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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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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为我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政策建议。方法　从培养规模、培养模式、培
养成效３个方面对我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开展调查分析；结合政策背景，辨析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面临
的新挑战；对美日两国学位体系设置及培养模式中的相关举措进行借鉴。结果　应开展药学专业学位认证来促进药学专业
学位教育标准化；应坚持职业导向，推动药学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衔接；为满足社会对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应设

置并发展药学博士专业学位。结论　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走协同性的质量发展道路，实现规模与质量的统一，通
过加强药学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来培养高端药学人才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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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民生，健康最大。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
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２０１６年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民族复兴、

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共建共享，全民健
康”的战略主题和建设健康中国 “三步走”的战略

目标，对医药产业发展提出新要求，推动医药行业进

入全面质量时代。我国药学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

高端药学人才的重任，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和

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１　我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
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培养学科型人

才，即它服务于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所因循的学

·７９０２·
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第５４卷第２４期　　　　　　　　　　　 ＣｈｉｎＰｈａｒｍＪ，２０１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Ｖｏｌ５４Ｎｏ２４



科自身发展的逻辑，对社会需求方面虽然关注但却

是不足的［１］。随着各行各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需求不断扩大和国家层面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关注与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应用型高层次

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２］。

２０１０年１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２７次会议
审议决定设置药学专业学位，并于同年５月印发了
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药学专业学位是我国目前４７
种专业学位类别中的一种。药学专业学位获得者应

较好地掌握药学及与此相关的交叉学科的专业知

识；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

够分析本领域内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及产生的原

因，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这些问题；能够胜任本领域

的实际工作［３］。

经过近１０年的发展，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已基本完成教育布局规划、培养模式与教

育规律探索、人才培养标准体系构建等高等教育范

式总体设计，为医药行业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药学

应用型人才［４］。

１１　培养规模
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８年，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培养单位由４２所增加至１０８所。在这１０８所
培养单位中，省属、市属院校占比为 ７５％，一流大
学、一流学科高校占比为３２％，医药类院校占比近
５０％；从培养单位培养依托院部看，所有培养单位中
有８３所培养单位设立了药学院，占比７６％；从地区
分布看，华东地区有３９家培养单位，华北、华中、华
南、西南各有１５家左右；从省分布看，山东、广东两
省各拥有９所培养单位，为目前拥有培养单位最多
的省份，其次是江苏、浙江和湖北三省。

随着培养院校的增加，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的招

生规模也不断扩大。２０１１年全国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为６４０人，到２０１８年全国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为２６２４人。从２０１１
年到２０１８年，全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累计招
生人数约１１５万人，目前在校生的规模约为５７００
人。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累计近４８００人获得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

１２　培养模式
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服务我国医药行业，

各培养院校从实际出发，在保证药学硕士培养质量

的前提下，锐意改革，探索出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

其中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实践基地是各培养院校

培养药学硕士的主要途径，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全国
各培养院校与相关单位合作建立９４２家实践基地，
合作单位包含医药企业、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及事业

单位，其中医药企业占比为６３％，为高层次药学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了根本保证。在培养过程

中实行双导师制，即在校内和实践基地分别聘任研

究生指导教师。据统计，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全国约
有３０００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校内导师和２０００名
校外导师，９４２家实践基地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期间累
计接收近５０００名药学硕士进行专业实践，学生的
实践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如中国药科大学，在药

学硕士培养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基地建设规划和运

行机制：即通过“一条主线（建立基地涵盖全部医药

产业链）、二个场所（在国内和国外分别建立基地）、

三方责任（落实基地、学校、导师三方责任）、四级培

育（按院级基地、校级示范基地、省级企业研究生工

作站和省级示范基地、全国培养示范基地顺序逐级

培育）的“四维”定位，规划立体式实践基地群；通过

“标准化遴选、多样化建立、全程化联动、科学化保

障”的“四化”模式，保证实践基地运行机制的科学

性［５］。通过建立海外基地，增强药学硕士专业技能

的同时也学习了解相应的国际规则，拓展国际化视

野。在此培养模式下，药学硕士报考人数逐年增多，

生源质量也不断提升。

１３　培养成效
经过近１０年的发展，全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的

培养领域集中在工业药学、临床药学和管理药学３
个领域，就业单位集中在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具有

