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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分析了药学专业实验教学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药物化学和药物分析学科开展一体化实验教学进行了初步

的探索和实践。该实验基于“药品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以经典药物阿司匹林为焦点，设计并完成了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合成

及质量评价，同时和市售阿司匹林原料药的质量进行对比，进一步探讨了检测结果产生差异的原因。这一实验教学模式得到

了学生的充分肯定，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实验兴趣，使学生深刻的认识到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提升学生对药品质量控

制认识的高度，这对其今后从事药品的研发工作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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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药物
分析、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天然药物化学等

都是其主干课程。其培养的是能在各类药物研究

单位、医药企业、药品检验、药事管理部门和医院［１］

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检验、管理和药物销售等方

面的高级医药专业人才。而实验教学对学生掌握

药学基本理论及药学基本技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同

时对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科研潜

力也大有帮助。因此，实验教学对药学专业人才的

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阿司匹林又名乙酰水杨酸，是历史悠久、应用

最为广泛的解热镇痛药，可用于感冒、发热、头痛、

牙痛、关节痛等［２３］。大剂量有抗炎抗风湿作用，小

剂量还能抑制血小板聚集，用于预防和治疗缺血性

心脏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脑血栓等［４５］。因此，阿

司匹林常作为经典药物而被引入到药学的实验教

学中，比如药物化学实验中阿司匹林的合成、药物

分析实验中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含量测定，药剂学实

验中阿司匹林片剂的制备等。随着医药事业的蓬

勃发展，社会对药学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药

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渗透也越来越深入，这

将对药学实验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据此，新疆医

科大学药学院对２０１２级药学专业开设一体化实验，
以阿司匹林为焦点，对药物化学和药物分析学科中

的相关实验进行整合，开展了《阿司匹林原料药的

合成及质量评价》综合实验，为帮助学生形成整体

化、系统化的科研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６］打

下坚实的基础。

１　药学专业实验教学的现状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成立于１９７８年，是新疆药

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目前药学的专业实验

课程主要包括天然药物化学实验、药物分析实验、

药剂学实验、药物化学实验、药理学实验等。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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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牢固掌握各门实验的知识和操作技能，每一

门学科都紧紧围绕本学科内容开展相应的实验课

程，以自身学科所具有的逻辑系统组织实验教学。

但是大多数学生上完实验课后，很快就把实验中涉

及的知识点遗忘。因为他们未在脑海中建立学科

之间的联系，各学科的知识是相对孤立存在的。比

如我院的药物化学实验和药物分析实验分别在药

学专业教学的第６学期和第７学期开设，药物化学
实验多注重强化学生对合成药物的基本反应类型

及有机化学实验操作技能的掌握，学生只需按照实

验路线得到最终化合物，但其是否为目标化合物，

纯度如何却不曾考究，而药物分析实验多是对市售

原料药或药品进行质量评价，学生通过计算结果得

出该原料药或药品是否合格的结论，而不考虑他们

为什么不合格，应该如何避免或者减少药物中杂质

的来源。长此以往，学生容易走近药物化学实验就

是合成、药物分析实验就是质量评价、药品的质量

源于检验等误区。因此，如何加强药学各学科之间

的联系，帮助学生树立药学研究的全局观念就显得

极为重要。

２　阿司匹林原料药一体化实验的实施　
为了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对药学专

业的全局认识，我们对２０１２级药学专业开展一体化
实验教学进行了初步探索。本实验从阿司匹林的

合成入手，直到完成其质量评价，并和市售的阿司

匹林原料药的质量进行对比，探讨两者质量产生差

异的原因。该实验的设计及实施将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

２．１　实验概述　以多媒体课件的形式给学生介绍
本次实验。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１）一体化实验
的设计思想及意义：质量可控是药物现代评价体系

的基本要素之一［７］。随着人们对药品质量影响因

素认识的不断深入，药品质量控制的理念也在不断

发生变化，从“通过检验控制药品的质量”到“通过

生产过程控制药品的质量”，进而又到“通过良好的

设计控制药品的质量”理念，即当前的“药品的质量

源于设计”［８］（ＱｂＤ）理念。这就表明从研发开始就
要对药品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物料控制、工艺路

