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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英国、日本药剂学教材
的特点

• 深入浅出

• 适合拓展适合拓展

• 强调基础



Aulton's Pharmaceutics: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Medicines

药剂学是 门综合性科学 涉及药物制剂的研制• 药剂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涉及药物制剂的研制、
生产、质量控制、合理应用等。该书是一本对药
物剂型有清晰描述的教材，作者为Michael E.物剂型有清晰描述的教材，作者为Michael E. 
Aulton，已经出版2次（1988、2002年），前身
是Tutorial Pharmacy。本书重基础，是一本适合
于本科教学的教材 本比较教材为第三版 由英于本科教学的教材。本比较教材为第三版，由英
国Chuchill Livingstone (Elsevier)公司出版。本教
材对剂型的设计和生产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了材对剂型的设计和生产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 全书的结构和内容根据现代药剂学的特点进行了
编排 考虑 全球各大学的课程设 全书分编排，考虑了全球各大学的课程设置。全书分五
部分，共46章：



第一部分 剂型设计的科学原理

第 章 剂• 第一章 剂型设计

• 第二章 溶出度和溶解度第二章 溶出度和溶解度

• 第三章 溶液性质

• 第四章 流变学

• 第五章 表面及界面现象• 第五章 表面及界面现象

• 第六章 分散系统

• 第七章 药品稳定性动力学



第二部分 颗粒科学和粉末技术第二部分 颗粒科学和粉末技术

第 章 态性• 第八章 固态性质

• 第九章 粒径分析第九章 粒径分析

• 第十章 粒径降低技术（粉碎法）

• 第十一章 粒径分离法（筛分法）

• 第十二章 混合法• 第十二章 混合法

• 第十三章 粉末流动



第三部分 微生物学和灭菌法

第 章 生物• 第十四章 微生物学基础

• 第十五章 微生物技术在药剂学中的应第十五章 微生物技术在药剂学中的应
用

第十六章 物理手段和化学法对微生物• 第十六章 物理手段和化学法对微生物
的作用

• 第十七章 灭菌原理

第十八章 灭菌实践• 第十八章 灭菌实践





第四部分 药物传递的生物药剂学原理

第 章 生物 剂 概论• 第十九章 生物药剂学概论

• 第二十章 胃肠道——生理学和药物吸第二十章 胃肠道 生理学和药物吸
收

第 十 章 生物利用度 物理化学和• 第二十一章 生物利用度——物理化学和
剂型因素

• 第二十二章 生物药剂学性质的测定

第二十三章 给药方案• 第二十三章 给药方案



第五部分 剂型设计和生产

• 第二十四章 处方前工作

• 第二十五章 溶液剂第二十五章 溶液剂

• 第二十六章 澄明度保证技术

• 第二十七章 混悬剂和乳剂

• 第二十八章 散剂和颗粒剂• 第二十八章 散剂和颗粒剂

• 第二十九章 制粒

• 第三十章 干燥

• 第三十一章 片剂和压片法• 第三十一章 片剂和压片法

• 第三十二章 调释制剂



• 第三十三章 包衣技术（片剂和颗粒）

• 第三十四章 硬胶囊

• 第三十五章 软胶囊

第三十六章 肺部给药制剂• 第三十六章 肺部给药制剂

• 第三十七章 鼻腔给药制剂

第三十八章 经皮吸收制剂• 第三十八章 经皮吸收制剂

• 第三十九章 伤口敷药制剂

• 第四十章 直肠和阴道用制剂• 第四十章 直肠和阴道用制剂

• 第四十一章 蛋白类药物制剂

• 第四十二章 包装第四十二章 包装

• 第四十三章 染菌、渗漏和防腐

• 第四十四章 药品稳定性和稳定性试验第四十四章 药品稳定性和稳定性试验

• 第四十五章 车间设计

• 第四十六章 热传递技术（蒸汽性质和应用）



Ansel’s Pharmaceutical Dosage 
Forms and Drug Delivery Systems 
第 物 物剂 物 系• 第一部分 药物、药物剂型、和药物传递系
统引论引

• 第一章 药物和药学概论

第 章 新药开发和审批程序• 第二章 新药开发和审批程序

• 第三章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药品第三章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药品
调剂质量管理规范



第二部分 药物剂型和药物传递系统
设计

• 剂型设计：药剂学和处方设计考虑剂型设计：药剂学和处方设计考虑

• 剂型设计：生物药剂学和药动学考虑





第三部分 固体制剂和固体调释制剂

第 章 散剂 粒剂• 第六章 散剂和颗粒剂

• 第七章 胶囊剂第七章 胶囊剂

• 第八章 片剂

• 第九章 固体调释制剂





第四部分 半固体制剂和透皮给药系统第四部分 半固体制剂和透皮给药系统

• 软膏剂、乳膏剂和凝胶剂软膏剂、乳膏剂和凝胶剂

• 透皮给药系统



第五部分 插入剂

第 章 栓剂 剂• 第十二章 栓剂和插入剂



第六部分 液体制剂

第 章 液剂• 第十三章 溶液剂

• 第十四章 分散系统第十四章 分散系统





第七部分 无菌制剂和无菌给药系统

第 章 剂• 第十五章 注射剂

• 第十六章 疫苗第十六章 疫苗

• 第十七章 特殊溶液剂和混悬剂





第八部分 新剂型 给药系统和器械第八部分 新剂型、给药系统和器械

第 章 放 剂• 第十八章 放射药剂

• 第十九章 生物制剂第十九章 生物制剂

• 第二十章 新剂型和药物给药技术



北河修治 药剂学北河修治，药剂学
• 第一章 物质溶解第 章 物质溶解

• 第二章 分散系统

第三章 制剂材料物性• 第三章 制剂材料物性

• 第四章 制剂各论

• 第五章 制剂工艺

• 第六章 制剂检查法第六章 制剂检查法

• 第七章 药物传递系统的必要性

第八章 调释制剂• 第八章 调释制剂

• 第九章 靶向制剂

• 第十章 前体药物







我国同类教材的特点和不足我国同类教材的特点和不足

• 我国目前统编教材为第六版《药剂学》，
主编为崔福德教授，该书针对药学、药剂编为崔福德教授 该书针对药学 药剂
学专门化的学生，内容较全面。其优点是
传统的内容叙述全面 学生易于学习 但传统的内容叙述全面，学生易于学习。但
缺点是理论部分显单薄，现代药剂学的内
容不够完整 例如 灭菌法尚有流通蒸汽容不够完整，例如，灭菌法尚有流通蒸汽
灭菌法，难以达到目前的要求。



比较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同类
教材的区别

（1）结构的比较• （1）结构的比较

• 目前，除日本外，各国教材均为单元式介目前 除日本外 各国教材均为单元式介
绍，这样便于老师讲述、学生学习。

• （2）内容的比较（2）内容的比较

• 英国教材内容最全面，包含了包装材料和
相应的说明 美国的教材还包括了临床药相应的说明。美国的教材还包括了临床药
学的内容。日本的教材包含了靶向制剂的
等内容 我国统编教材内容较全 但在与等内容。我国统编教材内容较全，但在与
新要求一致方面尚需要加强。



国外同类教材对我国教材编写、出
版的借鉴意义

容 代 致• 1． 内容应与现代要求一致；

• 2． 多采用表格；2． 多采用表格；

• 3． 应增加机械、设备、制剂等彩图、实物
图图；

• 4． 物理药剂学内容应有助于学生拓展。4． 物理药剂学内容应有助于学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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