明显的面向行业需求的职业性目标特征。以２０１７
年全国药学硕士毕业生为例（图１），９５０名毕业生
中有４９３％的毕业生选择在医药企业就职，有１９％
的毕业生选择在医疗机构就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比近７％。
各培养院校在培养过程中充分调动实践基地参

与的积极性，切实将企业的现实需求与高校的培养

　　　　

图１　全国药学硕士毕业生就业分布图（２０１７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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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对接。全国药学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９０％以上。以２所药学硕士招生量最多的培养院校
２０１８年毕业生就业率为例，沈阳药科大学２０５名毕
业生就业率为９７５６％，中国药科大学２２１名毕业
生就业率为９９％。不少用人单位表示，通过企业实
践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药物研发

项目的充分参与并且提前适应企业对员工的具体要

求，学生的培养与行业需求契合度高，学生就业竞争

力明显提升。

２　我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从《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到《“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国家高度重视医药产业发展，着力加快实现

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由仿制为主向自主创新为

主的历史性、战略性转变。为推动我国逐步从“制

药大国”发展成为“制药强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需要面对新挑战。

２１　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高层次药学应用型
人才需求旺盛

《中国制药行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８）》显示，２０１７
年制药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２９８万亿元，同
比增长１２２４％；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增幅领先于
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据预测到２０２３年，我国医药市
场规模将超过４５万亿元，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在
全世界医药行业的市场份额也逐年稳步增加，从

２０１４年１１％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４％。医药行业作为
与人民健康、生活水平、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之

一，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２０１８年度药品监管统计年报》显示，截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全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４４４１
家，《药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企业５０８万家；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１７万家，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５１１万家；化妆品生产企业４６６４家。据国家统计
局网站数据查询，截止２０１８年全国拥有医疗机构
９９７万个，蓬勃发展的医药行业对高层次药学应用
型人才需求旺盛。

２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高层级药学应用
型人才任重道远

药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与健

康，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从２００６年齐二药事件到
２０１２年毒胶囊事件再到 ２０１８年长春长生疫苗事
件，药害事件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为此“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２０１６〕４３号文）将“药
物质量安全”列为未来５年医药领域重点扶持方向

之一，以期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用药保障水平，提升

药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同时促进药品监管科学的

进步，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２０１９
年４月国家药监局启动“中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
划”，决定开展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学研

究，拟依托国内知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围绕药品

全生命周期，开展监管科学重点项目研究，制定一批

监管政策、检查检验评价技术、技术标准等，培养监

管科学领军人才［６］。

２３　缺乏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
是制约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创新能力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科学

创新能力，即新药的研发、新药的推出能力；二是

技术创新能力，即由研发向工业化生产转化的能

力与生产技术革新的能力。科学创新属于基础和

应用基础研究的范畴，这部分人才的培养是我国

目前药学学术学位人才培养的重点；技术应用创

新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主要解决的是科学研究

向工业化转化环节的技术问题，包括通过流程简

化、技术革新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关键核心

技术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

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目前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原创性

药品和引领性医疗技术缺乏，临床转化与产业化

能力不强。我们在增强药物创新能力的同时还

要加强药物技术应用创新能力，就人才培养而

言，既要培养学术型创新人才，又要培养技术应

用型创新人才。

３　美国和日本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可借
鉴的部分

美国、日本等国家较早开展药学专业学位教育，

培养以临床应用为主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其学位

体系设置及培养模式中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

部分。

美国设有药学博士专业学位以满足社会对高

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在此类人才培养过

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评性思维［７］，课程设计以

逻辑、综合和渐进的方式为学生提供社会、管理和

临床科学的综合基础，从而使毕业生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成为该行业的领导者。以加州大学旧金山

分校（ＵＣＳＦ）的药学博士专业学位项目人才培养
·９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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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ＵＣＳＦ的药学专业已多年位居全美第 １，在
２０１９年 ＱＳ世界大学排名中其药学与药理学专业
排名第５位。ＵＣＳＦ的药学博士专业学位项目注
重培养学生可以从各个角度识别、检查和系统的

