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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已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事部审定予以公布。
为了适应新版大纲变化的需要，适应国家执业药师考试的需要，满足广大应试人员的需求，我们组织
了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与新版大纲相配套的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
    本套应试指南包括了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所有科目，分药学和中药学两类，共7册，每一类有4
册。
药学类包括：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类、中药学类共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药学专业知识（一
）（包括药理学部分和药物分析部分）、药学专业知识（二）  （包括药剂学部分和药物化学部分）
；中药学类包括：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类、中药学类共用）、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中药学专业
知识（一）  （含中药学部分和中药药剂学部分）、中药学专业知识（二）（含中药鉴定学部分和中
药化学部分）。
    本套书的内容紧扣2007年版考试大纲，力求反映考试大纲所有考试要点，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既是应试人员复习备考和各单位开展考前培训的必备用书，也可供高等医药院校师生和医药专业技
术人员学习参考。
    本套应试指南的编写，邀请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部分省市局，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
学、复旦大学药学院、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广东药学院、天津医科大学
药学院、山东大学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和
基础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江西中医
学院、河南中医学院，以及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等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医院机构的资深专家、知名学者担纲撰写和审定，并得到了有关单位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学专业知识>>

书籍目录

药剂学部分　第一章　绪论    一、剂型、制剂和药剂学的概念    二、剂型的重要性与分类    三、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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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气雾剂  　  一、概述   　 二、吸入气雾剂中药物的吸收   　 三、气雾剂的组成   　 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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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一、注射剂的容器和处理方法　　  二、注射剂的配制与滤过　　  三、注射剂的灌封　　  四
、注射剂的灭菌和检漏　　  五、注射剂的印字和包装　　  六、注射剂的质量检查-　　  七、注射剂
的举例　　第七节　注射剂的灭菌与无菌技术　　  一、概述　　  二、物理灭菌法　　  三、F与F0值
　　  四、化学灭菌法　　  五、无菌操作法　　  六、无菌检查法　　第八节　输液　　  一、概述　
　  二、输液的一般生产工艺及质量检查　　  三、输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四、输液举例　　
 五、营养输液　　  六、血浆代用液　　第九节　注射用无菌粉末　　  一、概述　　  二、注射用冷
冻干燥制品　　  三、注射用无菌分装产品　　第十节　注射剂的设计　　  一、注射剂处方与工艺设
计前的基础工作　　  二、注射剂类型、注射途径与剂量的确定　    三、注射剂处方与工艺设计的实验
研究　    四、注射剂的安全性和渗透压的调节　　　第十一节　滴眼剂　　  一、概念与质量要求　　
 二、眼用药物吸收途径及影响吸收的因素　　  三、滴眼剂的处方设计与附加剂选用  　　  四、滴眼
剂的生产工艺　　  五、滴眼剂的包装　第九章　液体制剂　　第一节　概述　    一、液体制剂的特点
和质量要求  　  二、液体制剂的分类　　第二节　液体制剂的溶剂和附加剂　    一、液体制剂常用溶
剂　    二、液体制剂的防腐　    三、液体制剂的矫味与着色　　第三节　溶液剂、糖浆剂和芳香水剂   
　一、溶液剂    　二、糖浆剂    　三、芳香水剂    　四、甘油剂      　五、醑剂　　第四节　溶胶剂和
