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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是定性和定量研究药物及其制剂在生物体内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诸过程
动态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
其阐明了药物的剂型因素、生物体的生理和病理因素与药物效应之间的关系，对于药物新剂型和新制
剂的研究开发，药物制剂临床疗效和毒副反应的监测以及合理应用，药剂学、药理学和临床药学的学
科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其已经列为医药院校的必修课程，成为医药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本教材共分二十一章，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一章至第十章组成，为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的基础内容，系统介绍了生物药剂学与
药物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药物动力学的主要参数及其计算方法，阐述了生物药剂学与药物
动力学的基本理论。
这部分内容也是该课程本科教学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由第十一章至第十七章组成，为近年来药物动力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包括群体药物动力
学、生理模型药物动力学、基因多态性对药动学的影响以及手性药物动力学等。
这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典药物动力学的某些不足，拓展了药物动力学的研究领域，反映了
药物动力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本科教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选择性地介绍这部分的内容，也可以采用自学的方式以拓展
学生的知识面；而作为研究生教材其提供了充实的学科发展信息及研究资料。
第三部分由第十八章至第二十一章组成，重点介绍了药物动力学在新药研发、中药研究和临床给药方
案设计中的应用，使本教材具有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特点，为学生日后从事新药研发或临
床药学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因此也是本科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
药物动力学的特点是公式多、参数多，为此，我们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例题和习题，以利于学生熟练掌
握公式和概念。
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各章节的重点，我们在每一章的开头提出了“本章要求”。
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本书的图表采用英文说明，在每章的末尾提供了英文摘要；此外全书
附录了中英文索引。
目前，药物动力学公式中绝大多数采用常用对数表达，本书尝试采用自然对数，以期简化公式和参数
计算。
本教材的编写集中了一批在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领域中具有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的教师，有蒋学
华（第一、二十一章，四川大学），蒋新国（第二、六、七章，复旦大学），丁平田（第二章，沈阳
药科大学），高申（第三、九、十三章，第二军医大学），张奇志（第四、十六、十七、二十章，复
旦大学），刘建平（第五、十、十八、十九章，中国药科大学），宋金春（第八章，武汉大学），胡
富强（第二、十一章，浙江大学），卢炜（第十二、十四、十五章，北京大学）。
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编委们认真地参阅了国内外最新教材版本及相关论著，力求系统阐明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同时确保本科教学的必要知
识面和教材的新颖性。
因此内容较为系统、新颖，资料丰富，涉及面广，适合作为医药院校本科学生的教材和研究生的教学
参考书，同时也可作为药学研究、药物开发、临床药师和医师以及药厂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和自学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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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二十一章，系统阐述了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重点介绍了其