解决复杂的药房问题，熟练运用临床专业知识，独

立有效的承担小型跨专业团队或复杂体系中的工

作，具有敏锐的科学思维和强大的专业技能且关

心患者治疗需求。课程围绕基础知识课程、综合

主题（患者病历为基础）、探索项目、药学实践经

验、患者照护技能等 ５个方面设置。项目的各个
阶段根据特定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评估，评估方法

强调药房实践和患者照护过程中所需的关键知识

和技能，而不是成绩。

日本药学教育体系有２种并行的学制，即以培
养药剂师为主体的６年制药学教育和以培养药学研
究人员和工程师为主体的４年制药学教育，２种学
制的存在为日本提供了充足的药学服务和药学研究

人才，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以东京大学药学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项目为例，东京大学２０１８年 ＱＳ世
界大学排名药学与药理学专业位列第１２位。项目
为６年制的本科学习 ＋４年制的博士学习，主要培
养在医疗药学、卫生药学、生物药学、制药学等领域

具有实践研究能力的优秀药剂师、医疗体系人员和

药物开发研究人员。其中在博士教育阶段，通过研

究指导旨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优良的

领导能力，在国际先进杂志上的信息收集能力、沟通

能力、传播成果的能力和研究指导能力。课程设置

除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外，重视实践教学研究，设有

医药药学实践研究、社会药学实践研究和药物创造

实践研究。学生的学习成果通过论文检查和答辩进

行评估。

４　加强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
４１　建立药学专业学位教育认证的专门机构，制
定认证统一标准，促进我国药学专业学位教育标准

化。《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将教育认证定义为：

“由一个合法负责的专门机构对学校、学院、大学或

者专业学习方案（课程）是否达到既定资质和教育

标准的公共性认定。认定的宗旨是，提供一个公认

的、对教育机构或者教育方案质量的专业性评估，并

促进这些机构和方案不断改进和提升质量”［８］。目

前美国设有药学教育鉴定委员会（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ＡＣＰＥ）认
证美国药学职业学位项目和药学继续教育机构，以

确保和提升药学教育的质量［９］。我国目前还未有专

门的认证机构负责我国药学专业学位教育的认证设

计和整体推进，也没有建立药学专业学位教育认证

的统一标准，只有国家层面出台的培养相关的指导

性文件和要求。因此，设立专门机构开展认证工作，

并制定符合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药学专业

学位教育认证标准，将有利于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质量持续提升，也有利于实现我国药学专

业学位同境外学位对等认证。

４２　职业导向，推动药学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
衔接。在不少发达国家，专业学位往往是获得职业

资格证书的前提条件，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匹

配被视为专业学位质量保障的体现，也是产学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体现。如在美国，只有获得药

学博士专业学位才可以参加相应的职业认证考试，

合格后获得药师资格证书，可以在医院从事临床药

师的工作。目前我国药学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工业药

学、临床药学和管理药学３个领域的应用型人才，相
关领域与职业资格证书均未取得较好的衔接，建议

可以将药学专业学位作为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必要

条件，或是将药学专业学位作为参加职业资格考试

的优先条件［１０］。通过采取不同的模式对药学专业

学位与相应的职业资格考试进行匹配，有利于强化

学校与行业用人单位的结合，推动高层次药学应用

型人才培养更加切实符合社会和医药行业发展的需

要。具体操作层面，建议充分调动药学行业协会的

主体能动性，逐步把药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学习经历

作为相应领域职业资格的基础。

４３　设置并发展药学博士专业学位，满足社会对
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学位制度体系的建

立、完善、丰富和发展，是借鉴与创新的有机结合。

从上述美国、日本等国的培养经验看，社会经济越发

展，学位类型越丰富，而且职业实践型、应用型为导

向的研究生教育均在不断升级和扩大。目前我国药

学硕士教育只设有硕士层次，不能满足药学高等教

育的现实情况和医药产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普

遍需求，设置药学博士专业学位迫在眉睫。

建议为实现我国药物智慧创造、智能制造、精

准应用和科学监管而设立药学博士专业学位教

育。在培养方式方面，注重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

化的衔接，实现社会优质资源的最佳配置，采用

“校企合作培养”“校企双导师制”的培养方式，构
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新机制；在知识体系方