高分子溶液剂   　 一、溶胶剂    　二、高分子溶液剂　　第五节　表面活性剂    　一、概述    　二、表
面活性剂的应用  　　第六节　乳剂    　一、概述    　二、乳化剂    　三、乳剂形成的必要条件    　四
、乳剂的制备    　五、乳剂的变化    　六、乳剂的质量评定　　第七节　混悬剂   　 一、概述    　二、
混悬剂的物理稳定性    　三、混悬剂的制备    　四、混悬剂的稳定剂    　五、混悬剂的质量评定　　
第八节　其他液体制剂    　一、内服液体制剂    　二、外用液体制剂    第九节  液体制剂的包装与贮存
　第十章　药物制剂的稳定性    一、概述    二、影响药物制剂降解的因素及稳定化方法    三、固体药
物制剂的稳定性    四、药物稳定性试验方法  第十一章　微型胶囊、包合物和固体分散物  　第一节　
微型胶囊   　 一、概述    　二、常用囊材    　三、微囊化方法    　四、微囊中药物的释放    　五、微囊
的质量评价  　第二节　包合物    　一、概述    　二、包合材料    　三、常用的包合方法　    四、包合
物的验证    第三节　固体分散物  　  一、概述   　 二、固体分散物的载体材料    　三、常用的固体分散
物制备方法    　四、固体分散物的验证  第十二章　缓释与控释制剂    第一节　概述    　一、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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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膜材料　　  二、骨架材料　　  三、压敏胶　　  四、其他材料　　第四节　TDDS的制备方法、实
例和质量评价　　  一、TDDS的制备方法　　  二、TDDS实例　  　三、质量评价　第十四章　靶向制
剂    一、概述    二、被动靶向制剂    三、主动靶向制剂    四、物理化学靶向制剂    五、结肠靶向药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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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药物的生物转化在药物研究中的应用　　第三章　药物的化学结构修饰　　  第一节　药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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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结构修饰对药效的影响　　    一、改善药物的吸收性能　　    二、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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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类药物的作用机制　　    四、抗菌增效剂　　第六章　抗结核药　　　第一节　抗生素类抗结核
药　　　第二节　合成抗结核药　　第七章　抗真菌药　　　第一节　唑类抗真菌药物　　　第二节
　其他抗真菌药物　　第八章　抗病毒药　　　第一节　核苷类抗病毒药物　　　  一、非开环类核
苷类抗病毒药物　　　  二、开环核苷类抗病毒药物　　　第二节　非核苷类抗病毒药物　　　第三
节　蛋白酶抑制剂　　　第四节　其他抗病毒药物　　第九章　其他抗感染药　　  一、氯霉素类抗
生素　　  二、其他抗生素　　  三、异喹啉类抗菌药　　  四、硝基呋喃类　　  五、硝基咪唑类　　
第十章　抗寄生虫药　　　第一节　驱肠虫药　　    一、哌嗪类    　　二、咪唑类　　    三、嘧啶类
　　    四、苯咪类　　    五、三萜类和酚类　　  第二节　抗血吸虫病药及抗丝虫病药　　    一、抗血
吸虫病药　　    二、抗丝虫病药　　  第三节　抗疟药　　    一、喹啉醇类　　    二、氨基喹啉类　　  
 三、2，4-二氨基嘧啶类　　    四、青蒿素类　　第十一章　抗肿瘤药　　  第一节　烷化剂　　    一
、氮芥类　　    二、乙撑亚胺类　　    三、亚硝基脲类　　    四、甲磺酸酯及多元醇类　　    五、金属
配合物抗肿瘤药物　　  第二节　抗代谢药物　　    一、嘧啶类抗代谢物　　　  二、嘌呤类抗代谢物
　　　  三、叶酸类抗代谢物　　　第三节　抗肿瘤天然药物及其半合成衍生物　　　  一、抗肿瘤抗
生素　　　  二、抗肿瘤的植物药有效成分及其衍生物　　　第四节　其他抗肿瘤药物　第三篇　中
枢神经系统药物　　第十二章　镇静催眠药及抗焦虑药    　一、苯二氮蕈类　    二、其他类　　第十
三章　抗癫痫及抗惊厥药    　一、巴比妥类及其类似物    　二、其他类　　第十四章　抗精神失常药   
　一、抗精神病药　    二、抗抑郁药  　  三、抗躁狂药　　第十五章　改善脑功能的药物　    一、酰
胺类中枢兴奋药  　  二、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　　第十六章　镇痛药    　一、作用于阿片受体的镇痛
药　    二、其他合成镇痛药  　  三、镇痛药的构效关系和阿片受体　第四篇　传出神经药物　　第十
七章　影响胆碱能神经系统的药物　　　第一节　拟胆碱药　　    一、胆碱受体激动剂    　　二、乙
酰胆碱酯酶抑制剂　　　第二节　抗胆碱药　　    一、M胆碱受体拮抗剂  　　    二、N胆碱受体拮抗
