化学方程式。
如木炭的燃烧,其化学方程式为:

C+O2
燃烧
→ CO2

其含义不仅表示碳在氧气中燃烧,还表示碳和氧气在反应中的比例关系,表示1份的碳与

1份的氧气反应生成1份二氧化碳。
(五)物质的量

1.物质的量 物质的量是表示以一特定数目的基本单元粒子为集体的、与基本单元的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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