在新药研发和临床给药方案设计中的应用，同时也反映了药物动力学的重要研究进展。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具有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特点。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的内容系统、新颖，资料丰富，涉及面广，可以作为医药院校本科学生
的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的参考书，同时也可作为药学研究、药物开发、临床药师和医师以及药厂技术人
员的培训教材和自学资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物药剂学概述
　第一节 生物药剂学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药物体内过程及其与药物效应间的关系
　　一、药物的体内过程
　　二、药物的体内过程与药物效应
　第三节 生物药剂学的研究内容
　第四节 生物药剂学在药学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生物药剂学对药学学科发展的促进
　　二、生物药剂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五节 生物药剂学研究方法及其进展
　　一、生物药剂学研究方法
　　二、生物药剂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第二章 药物的吸收
　第一节 口服给药的药物吸收
　　一、药物的生物膜转运与胃肠道吸收
　　二、影响药物胃肠道吸收的生理因素
　　三、影响药物胃肠道吸收的理化因素
　　四、影响药物胃肠道吸收的剂型因素
　　五、口服药物的处方设计
　第二节 非口服给药的药物吸收
　　一、注射给药
　　二、皮肤给药
　　三、肺部给药
　　四、口腔黏膜给药
　　五、鼻腔黏膜给药
　　六、眼部给药
　　七、直肠给药
　　八、阴道给药
第三章 药物的分布
　第一节 概述
　　一、药物的化学结构与体内分布
　　二、药物的体内分布与药效
　　三、药物的体内分布与蓄积
　　四、表观分布容积
　第二节 影响药物体内分布的因素
　　一、血液循环与血管通透性对体内分布的影响
　　二、药物与血浆蛋白结合率对体内分布的影响
　　三、药物的理化性质对体内分布的影响
　　四、药物与组织亲和力对体内分布的影响
　　五、药物相互作用对体内分布的影响
　第三节 药物淋巴系统转运对体内分布的影响
　　一、淋巴循环与淋巴管的构造
　　二、药物从血液向淋巴液的转运
　　三、药物从组织液向淋巴液的转运
　　四、药物从消化道向淋巴液的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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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药物的脑内分布
　　一、脑脊液
　　二、脑屏障
　　三、药物由血液向中枢神经系统转运
　　四、提高药物脑内分布的策略
　第五节 药物的胎儿内分布
　　一、胎盘构造与胎儿的血液循环
　　二、药物的胎盘转运
　　三、药物的胎儿内分布
　第六节 药物的脂肪组织分布
　第七节 药物的体内分布与制剂设计
　　一、微粒给药系统在血液循环中的处置
　　二、影响微粒给药系统体内分布的因素
　　三、长循环微粒给药系统
　　四、微粒靶向给药系统
第四章 药物的代谢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药物代谢的部位和代谢酶
　　一、药物代谢的部位
　　二、药物代谢酶
　第三节 药物代谢反应的类型
　　一、第一相反应
　　二、第二相结合反应
　第四节 药物代谢反应的立体选择性
　　一、底物的立体选择性
　　二、产物的立体选择性
　　三、底物一产物立体选择性
　第五节 影响药物代谢的因素
　　一、给药途径和首过效应
　　二、给药剂量和剂型
　　三、药物相互作用对代谢的影响
　　四、种属差异对代谢的影响
　　五、年龄差异对代谢的影响
　　六、性别差异对代谢的影响
　　七、个体差异对代谢的影响
　　八、疾病对代谢的影响
　　九、食物对代谢的影响
　第六节 药物代谢和制剂设计
　　一、前体药物类制剂的设计
　　二、药物代谢的饱和现象和制剂设计
　　三、药酶抑制剂与制剂设计
　　四、药物代谢和给药途径的选择
第五章 药物的排泄
　第一节 概述
　　一、药物体内排泄的含义、过程、研究内容
　　二、药物排泄与药效的关系
　第二节 药物的肾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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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药物在肾内的动态过程
　　二、有机药物的肾排泄
　　三、生物技术类药物的排泄
　第三节 药物的胆汁排泄
　　一、药物胆汁排泄的过程与特征
　　二、肠肝循环
　第四节 药物的其他排泄途径
　　一、消化道排泄
　　二、肺排泄
　　三、乳汁排泄
　　四、汗排泄
　　五、唾液排泄
　第五节 影响药物排泄的因素
　　一、生理因素
　　二、药物的化学结构
　　三、药物与蛋白结合
　　四、胆汁流量、血流动力学
　　五、合并用药
　　六、剂型因素
　　七、疾病因素
　第六节 药物排泄研究进展
第六章 药物动力学概述
　第一节 药物动力学及其发展
　　一、药物动力学的定义
　　二、药物动力学的发展