面，传授基于大卫生观和大健康观的医学理念下

·００１２· ＣｈｉｎＰｈａｒｍＪ，２０１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Ｖｏｌ５４Ｎｏ２４　　　　　　　　　　　 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第５４卷第２４期



的“新药科”知识体系，注重与工科、医科知识体系

的融合；在能力体系方面，培养博士满足行业多元

化需求的创新实践能力，提高他们解决医药领域

复杂问题的能力。

４４　协同发展，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服务
需求、提高质量、深化改革、内涵发展”是新时代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大局。高质量的研究生

教育要求走协同性的质量发展道路，实现规模与

质量的统一，改革与制度、体制与机制、服务与支

持的有机协调［１１］。具体而言，国家层面制定相应

的政策规划和质量标准，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服务

改革需求；省级层面将药学人才培养目标纳入各

区域生物医药发展的战略中，相互支撑，协同推

进；各培养单位积极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推进

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我国药

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截止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我国拥有１０８所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培养院校，从专项评估的结果来看各培养院校培

养水平参差不齐，通过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

高药学人才的整体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各界对药

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实现我国从“制

药大国”成为“制药强国”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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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４３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ｍｐａｇｏｖｃｎ／ＷＳ０４／ＣＬ２０５６／３３７１５０ｈｔｍｌ．

［７］　ＡＤＡＭＭ，ＭＥＬＩＳＳＡＳ，ＡＳＨＬＥＹＮ，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ＡｍＪＰｈａｒｍＥｄｕ，
２０１９，８３（２）：１６１１７０．

［８］　ＬＩＪ，ＬＩＮＭＱ，ＺＨＵＪ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
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３，（１９）：２９３２．

［９］　ＩＢＲＡＨＩＭＳ，ＭＡＮＳＯＵＲＡＭ，ＨＩＳＨＡＭＡ，ｅｔａｌ．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ｎ
ＡＣＰ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ＡｍＪＰｈａｒｍＥｄｕ，２０１９，
８３（２）：２３１２３７．

［１０］　ＷＡＮＧ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ｒｅ
ｆｏｒｍｉｎＪａｐａｎ［Ｊ］．ＡｃａｄｅＤｅｇｒＧｒａｄｕＥｄｕ（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２００９，（１）：７２７７．

［１１］　ＧＵＯＹＬ，ＷＡＮＧＸ．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
ＧｒａｄｕＥｄｕ（研究生教育研究），２０１９，（２）：６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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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６９／ｃｐｊ２０１９２４０１８

