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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应用和能力培养为目的，以“必要、够用”为度，科学、规范地对内容进行了整体优，并充
分体现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成果，充分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
在具体编写中，对药理学的知识进行了精减，适当增加了用药须知和用药新知识等内容，强调了与临
床用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药理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力求简洁明快、条理清晰；同时，教材采用
了模块化的编写形式，除教材主体内容外，在各部分内容中设立了“学习目标”“知识链接”“课堂
互动”“案例分析”“学习小结”等模块。
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主动性。
增强了教材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师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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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进入20世纪，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及药物结构的阐明。
使药理学研究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1909年德国微生物学家：Ehrtich从近千种有机砷化合物中筛选出治疗梅毒有效的药物砷凡纳明（606）
，开创了用化学药物治疗传染病的新纪元：德国Domagk于：935年发现了治疗细菌感染的磺胺药
；1940年英国Florey在Fleming研究的基础上.成功地提炼出可以.临床使用的青霉素，从此进入以抗生素
为代表的化学治疗时代。
20世纪中叶是化学药物发展的鼎盛时期，药理学得到飞跃发展，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药理新领域及
新药。
近年来，药理学研究逐渐由宏观向微观世界深入，阐明了许多药物作用的分子机制。
同时，药理学与其他学科共同发展、相互渗透、分化融合，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分支，如分子药理
学、临床药理学、中药药理学、遗传药理学、生化药理学、时间药理学等。
未来的药理学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种手段，从不同深度、不同广度阐明药物与机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和作用规律：针对疾病的根本病因，发展特异性药物治疗和基因治疗，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第三节 学习药理学的方法药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与基础医学及临床医学有着密切联系
。
是临床合理用药的理论基础。
学习药理学的目的在于掌握和熟悉各类药物的基本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等内容，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和对病人用药前后进行监护.以发挥药物的最佳疗效和减少不良反应。
因此，医护人员应该牢固掌握必需、够用的药理学知识和技能，为提高护理质量和医疗质量奠定良好
的基础，为今后的岗位工作提供操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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