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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知识一》易错考点（一）

1.影响药物制剂稳定性的因素中有离子强度和金属离子，容易搞混，如何

区分？

 离子强度属于处方因素。

离子强度的影响：制剂处方中往往需要加入一些无机盐，如电解质调节等渗，

抗氧剂防止药物的氧化，缓冲剂调节溶液 pH 等。溶液的离子强度对降解速度有

一定的影响。

 金属离子属于外界因素。

金属离子的影响：微量金属离子对自氧化反应有明显的催化作用，制剂中微

量金属离子主要来自原辅料、溶剂、容器以及操作过程中使用的工具等。

2.药物配伍变化中如出现沉淀属于物理配伍变化还是化学配伍变化？

物理配伍变化和化学配伍变化都有可能出现沉淀，主要看有没有发生化学反

应。

 如果单纯是溶解度或状态的改变那么就属于物理配伍变化，比如，氯霉素注

射液（含乙醇、甘油或丙二醇等）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中时往往析出氯霉素。

是因为氯霉素溶解度改变导致析出沉淀，所以属于物理配伍变化。

 如果发生了化学反应有新物质生成，那么就属于化学配伍变化。比如，酸性

药物盐酸氯丙嗪注射液同碱性药物异戊巴比妥钠注射液混合，能发生沉淀反

应。属于 pH 改变产生沉淀物质，属于化学配伍变化。

3.液体制剂附加剂增溶剂、助溶剂、潜溶剂如何区分？

三种附加剂的作用都是增加药物的溶解度，只是原理不同，可以从使用的具

体物质来区分。

 增溶剂是表面活性剂类物质，如：吐温类。表面活性剂形成胶团后，增加某

些难溶性物质在溶媒中的溶解度，并形成澄明溶液的过程称为增溶。

 助溶是指难溶性药物在水中，当加入第三种物质时能增加其溶解度,这种物

质就称为助溶剂。助溶剂多为某些有机酸及其盐类如苯甲酸、碘化钾等，酰

胺或胺类化合物如乙二胺等，一些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如聚乙烯吡咯烷酮等。

 潜溶剂是指能形成氢键以增加难溶性药物溶解度的混合溶剂，如乙醇、丙二

醇或聚乙二醇。简单记忆醇与水的混合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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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缓释、控释制剂的释药原理中，溶出原理和扩散原理如何区分？

 溶出原理通过减小溶解度/溶出速度来达到缓释作用，可制成溶解度小的盐

或酯、与高分子化合物生成难溶性盐、控制粒子大小等。

 扩散原理主要通过影响药物的扩散达到缓、控释作用，利用扩散原理的方法

有增加黏度减小扩散速度、包衣、微囊、不溶性骨架片、植入剂、乳剂。

除上述两个原理之外，缓释、控释制剂的释药原理还包括溶蚀与溶出、扩散

结合原理（生物溶蚀型骨架系统）、渗透压驱动原理（渗透泵片）、离子交换作用

（离子交换树脂）。

5.药物的转运方式容易混淆，可以通过下表来区分

转运方式 浓度梯度 消耗能量 饱和性 竞争性 特异性 抑制剂影响

被动

转运

滤过 顺 否 无 无 无 无

简单扩散 顺 否 无 无 无 无

载体

转运

主动转运 逆 是 有 有 有 有

易化扩散 顺 否 有 有 有 -

膜动

转运

胞饮 摄取液体到细胞内

吞噬 摄取微粒或大分子物质到细胞内

胞吐 大分子物质从细胞内转到细胞外

需要特殊注意的是主动转运和易化扩散均有载体参与，主动转运是从低浓度

一侧向高浓度一侧转运，需要消耗能量。易化扩散是顺浓度梯度转运，不消耗能

量。膜动转运中的胞饮和吞噬都是摄取到细胞内，胞饮针对的的是液体，吞噬针

对的是微粒或大分子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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