线的确定、工艺参数选择等方面，以保证最终产品

的质量，而不是通过对最终产品的检测来控制质

量。药学专业培养的正是能在新药研发、药品生

产、药物评价及临床合理用药等领域工作的复合型

人才。因此，ＱｂＤ理念是本次实验的灵魂，将贯穿
于整个实验设计中，使学生建立质量概念［９］，认识

到ＱｂＤ理念对药学专业的重要性。（２）药物简介：
主要包括阿司匹林的性质、药理作用、合成路线、质

量控制、制剂类型等方面，使学生从阿司匹林原料

药的合成直到完成剂型制备的全过程及所涉及到

的学科有全面的认识。

２．２　实验部分　在实验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将生
产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中影响产品质量的五个重

要因素即“人、机、料、法、环”渗透其中［１０］，以提高

产品的合成和检验质量。结合本实验来说：人是指

参与实验的学生，包括学生的实验态度是否端正、

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机是指实验过程中使用到的

仪器，比如恒温磁力搅拌器的控温是否准确；料是

指实验过程中用到的原料和试剂；法是指实验方

案；环是指实验过程中所处环境。

２．２．１　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合成　（１）实验内容：以
水杨酸和醋酸酐为原料，在浓硫酸的作用下合成乙

酰水杨酸，并进行精制，作为后续药物分析实验的

原料。实验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实施过程：在进行实验讲解时，老师需提醒
学生记录实验室的温度及湿度，引导学生思考影响

实验结果的因素，比如反应器必须干燥以防止醋酸

酐水解、浓硫酸应后加入以防止水杨酸被氧化、反

应温度不宜过高以减少副产物水杨酰水杨酸酯、乙

酰水杨酰水杨酸酯的生成、反应时间不宜过长以避

免乙酰水杨酸分解等。为增强学生对实验的责任

心和减少人为操作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本次实验每

位同学自成一组。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对于学生

不规范的操作，老师应给予提醒和纠正。最终合成

的产物标注上名字，交由实验老师统一保管，作为

后续药物分析实验的原料。

２．２．２　阿司匹林原料药的鉴别　（１）实验内容：对
阿司匹林原料药进行与铁盐反应、水解反应的实

验。（２）实施过程：实验指导老师引导学生分析阿
司匹林的结构特征以找到鉴别的依据。每位同学

图１　阿司匹林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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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制的阿司匹林和市售的阿司匹林原料药为研

究对象进行与铁盐反应、水解反应的实验，要求学

生仔细观察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并分析原因。

比如阿司匹林与碳酸钠试液加热反应后，再加过量

稀硫酸后，会有白色沉淀析出，同时产生臭气。该

现象的产生是由于阿司匹林在碱性条件下发生水

解，生成水杨酸钠和醋酸钠，加过量稀硫酸后，钠盐

游离成微溶于水的水杨酸和醋酸气体。

２．２．３　阿司匹林原料药的检查　（１）实验内容：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在一定的色谱条件下分离阿司

匹林原料药中乙酰水杨酸和水杨酸，采用 ＵＶ检测
器，在一定波长下进行检测，按外标法计算水杨酸

的含量。（２）实施过程：受高效液相色谱仪数量及
实验时间的限制，只对阿司匹林原料药中水杨酸杂

质进行了限量检查。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将学生分

成３大组，每组１２名左右，实验指导老师单独对每
大组同学介绍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构造、分离原理、

工作站等并演示高效液相色谱仪的使用。再将每

大组学生分成３个小组，由学生自己操作测定一份
自制的阿司匹林和市售的阿司匹林原料药中水杨

酸杂质的含量，并分析实验结果。

２．２．４　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含量测定　（１）实验内
容：按２０１０版《中国药典》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含量
测定方法，以氢氧化钠为滴定液，酚酞为指示剂，采

用酸碱滴定法测定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含量。（２）实
施过程：启发学生可以采用哪些方法测定阿司匹林

原料药的含量并比较这些方法的优缺点。进而介

绍２０１０版《中国药典》上收载的含量测定方法及含
量要求。该实验所需仪器简单，操作时间短，每位

同学可独立完成，对自制的阿司匹林和市售的阿司

匹林进行含量测定，每个样品平行测定２份，并进
行比较。分析实验结果产生的原因。

２．３　实验总结　待实验全部完成后，组织学生进行
讨论，回顾实验操作细节和整个流程，分析实验数据，

将本实验的实施过程与影响最终产品质量的五大因

素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对实验中所涉及到知识及药

品的质量源于设计的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次一

体化实验共有３８名学生参与，在对自制阿司匹林原
料药和市售阿司匹林原料药进行质量分析后，两种阿

司匹林原料药的合格率分别为２８％和６９％，鉴别项
下的合格率分别为８９％和１００％，检查项下的合格率
分别为６３％和９２％，含量项下的合格率分别为４５％
和７４％。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自制阿司匹林原料
药的合格率远小于市售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合格率。

