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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基础》

前言

本套教材自2004年以来陆续出版了37种，经各校广泛使用已累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且在此期间，
本会持续推动各校大力开展国际交流和教学改革，使得我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大大加深，对教学模
式和教材改革又有了新认识，研究也有了新成果。因而推动本系列教材的修订。概括来说，这几年来
我们取得的新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点。1.明确了我们的目标。创建中国特色医药职教体系。党中央提出
以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身在医药职教战线的同仁，就有责任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
我国的职业教育，为创建中国特色医药职教体系而奋斗。2.积极持续地开展国际交流。当今世界国际
经济社会融为一体，彼此交流相互影响，教育也不例外。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创建
中国特色医药职教体系，我们有必要学习国外已有的经验，规避国外已出现的种种教训、失误，从而
使我们少走弯路，更科学地发展壮大我们自己。3.对准相应的职业资格要求。我们从事的职业技术教
育既是为了满足医药经济发展之需，也是为了使学生具备相应职业准入要求，具有全面发展的综合素
质，既能顺利就业，也能一展才华。作为个体，每个学校具有的教育资质有限。为此，应首先对准相
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要求，对学生实施准确明晰而实用的教育，在有余力有可能的情况下才能谈及品牌
、特色等更高的要求。4.教学模式要切实地转变为实践导向而非学科导向。职场的实际过程是学生毕
业就业所必须进入的过程，因此以职场实际过程的要求和过程来组织教学活动就能紧扣实际需要，便
于学生掌握。5.贯彻和渗透全面素质教育思想与措施。多年来，各校都十分重视学生德育教育，重视
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和提高，除了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职业生涯课程和大量的课外教育活动之外，
大家一致认为还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在一切业务教学过程中，点点滴滴地渗透德育内容，促使学生通
过实际过程中的言谈举止，多次重复，逐渐养成良好规范的行为和思想道德品质。学生在校期间最长
的时间及最大量的活动是参加各种业务学习、基础知识学习、技能学习、岗位实训等都包括在内。因
此对这部分最大量的时间，不能只教业务技术。在学校工作的每个人都要视育人为己任。教师在每个
教学环节中都要研究如何既传授知识技能又影响学生品德，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健全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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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基础》

内容概要

《药学基础(第2版)》是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医药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全国医药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教材，内容包括药物的基本知识，抗病原微生物药物应用，抗寄生虫病药物应用，抗肿瘤药物应用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应用，局部麻醉药物应用，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应用，心血管系统药物应用，抗过
敏药物应用，消化系统药物应用，呼吸系统药物应用，泌尿系统药物应用，血液及造血系统药物应用
，激素及调节内分泌功能类药物应用，维生素类与矿物质类药物应用，糖类、盐类与酸碱平衡调节药
物应用，专科药物应用，解毒药应用，生物制品应用，以及特殊管理的药物。
全书力求突出药学基础知识的有机融合，注意前后教学环节联系，具有启发性和适用性，并注重反映
药学进展。《药学基础(第2版)》适用于医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医药行业员工培训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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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治疗作用是指药物针对治疗疾病的需要所呈现的作用。治疗作用又分为对因治疗和对症治疗。
对因治疗是针对病因的治疗，目的是消除原发致病因子，彻底治愈疾病，也称治本，如抗生素杀灭体
内病原微生物。对症治疗是用药物改善疾病的症状，而不能根除病因，也称为治标，如用镇痛药止痛
、用解热镇痛药使发热病人体温降至正常，失眠患者服用催眠药，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等。一般，
对因治疗比对症治疗重要。但对一些严重危及病人生命的症状，对症治疗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因治疗
。如骨折引起的剧痛可能导致休克，及时应用镇痛药，虽不能消除病因，但可通过缓解疼痛而避免休
克的发生。用药基本原则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必要时应标本兼顾。不良反应是指用药后产生
与用药目的不相符或给病人带来不适与危害的反应统称为不良反应，是药物固有效应的延伸。主要包
括以下几种。①副作用是指药物在治疗剂量时出现的与治疗目的无关的反应，常难以避免。当药物的
某一作用为治疗目的时，其他效应就成为副作用。②毒性反应是指用药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久，药
物在体内蓄积过多对机体的损害。③变态反应是指机体受药物刺激后所发生的异常免疫反应，可引起
生理功能障碍或组织损伤。这种反应的发生与用药剂量无关，与毒性反应不同，不易预知。变态反应
仅见于少数过敏体质的病人，不同药物有时可出现类似的反应，轻者表现为药物热、皮疹、血管神经
性水肿等，重者可引起皮炎、红斑或过敏性休克等。对于易致变态反应的药物或过敏体质者，用药前
应询问患者有无用药过敏史；并需做皮肤过敏试验，凡有过敏史或过敏试验阳性反应者，禁用有关药
物。除此之外木良反应还有继发反应、致突变作用、致畸作用和致癌作用等。（3）药物的构效关系
与量效关系①药物的构效关系许多药物的药理作用特异性取决于特异的化学结构，这种结构与效应的
关系称为构效关系。一般地，结构类似的化合物能与同一酶或受体结合，产生相似或相反作用。有时
，药物的结构式相同，但其光学异构体不同，药理作用可能完全不同。如奎宁为左旋体，有抗疟作用
；而奎尼丁为其右旋体，有抗心律失常作用；氯霉素仅左旋体有抗菌作用等。②药物的量效关系在一
定范围内，药物剂量大小与其血药浓度高低成正比，亦与药效的强弱有关，这种剂量与效应的关系称
为量效关系。用药剂量太小往往无效，剂量太大又会出现中毒症状。通过量效关系研究，定量地分析
阐明药物的剂量与效应之间的规律，这既有助于了解药物作用的性质，也可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药
物的量效关系可用量效曲线表示（图1-1），根据所观察的药理效应指标的不同，可分为量反应和质反
应。同一药物使用剂量不同，在体内的浓度及药物效应亦不同。在一定范围内药物剂量与血药浓度及
作用强度成正比。但超过一定范围；随着剂量不断增加、血药浓度继续升高，则可发生中毒反应，甚
至死亡。因此必须严格掌握药物剂量，熟悉药物剂量与作用的关系，才能取得最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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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学基础(第2版)》：全国医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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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药学基础（潘雪）（二版）
2、太好了赞一个
3、很不错，很实用的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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