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剂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药剂学>>

13位ISBN编号：9787513203319

10位ISBN编号：7513203318

出版时间：2011-2

出版时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作者：李范珠 编

页数：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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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剂学>>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中医药院校专业特点，从编写体例到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慎重考虑。
在&ldquo;绪论&rdquo;之后，将全书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第2章)为&ldquo;基本理论&rdquo;，主
要介绍表面活性剂、流变学及粉体学与处方设计、制备工艺紧密相关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第3～14
章)为&ldquo;主要剂型&rdquo;，介绍药物制剂主要剂型的处方组成、制备技术与质量控制等；第三部
分(第15～17章)为&ldquo;新剂型与新技术&rdquo;，介绍药剂学研究发展前沿的新剂型及新技术；第四
部分(第18章)为&ldquo;中药制剂&rdquo;，突出中医药院校特色与优势，介绍浸出技术与中药制剂；第
五部分(第19～21章)为&ldquo;药剂与疗效&rdquo;，介绍药物制剂的稳定性、药物制剂的配伍变化及药
物制剂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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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国内药剂学的发展国内药剂的起源可追溯至夏禹时期（公元前2140年），那时已
能酿酒，并有多种药物浸制而成的药酒。
酿酒同时又发现了曲（酵母），是一种早期应用的复合制剂。
商汤时期（公元前1766年），伊氏首创汤剂，并总结了《汤液经》，为我国最早的方剂和制药技术专
著。
战国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在《黄帝内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同时还在
《汤液醪醴论》中论述了汤液醪醴的制法和作用，并记载了汤、丸、散、膏、药酒等不同剂型及制法
。
秦、汉时代，是我国药剂学理论和技术显著发展的时期。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用药方式除外敷和内服外，尚有药浴法、烟熏或蒸汽熏法、药
物熨法等盼记载。
东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
该书论及了制药理论和制备法则，序例指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煎者，宜酒渍者，宜煎
膏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
”他强调应根据药物性质选择剂型。
在东汉张仲景（142～219年）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有糖浆剂、汤剂、散剂、丸剂、酒
剂、浴剂、洗剂、熏剂、灌鼻剂、滴耳剂、软膏剂、栓剂等十余种剂型，并记载了可以用动物胶、炼
制的蜂蜜和淀粉糊为黏合剂制成丸剂。
晋代葛洪（28l～341年）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内记载了干浸膏、铅硬膏、蜡丸、浓缩丸、锭剂、条
剂、尿道栓剂等剂型，并将成药、防疫药剂及兽用药剂列为专章论述，可见当时的药物剂型已经很丰
富，对预防人、兽疾病药剂的制备和应用已很重视。
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提出以治病的需要来确定剂型，指出“疾有宜服丸者，宜服散者，宜
服汤者，宜服酒者，宜服膏煎者”，并规定了汤、丸、散、膏、药酒的制作常规，实为近代制药工艺
规程的雏形。
唐代孙思邈（581～682年）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分别收载成方5300首和2000首，有汤
剂、丸剂、散剂、膏剂、丹剂、灸剂等剂型。
唐代显庆四年（659年）由政府组织编纂并颁布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
药典。
宋代编制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家制剂规范，比英国最早的局方早500多年。
明代李时珍（1518～1593年）编著了《本草纲目》，其中收载药物1892种，剂型61种，方剂lll096则。
《本草纲目》现已被译成多个国家的文字，不仅为现代药剂学提供了研究资料，对世界药学的发展也
有重大贡献。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近百年问，西洋医药的传人对我国近代药剂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
引进一些技术并建立药厂，将进口的原料药加工生产成沌射剂、片剂等制剂，但这些药厂规模较小、
水平较低、产品质量较差。
新中国建立后，确定优先发展原料药，在解决“无米之炊”的基础上发展制剂工业的方针，促进了我
国医药工业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为药剂学的进一步迅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在药用辅料、生产技术和设备、剂型和制剂质量、
新剂型、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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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剂学(供药学类专业用)》：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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