剂　　第十八章　影响肾上腺素能神经系统的药物　　　第一节　拟肾上腺素药物　　    一、儿茶酚
胺类拟肾上腺素药物　　    二、非儿茶酚胺类拟肾上腺素药物　　    三、用于抗高血压的拟肾上腺素
药物　　　第二节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一、α受体拮抗剂　　　　二、β受体拮抗剂　第
五篇　心血管系统药物　　第十九章　抗心律失常药　　  一、钠通道阻滞剂　　  二、钾通道阻滞剂
　　第二十章　抗心力衰竭药　　  一、强心苷类　　  二、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第二十一章　抗高
血压药　　  一、中枢性抗高血压药　　  二、作用于交感神经系统的抗高血压药　　  三、神经节　阻
断药物　　  四、血管扩张药　　  五、肾上腺素α1受体拮抗剂　　  六、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
酮系统的药物　　  七、钙通道阻滞剂　　第二十二章　血脂调节　药及抗动脉粥样硬化药　　  一、
羟甲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　　  二、苯氧乙酸类　　  三、烟酸类　　  四、其他类　　第二十三
章　抗心绞痛药　　  一、硝酸酯及亚硝酸酯类　　  二、其他类　　第二十四章　利尿药　　  一、渗
透性利尿药　　  二、碳酸酐酶抑制剂　　  三、Na+-K+-2Cl-同向转运抑制剂　　  四、Na+-Cl-同向转
运抑制剂　　  五、肾内皮细胞Na+通道抑制剂  　　  六、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　第六篇　呼吸系统
药物　　第二十五章　平喘药　　　一、β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二、M胆碱受体拮抗剂  　　  
三、影响白三烯的药物　　  四、糖皮质激素药物    　五、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第二十六章　镇咳祛
痰药    　一、镇咳药　    二、祛痰药  第七篇　消化系统药物　　第二十七章　抗溃疡药　　  第一节
　组胺H2受体拮抗剂　　  第二节　质子泵抑制剂　　  第三节　其他抗溃疡药物　　第二十八章　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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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药和止吐药　　　第一节　胃动力药　　　第二节　止吐药　第八篇　影响免疫系统的药物　　
第二十九章　非甾体抗炎药　　　第一节　解热镇痛药　　    一、水杨酸类　　    二、苯胺类　　　  
三、吡唑酮类　　　第二节　非甾体抗炎药　　    一、3，5-吡唑烷二酮类　　    二、芬那酸类　　    
三、芳基烷酸类　　    四、1，2-苯并噻嗪类　　    五、选择性COX-2抑制剂　　　第三节　抗痛风药
　　第三十章　抗变态反应药　　　第一节　组胺H1受体拮抗剂    　　一、组胺H1受体拮抗剂的化学
结构类型    　　二、组胺H1受体拮抗剂的化学结构与活性的关系　　　第二节　过敏介质与抗过敏药
　第九篇　内分泌药物　　第三十一章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第三十二章　性激素和避孕药　
　　第一节　雄性激素类药物　　    一、雄性激素及蛋白同化激素　　    二、抗雄激素药物　　　第
二节　雌性激素类药物　　　  一、甾体雌性激素　　　  二、非甾体雌激素　　　  三、抗雌激素类药
物　　　第三节　孕激素类药物　　    一、孕激素和甾体避孕药　　    二、抗孕激素　　第三十三章
　胰岛素及口服降糖药    　一、胰岛素　    二、口服降糖药　第十篇　维生素类药物　　第三十四章
　脂溶性维生素　　第三十五章　水溶性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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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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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药学专业知识2》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2007年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已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事部审定予以公布。
为了适应新版大纲变化的需要，适应国家执业药师考试的需要，满足广大应试人员的需求，我们组织
了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与新版大纲相配套的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国家执业药师资格
考试应试指南·药学专业知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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