　第二节 药物动力学的研究内容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药物动力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二、药物动力学的研究内容
　第三节 药物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参数
　　一、血药浓度一时间曲线及其时相
　　二、血药浓度一时间曲线下面积
　　三、血药峰浓度和达峰时间
　　四、速率过程
　　五、速度(率)常数
　　六、半衰期
　　七、表观分布容积
　　八、清除率
　　九、隔室模型(companmentmodel)
　　十、拉普拉斯变换
第七章 一室模型药物动力学
　第一节 一室模型药物静脉注射药物动
　　力学
　　一、血药浓度的药物动力学数据处理
　　二、尿药浓度的药物动力学数据处理
　　三、代谢产物的动力学
　第二节 一室模型药物静脉滴注药物动力学
　　一、静脉滴注期间的血药浓度一时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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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停止静脉滴注以后的血药浓度时间关系
　　三、静脉滴注的负荷剂量
　第三节 一室模型药物血管外给药的药物动力学
　　一、血药浓度的药物动力学数据处理
　　二、尿药浓度的药物动力学数据处理
　　三、血药浓度与尿药浓度的相互关系
第八章 多室模型药物动力学
　第一节 二室模型药物动力学
　　一、静脉注射
　　二、静脉滴注
　　三、血管外给药
　第二节 三室模型药物动力学
　　一、静脉注射的血药浓度一时间关系
　　二、药物动力学参数的计算
　第三节 药物动力学模型的判别
　　一、回归分析法
　　二、残差平方和法
　　三、拟合度(r2)法
　　四、AIC法
　　五、F检验
第九章 多剂量给药
　第一节 多剂量函数
　第二节 一室模型的多剂量给药
　　一、静脉注射
　　二、血管外给药
　　三、多剂量给药的其他药物动力学参数
　第三节 二室模型的多剂量给药
　　一、血药浓度与时间的关系
　　二、其他药物动力学参数
第十章 非线性药物动力学
　第一节 概述
　　一、非线性药物动力学的特点
　　二、非线性药物动力学的判别
　第二节 非线性药物动力学方程
　　一、Michaelis-Menten方程
　　二、Michaelis-Menten过程的药物动力学特征
　第三节 非线性药物动力学的血药浓度与时间关系及参数计算
　　一、血药浓度与时间关系
　　二、非线性药物动力学参数的计算
　第四节 其他机制的非线性药物动力学过程
　　一、因蛋白结合所致的非线性药物动力学
　　二、肾小管重吸收过程中载体系统饱和所致的非线性药物动力学
　　三、酶抑制作用所致的非线性药物动力学
　　四、酶诱导作用所致的非线性药物动力学
　　五、非线性药物动力学的发展
第十一章 药物动力学研究中的统计矩分析
　第一节 统计矩的概念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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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统计矩的概念
　　二、矩量的计算
　第二节 矩量法计算药物动力学参数
　　一、生物半衰期
　　二、清除率
　　三、表观分布容积
　　四、平均稳态血药浓度和达稳态时间
　第三节 矩量法研究药物的体内过程
　　一、释放动力学
　　二、吸收动力学
　　三、统计矩分析参数与室模型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第十二章 群体药物动力学
　第一节 概述
　　一、群体药物动力学的研究目的
　　二、普通药物动力学与群体药物
　　动力学的比较
　第二节 群体药物动力学模型中的两大类因素
　　一、固定效应因素
　　二、随机效应因素
　第三节 群体药物动力学的常用研究方法
　　一、简单合并数据法
　　二、简单平均数据法
　　三、标准两步法
　　四、药物动力学研究中常用的曲线拟合方法
　第四节 群体药物动力学模型
　　一、个体内模型
　　二、个体间模型
　　三、群体模型
　　四、群体药物动力学的特点(NONMEM法)
　第五节 群体药物动力学中的模型化过程
　　一、结构模型的建立
　　二、模型化的一般过程
　　三、群体模型的建立
　　四、最终模型的验证
　第六节 群体药物动力学应用实例
　　一、NONMEM简介
　　二、群体药物动力学应用实例
第十三章 生理模型药物动力学
　第一节 概述
　　一、生理药物动力学的研究背景
　　二、生理药物动力学的定义
　　三、生理药物动力学的研究内容
　第二节 生理药物动力学的模型
　　一、全身生理药物动力学模型
　　二、组织和器官生理药物动力学模型
　　三、生理药物动力学模型方程
　　四、生理药物动力学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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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生理药物动力学模型的应用
　　一、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数据处理软件
　　二、生理药物动力学模型的种间外推和种属内推
　　三、应用实例