Ａ

ＡｓＷＲＫＹ２５　白木香转录因子～的分子克隆与表达分析　２３－１９１９

Ａ３０Ｐ突变体　～α突触核蛋白表达体系的构建及其对蛋白质降解

系统的影响　２４－２０７１

阿达木单抗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血清～药物稳态谷浓度测定及变异

研究　１３－１０８６

阿尔茨海默病　基于他克林和多奈哌齐的多靶向药物设计及其抗 ～

活性研究进展　５－３５２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法预测楮实子防治 ～的分子机制

７－５４９

阿胶　 ～中动物源性 ＤＮＡ提取方法的改进及驴源性成分鉴定　

２２－１８４０

阿卡波糖　以药效学参数为终点指标评价中国人群 ～片人体生物等

效性　１６－１３２３

阿米卡星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人痰液中抗结核药物乙

胺丁醇和～浓度　１３－１０９２

阿托伐他汀　～、瑞舒伐他汀及普伐他汀对不同 ＣＹＰ２Ｃ１９基因型急

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氯吡格雷抗血小板作用的影响　１９－１５９９

阿魏酸　 ～通过修复线粒体分裂融合失衡机制改善 Ａβ诱导的 ＡＤ

模型小鼠学习记忆障碍　９－７０３

埃格列净　～单药治疗２型糖尿病安全性的Ｍｅｔａ分析　１５－１２６８

安全风险　酒石酸唑吡坦的～及使用要点　１４－１１８８

氨基脲衍生物　吡啶联苯～的合成及抗肿瘤活性研究　１２－９４７

奥拉帕尼　～对卵巢癌ＳＫＯＶ３细胞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ＴＯＲ信号通路的影

响　１－３６

艾司西酞普兰　～所致ＱＴｃ间期延长的研究进展　２４－２０４３

Ｂ

ＢｅａｕｖｅｒｉａｆｅｌｉｎａＳＸ６２２　杯状海绵共生真菌 ～的次级代谢产物研

究　２２－１８５３

Ｂｅｃｌｉｎ１　自噬基因 ～抑制后增强人髓性白血病耐药细胞 Ｋ５６２／ＩＭＡ

对于伊马替尼的药物敏感性　４－２８４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　利用 ～效应面法优化 Ｆｅ３Ｏ４纳米颗粒的处方及其体

外释药机制研究　９－７１１

　～响应面法优化疏水改性普鲁兰纳米粒的制备工艺１４－１１５４

　～法优化快速溶解性微针的制备工艺　２０－１６７７

２（２苯乙基）色酮类化合物　～的生物活性及其生物合成研究进展

２３－１９０９

靶点　冠心舒通胶囊治疗冠心病的“成分～通路”研究　３－２００

　沉香挥发油成分～预测研究　２３－１９５８

白芥子散　～及其拆方对过敏性哮喘大鼠ＩｇＥ、ＩＬ４、ＩＦＮγ和 ＴＮＦα

的影响　１８－１４９１

白茅根　两种～聚合酶链式反应法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鉴别

方法的研究　１８－１４８６

白木香　云南～根内丛枝菌根真菌群落组成　１１－８６７

　伤害诱导～愈伤组织形成倍半萜过程中活性氧的产生和积累

２３－１９３９

白木香转录因子　～ＡｓＷＲＫＹ２５的分子克隆与表达分析　２３－１９１９

白芍　～药材和芍药籽饼粕中１５种单萜苷含量测定　１－２２

半透膜厚度　推拉式渗透泵药物传递系统处方设计关键要素研究　

１０－７８３

保留指数　～原理在中药材农药残留快速筛查和定量分析中的研究

进展　２０－１６３７

保密　美国ＦＤＡ信息公开与～的研究　１－６６

杯状海绵共生真菌　～ＢｅａｕｖｅｒｉａｆｅｌｉｎａＳＸ６２２的次级代谢产物研究

２２－１８５３

表征　溶致液晶递药系统～方法的研究进展　１９－１５４５

冰片　天然～及合成～对大黄素透皮吸收的影响　１８－１４７５

丙三醇　药用辅料～气管内雾化给药局部刺激性和细胞毒性研究　

１－４２

丙酸倍氯米松　制备含抛射剂四氟乙烷的～吸入气雾剂　７－５７１

玻璃输液瓶　～与碳酸氢钠注射液的相容性研究　１－５８

薄层色谱　３种检测限测定方法在～中的应用比较　１８－１５１５

不良反应　肿瘤患者ＣＹＰ２Ｃ８基因多态性与紫杉醇 ～的相关性研究

１２－１００７

不适当用药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老年患者潜在～研究　５－４１５

布地奈德　基于循证评价建立吸入用～混悬液临床应用标准　１６－

１３４３

鲍氏海马　基于性状鉴别与 ＤＮＡ条形码联用的 ～生药学研究　

２４－２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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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Ｃａｃｏ２细胞　单宁酸对双酯型乌头碱在 ～模型上转运行为的影响

１４－１１４２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于～基因检测指导下的氯吡格雷和换用替格瑞洛个体

