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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制药产业的不断发展、新药的不断发现和临床治疗方法的巨大进步，促使医药工业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对既具有制药知识，又具有其他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其中，较为突出
的是对新型制药工程师的需求。
考虑到行业对新型制药工程师的强烈需求，教育部于1998年在本科专业目录上新增了“制药工程专业
”。
为规范国内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教育部委托教育部高等学校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正在制订
具有专业指导意义的制药工程专业规范，已经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求客观把握
制药工程专业的知识要点。
制药工程专业是一个化学、药学（中药学）和工程学交叉的工科专业，涵盖了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和
现代中药制药等多个应用领域，以培养从事药品制造，新工艺、新设备、新品种的开发、放大和设计
的.人才为目标。
这类人才必须掌握最新技术和交叉学科知识、具备制药过程和产品双向定位的知识及能力，同时了解
密集的工业信息并熟悉全球和本国政策法规。
高等院校药学与制药工程专业发展很快，目前已经超过200所高等学校设置了制药工程专业，包括综合
性大学、医药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院校、农科院校等。
专业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在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情况下，既要符合专业规范要求，
还必须体现各自的特色，其中教材建设是一项主要任务。
由于制药工程专业还比较年轻，教材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虽然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已经出版了一些比较
好的教材，但是与一些办学历史比较长的专业相比，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系统性上都有比较大
的差距。
因此，编写一套既能紧扣专业知识要点、又能充分显示特色的教材，将会极大地丰富制药工程专业的
教材库。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剂学>>

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药剂学基本理论、制剂单元操作、剂型各论、新技术新剂型的方式划分章节，突出制药工程
特色；以概述，处方．制备流程、工艺及影响因素或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质量评价和举例进行编排
，使其更具实用性和创新性。
    全书分为绪论、药物制剂的设计、药物制剂的稳定性、表而活性剂、制剂单元操作、液体制剂、注
射剂、固体制剂、半同体制剂、眼用制剂、中药制剂、制剂新技术、缓释控释制剂、靶向给药系统、
经皮给药制剂和生物技术药物制剂等20章。
    本教材主要适用于药学、制药工程及药物制剂等专业的本科学生．也可作为医药相关人员的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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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按分散系统分类：①溶液型：是指药物以分子或离子状态（直径小于1nm）分散在分散介
质中形成均匀分散体系的液体制剂，如糖浆剂、溶液剂、醑剂、滴剂及注射剂等；②胶体溶液型：是
指主要以高分子药物（直径在1～100nm之间）分散在分散介质中形成均匀的分散系统的液体制剂，如
胶浆剂、涂膜剂等；③乳剂型：是指液体分散相分散在液体分散介质中组成不均匀分散系统的液体制
剂，如乳剂、静脉乳剂、部分搽剂等；④混悬型：是指固体药物分散在液体分散介质中组成不均匀分
散系统的液体制剂，如洗剂、合剂、混悬剂等；⑤气体分散型：是指液体或固体药物分散在气体分散
介质中形成不均匀分散系统的制剂，如气雾剂、喷雾剂等；⑥固体分散型：是指固体药物以集聚体状
态存在的分散体系，如散剂、丸剂、片剂等；⑦微粒分散型：是指药物以不同大小微粒呈液体或固体
状态分散，如微囊、微球制剂，纳米囊、纳米球制剂等。
这种分类方法按分散特性分类，便于运用物理化学原理说明各种类型制剂的特点，但不能反映给药途
径对剂型的要求，甚至出现一种剂型分到几个分散系统中去的情况，如注射剂中有溶液型、混悬型、
乳剂型及粉针型等。
（3）按给药途径分类：将给药途径相同的剂型归为一类。
1）经胃肠道给药的剂型：是指药物制剂口服给药后，进入胃肠道，经吸收发挥疗效的剂型，如溶液
剂、糖浆剂、乳剂、混悬剂、散剂、片剂、丸剂、胶囊剂等。
口服给药方法简单，但易受胃肠道中的胃酸或酶破坏的药物一般不考虑这类简单剂型。
2）非经胃肠道给药的剂型：①注射给药：如注射剂，包括静脉注射、肌内注射、皮下注射、皮内注
射及腔内注射等；②呼吸道给药：如喷雾剂、吸人气雾剂、吸入粉雾剂等；③皮肤给药：如外用溶液
剂、洗剂、搽剂、软膏剂、糊剂、贴剂等；④黏膜给药：如滴眼剂、滴鼻剂、含漱剂、舌下片剂、粘
贴片及贴膜剂等；⑤腔道给药：如栓剂、气雾剂、滴剂等，用于直肠、阴道、尿道、鼻腔等。
这种分类方法与临床用药关系比较密切，并能反映给药途径对于剂型制备的特殊要求；缺点是一种剂
型由于给药途径的不同，可能多次出现，使剂型分类复杂化。
上述各种分类方法各有优缺点。
本教材根据医疗、生产实践、教学等长期沿用的习惯，采用综合分类法。
1.1.3药剂学的分支学科随着药剂学和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工业药剂学、物理药剂学、药
用高分子材料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等分支学科。
这些学科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对药剂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1.工业药剂学工业药剂学（industrial pharmaceutics）是研究剂型及制剂生产的基本理论、工艺技术、生
产设备和质量管理，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稳定和方便使用的优质产品的一门分支学科。
它在研究剂型的基础上，加强了粉碎、混合、制粒、压片、干燥、过滤、灭菌、空气净化等制剂单元
操作技术和设备，吸收和融合了材料科学、机械科学、粉体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实践
，为新剂型，新制剂提供新工艺和新方法，创造新的机械与设备，并使之适合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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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剂学》：高等院校药学与制药工程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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