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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物化学是药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实验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针对药物化学的学科
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对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方法、实验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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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化学是发现和发明新药、合成化学药物、阐
明药物构效关系、研究药物分子与机体细胞和生物

大分子之间相互作用规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药

学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1］。药物化学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实验教学尤为重要。药物化学

实验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

位，它一方面将药学知识和化学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同时又对药物分析、药剂学和药理学起着重要的基

础作用，对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
我校从 2006 年开始开设药物化学实验课。在

这几年中，我们结合药学专业实验教学的实际，以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目标，不断优化教

学方案。本文从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方法、实验

教学评价等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1 实验教学内容改革

1. 1 巩固基础实验 药物化学实验课应当进一步

强化基本的操作技能，把学生所学的基本技能统为

一体，提高学生实验综合能力，使学生掌握药物合成

的方法。因此，改革药物化学实验课，并不能删除基

础性实验。
我们拟定在实验教学中以药物的合成及研究为

主线，将药学中常用的实验技术按顺序连接起来，例

如通过扑炎痛的合成实验［2］，让学生掌握无水操

作、重结晶等基本技能。通过经典的验证性药物合

成实验，使学生对药物化学实验的过程和实验要点

有初步认识，为进一步开展探索性、设计性实验打下

坚实的基础。
1. 2 加强与相关学科的融合 药物化学的实验教

学不能禁锢在传统的单学科教学模式中，应该形成

横向跨学科有机结合的实验教学内容，可以与天然

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药剂学等相关学科

相互融合。
例如，将药物化学实验课中合成的苯佐卡因进

行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的测定，并对图谱进行解析，

使药物化学和药物的质量监控充分结合; 将药物化

学实验课中合成的扑热息痛，作为药剂学实验中的

扑热息痛片剂的原料药进行制剂实验; 将药物化学

实验课中合成的苯妥英钠，作为药理学实验中药物

对抗小鼠惊厥作用的研究。这些综合实验将使学生

在得到基本技能全面训练的同时，能对所学的药学

知识有系统性的认识，将各相关学科的知识融会贯

通，真正成为高素质的高级药学专业人才。
1. 3 实验内容与时俱进 手性药物研究及药物信

息学是药物化学发展的新方向，是 21 世纪新药研究

的热点。为了使学生及时了解前沿科学，我们对实

验内容进行了更新。
1. 3. 1 开设手性药物( 萘普生) 的分离分析实验

手性是自然界的属性。在分子水平上，生物系统是

由生物大分子组成的手性环境。手性药物对映体进

入生物体内，将被手性环境作为不同的分子加以识

别匹配。因此，手性药物的异构体进入体内后，会在

药理活性、代谢过程和代谢产物、引起的毒副作用等

方面产生显著的差异。各国药政部门规定在申报具

手性的新药时，需同时呈报各对映体的药理学、毒理

学、药物动力学资料。而且，目前世界上常使用的药

物总数约为 1900 种，手性药物占 50% 以上，在临床

常用的 200 种药物中，手性药物多达 114 种。综上，

手性制药是医药行业的前沿领域，也是现代药物研

发的一大研究热点。因此，我们采用化学拆分和色

谱拆分两种方法对手性药物萘普生的对映体进行分

离分析实验，通过对比使学生充分了解手性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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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消旋拆分方法。
1. 3. 2 开设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实验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以及药物化学、分子

生物学和计算化学的发展，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

计( CADD) 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完善和新兴的研究领

域。CADD 已经成为合理药物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在药物设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让

学生了解药物发展的前沿，我们开设了 PPAＲ － 激

动剂的二维和三维定量构效关系计算实验，其内容

包括数据库搜索方法、构效关系方法、药效团模型方

法、分子对接方法等现代新药研发技术。
通过开设手性药物萘普生的分离分析实验和计

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实验，让学生接触前沿科学、顺应

药物研发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兴趣。
1. 4 着重素质教育，加大设计性实验比例 传统的

实验设计不利于学生的素质培养，存在思维定式，而

且目前，我国的新药研究已从仿制转向创新，为适应

社会及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因

此必须加大开放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3，4］。
药物化学设计性实验应该由选题、查阅文献资

料、设计实验方案、准备实验仪器和药品、进行实验

操作、总结等部分组成。结合我院教师当前的科研

课题进行设计性实验的选题，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

选题的新颖性和学生选题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方面

还有利于教师进行更为专业的指导。
设计性实验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作

用，也能使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
本科生在最后一学期进行毕业实习时，由于接受过

设计性实验训练，他们将能较快进入实习状态，并能

以较好的成绩完成毕业论文。

2 实验教学方法改革

在基础性实验中引入多媒体课件，通过反复演

示实验步骤，可以把原来单一、静态、无形、平面的教

学改变成多样、动态、有形、立体化的教学，以加深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因此，多媒体课件的引入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的兴趣。
在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中，先由教师提出实验题

目、实验要求，推荐参考文献，再让学生查阅相关资

料、制定设计实验方案、选取实验器材等，最后在教

师的把关下完成实验。通过多种教学形式的实践训

练，不仅使学生熟练掌握实验技能和实验技术，而且

学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开

拓思路，熟悉和体验研究过程，最终形成科学的思

维。

3 构建实验评价体系

合格而完善的考核机制是检验教学效果、强化

学习动机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我们的实验考核成

绩包括实验报告( 占 20% ) 、平时成绩( 占 20% ) 、实
验考试( 占 60% ) 三个方面。

实验报告除了书写常规的实验目的、实验原理、
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外，我们要求每位学生都要进行

实验结果的讨论分析，比如造成实验失败的原因、本
次实验的收获等。通过认真分析实验结果，能调动

学生实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每一位学生都能真

正参与实验。平时成绩主要根据学生的考勤和做实

验的情况而定。我们严格要求学生，对 1 次以上无

故不上课的学生，成绩给予不及格。在实验过程中，

我们还要考查学生的实验态度、仪器使用和实验操

作的规范性，并要求学生做好实验结果登记方可离

开。实验考试成绩分综合操作和笔试两部分。
通过这种实验评价办法可以系统、客观地反映

和评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实验的操作能力，

有利于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总之，实验课教学作为教学实践的重要一环，不

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科学思维。通过对药物化学实验课的改

革，将更大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课程教

学的改革和完善是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将在以后的

教学中不断实施和创新，培养出创新性、高素质的药

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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