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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5篇20章组成。
第一篇为生物药剂学，共6章，介绍了药物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的基本规律，阐述了药物的剂型
因素、机体生物因素与药物效应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了药物传递系统的设计及其体内过程。
第二篇为药物动力学基本理论，共6章，重点论述了药物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及方法。
第三篇为。
药物动力学的进展与应用，共4章，主要介绍了药物动力学的研究进展，如生理药物动力学模型、药
物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结合模型、群体药物动力学、时辰药物动力学；中药药物动力学；还介绍了药物
动力学在新药研究与临床药学方面的应用及其进展。
第四篇为生物利用度与生物等效性，共2章，介绍了生物利用度、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体外溶出（
释放）试验、生物等效性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方法。
第五篇为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实验与习题，共2章。
在附录中编入了拉普拉斯变换、常用药物的药物动力学参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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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节 生物药剂学的研究内容一、生物药剂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生物药剂学已经成为了一门以多学科为基础的“综合”学科，与诸多基础学科以及药物学科有着密切
的关系。
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酶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技术
已成为生物药剂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与手段。
在生物药剂学与其他药物学科的关系中，最为直接的是生物药剂学与药剂学科的关系，药物制剂则是
生物药剂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而生物药剂学研究为制剂处方筛选、工艺优化及制剂质量的认识与评
价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两个学科相互促进，密不可分。
生物药剂学与药理学在内容上亦相互渗透，共同研究生理有效物质与机体的关系。
然而，两者在研究重点上有原则区别，药理学主要研究药物对机体某部位的作用方法与机制；而生物
药剂学主要研究药理学上已证明有效的药物以某种剂型和途径给药后的体内过程，以探讨药物制剂的
剂型因素、机体的生物因素与药效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依据生物药剂学研究测得的指标直接判断某药在临床上的有效或无效，必须综合
考虑各种药理学指标，特别是临床疗效观察的指标。
此外，生物药剂学还与许多交叉学科紧密联系，如与物理药学、药物动力学和临床药学等。
生物药剂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药物制剂，而药物制剂的制备是以物理药学为重要基础，因此生物药剂
学研究也需要物理药学知识（如溶解性、多晶型、亲水／亲脂性、pKa等）加以指导和解释。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的研究方法类似，共同为揭示药物体内过程及其
规律发挥着积极作用。
生物药剂学侧重于药物体内过程各环节的规律研究，重点考察剂型因素、生物因素对这些过程的影响
及其与药物效应间的关系；而药物动力学侧重于药物体内过程动态变化规律的研究，重点考察不同部
位、不同时间药物的量变规律。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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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药学类专业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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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