第十四章 药物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的关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药物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之间的定量关系
　　一、血药浓度与药效间的几种主要关系
　　二、治疗浓度范围
　　三、梯度反应中血药浓度与药效的关系
　第三节 药效动力学模型
　　一、线性模型
　　二、对数模型
　　三、米氏方程
　　四、Sigmoid模型
　第四节 药物动力学／药效动力学联合模型
　　一、药物动力学／药效动力学联合模型的基本假设
　　二、药物动力学／药效动力学联合模型的解析步骤
　第五节 药物动力学／药效动力学链式模型应用实例
　第六节 非连续型药效学数据的PK／PD链式模型解析简介
　第七节 具有解析药物动力学微分方程功能的非线性拟合程序
第十五章 基因多态性与药物代谢
　第一节 细胞色素P450
　　一、细胞色素P450的分布与命名
　　二、细胞色素P450的重要性
　　三、细胞色素P450家族及亚族
　　⋯⋯
第十六章 时辰药物动力学
第十七章 手性药物动力学
第十八章 中药药物动力学
第十九章 新药研发中的药物动力学研究
第二十章 缓、控释制剂设计与评价的药物动力学原理
第二十一章 临床给药方案的设计与调整
附录一 常用药物的药物动力学参数表
附录二 一些代表性药物的治疗浓度、中毒浓度及致死浓度（血药浓度单位：ug／ml）
英中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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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生物药剂学概述第一节 生物药剂学的基本概念生物药剂学（biopharmaceutics
，biopharmacy）是研究药物及其制剂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阐明药物的剂型因素、
用药对象的生物因素与药物效应间关系的学科。
生物药剂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药物化学和药剂学研究的深入、药物动力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
的药学新学科。
生物药剂学产生与发展的意义主要在于提出了剂型因素、生物因素对药物效应具有影响的重要结论，
同时也表现在揭示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规律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因此，生物药剂学的产生，积极地影响着药学工作者的研究思路与工作方法，其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
也为科学设计与筛选药物及其剂型、正确认识与评价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合理选择与评价临床药物
应用方法等提供了依据，从而为提高药物研究水平与临床药物应用水平产生积极的作用。
对生物药剂学学科的理解，有赖于对其定义中的药物效应、剂型因素、生物因素等三个要素的理解。
药物效应是指药物作用的结果，是机体对药物作用的反应。
由于药物的两重性特征，药物效应既指治疗作用也指不良反应，表现为药物临床应用的有效性与安全
性问题，这也是所有药学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
生物药剂学中所指的剂型因素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药物及其制剂所表现出的内在与外在的所有性质
，既包括针剂、片剂、胶囊剂等狭义的剂型概念，也包括药物的某些化学性质（如酸、碱、盐、络合
物、立体结构、前体药物等，即药物存在的化学形式及其化学稳定性等），药物的某些物理性质（如
粒径、晶型、溶出速率及溶解度等），制剂处方组成（如处方中辅料的种类、性质及用量，处方中联
合用药方案等）以及制备工艺、贮存条件和给药方法等。
充分关注药物及其制剂的性质对药物效应的影响，有助于研究开发出更加安全有效的新药品种，更深
入地进行药品质量控制。
生物药剂学所指的生物因素包括种属差异（如狗、兔、鼠和人的差异）、种族差异（同一种生物体，
如人，不同的遗传背景、在不同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等条件下形成的差异等）、性别差异、年龄差异
以及不同的病理条件等。
充分关注生物因素对药物效应的影响，有助于临床用药个体化，使药物治疗方案更加合理。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编辑推荐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的图表采用英文说明，在每章的末尾提供了英文摘要；此外全书附录了
中英文索引。
目前，药物动力学公式中绝大多数采用常用对数表达，《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尝试采用自然对
数，以期简化公式和参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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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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