通过师生间激烈的探讨，可能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

因：（１）药物化学实验中合成阿司匹林的方法与阿司
匹林的工业生产过程差别较大。在工业生产中主要

采用维生素Ｃ［１１］、酒石酸钠钾［１２］等反应活性高、性质

较温和的催化剂合成乙酰水杨酸。而本实验受实验

试剂的限制，采用传统的浓硫酸为催化剂，其具有强

氧化性，在合成过程中易导致反应原料及产物碳化。

产品在干燥过程中，残留的浓硫酸也会催化乙酰水杨

酸水解为水杨酸；（２）学生操作不规范，比如在测定
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含量时，碱式滴定管未用滴定液润

洗、在滴定过程中振摇不充分等都可能造成实验结果

偏高或偏低。

３　实施效果
实验结束后，每一位同学写一篇关于开展此次一

体化实验的感想，不需署名，以便于学生能表达出内

心最真实的想法，老师才能对此次一体化实验的教学

效果进行客观的分析。从收到的学生心得体会可以

看出，该一体化实验实现了三个“有利于”：（１）有利
于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增强实验责任心：在合成和

分析自制阿司匹林原料药时，学生为了追求自制阿司

匹林的质量，会主动关注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在实

验操作过程中会更加用心；（２）有利于学生认识药物
化学和药物分析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过去学生普遍

认为药物化学实验就是合成，药物分析实验就是质量

检验，通过此次实验，学生深刻的认识到了两学科之

间知识的相关性，尤其在对实验数据的分析过程中，

效果尤为明显；（３）有利于提升学生对药品质量控制
认识的高度：在以前的药物分析实验中，学生对药品

质量控制的认识仍停留在“药品的质量源于检验”这

个阶段，药品检验合格就出厂，不合格就销毁。通过

实验概述部分的介绍，学生对“设计控制药品质量”

的模式有了充分认识，这对其今后从事药品研发工作

具有深远的意义。

４　结语
对药学专业开展一体化实验的教学改革还处

于初步探索阶段，很多地方仍有待改进和完善，比

如本次一体化实验中阿司匹林的合成和后续药物

分析实验相隔时间太长，最后总结实验的时候老师

明显感觉到学生已将合成实验的部分知识遗忘了。

但是总体来说，开展一体化实验的成果是比较显著

的，不仅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学科之间的相关性，

更有助于学生对药学专业建立全局认识。接下来，

我们将尝试设计综合更多学科的一体化实验，比如

将药物化学、药物分析、药剂学、药理学结合起来，

开展药学大综合的一体化实验，完成从原料药到制

剂及其质量分析一系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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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

人文关怀护理对乳腺癌围手术期病人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邓煜１，许林勇１，张敏２，韦迪２，刘翔宇２，毛婷２

（１．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
２．湖南省肿瘤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３）

摘要：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护理对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病人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住院乳腺
癌围手术期２１０例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抛硬币法将两个病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选取１０５例。对照组病人只进行
一般性的常规的护理，干预组病人则在常规的基础上给予系统的人文关怀护理。主要包括：病人术后由责任护士、心理治疗

师、手术医生和病人一起制定阶段性康复计划，帮助术后病人消除不合理认知，完成认知重建；邀请心情低落的病人做沙盘游

戏；科室适当举行医患联谊会，让已经康复病人用自己的切身经历现身说法。该研究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调查乳腺癌病

人自我护理能力，并比较两组病人手术之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　干预组在施加系统的人文关怀护理举措后，病人自我护
理能力的总分、自我概念、自我护理技能、自我责任感、健康知识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术后出血、上肢肿胀以及皮下
积液的发生率相比对照组有所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施加系统的人文关怀护理举措可以增强病人的自
我护理能力，同时也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关键词：人文关怀；乳腺癌；围手术期；自我护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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