化用药分析　９－７５３

ＣＹＰ４５０酶　基于～的大黄附子汤复方配伍规律研究　２２－１８４６

侧缘真龙虱　～提取物ＣＬ对多柔比星致慢性肾炎大鼠肾功能的保

护作用　１５－１２４５

柴胡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镇痛作用机制初探　２－９８

　含～中成药的质量控制方法探讨　１７－１４５２

产后抑郁　转位蛋白配体 ＹＬＩＰＡ０８对 ～大鼠焦虑抑郁样行为的影

响　２０－１６６４

长春花　遮光胁迫下外源ＮＯ对～幼苗生长及生物碱积累的影响　

１－１６

长梗黄精　～的ＳＣＡＲ分子鉴别　２０－１６４７

长效微球制剂　～产业化研究进展　２１－１７２９

肠道菌群　肠道微生物与衰老　１０－７６１

　～调控对药动学特征的影响　１５－１２１１

肠外营养液　３种常用材质营养袋对 ～中胰岛素的吸附作用考察　

１４－１１８２

超高效液相串联四极杆静电场轨道阱质谱联用　基于～技术对荷叶

中化学成分进行快速鉴定　１０－８１３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　 ～定性分析油炸马钱子中

化学成分　２－１２３

超高效液相色谱　基于ＤＲＳｏｒｉｇｉｎ的替代标准物质法研究———以 ～

测定乳香中１１羰基β乳香酸和１１羰基β乙酰乳香酸的含量

为例　１７－１４１１

超快速液相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高分辨质谱　基于～技术分析不同

产地玄参化学成分的差异　９－７４１

超快速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法　 ～同时测定不同

产地竹节参药材中多元成分　３－２２６

沉香挥发油　～成分靶点预测研究　２３－１９５８

沉香精油　～通过抑制ｐＳＴＡＴ３和ＩＬ１β／ＩＬ６产生抗炎作用　２３－

１９５１

沉香木　海南产和广东产～中真菌的多样性分析　２３－１９３３

沉香色酮　通体结香技术产～类成分分离及其抗炎作用　２３－１９４５

沉香　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树采用通体结香技术产沉香的质量比较

２３－１９８８

沉香属　应用于多个 ～物种鉴定的 ＤＮＡ条形码序列筛选　２３－

１９２６

匙萼金丝桃　～化学成分及镇痛与抗疟活性研究　８－６１４

楮实子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法预测 ～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的

分子机制　７－５４９

处方　我院门急诊～前置审核系统的设计与运行实践　５－４２０

处方审核　抗肿瘤药物～专家共识———肺癌　１０－８４７

　抗肿瘤药物～专家共识———结直肠癌　１６－１３６１

　抗肿瘤药物～专家共识———肝癌　１８－１５３９

川芎　外源硅从植物角度调控～镉吸收的可行性初探　１９－１５５２

川芎挥发油　～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工艺的关键影响因素考察　１８－

１４６８

穿心莲内酯　～调控ＨａＣａＴ细胞中 Ｎｒｆ２／ＡＲＥ通路的抗氧化作用机

制研究　１０－７７７

创新制剂　药物～产业化及其综合优化技术　２１－１７３４

刺激响应型聚合物药物偶联物　～用于抗肿瘤药物递送的研究进展

２２－１８１７

刺山柑　叶绿体基于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基因间隔区序列鉴别维吾尔药 ～

１２－９６５

丛枝菌根真菌　云南白木香根内～群落组成　１１－８６７

Ｄ

ＤＮＡ提取　鹿胎～方法、ＰＣＲ参数优化及其快速检测试剂的开发应

用　１８－１４８１

　阿胶中动物源性～方法的改进及驴源性成分鉴定　２２－１８４０

ＤＮＡ条形码　～结合高分辨熔解曲线技术在红花龙胆鉴定中的应

用　９－６８７

　应用于多个沉香属物种鉴定的～序列筛选　２３－１９２６

　基于性状鉴别与～联用的鲍氏海马生药学研究　２４－２０４７

ＤｒｕｇＡｂａｃｕｓ　～方法在抗肿瘤药物定价方面的应用　２０－１７１５

大黄　药用～幼苗转录组高通量测序及蒽醌类生物合成基因筛选　

７－５２６

大黄素　天然冰片及合成冰片对～透皮吸收的影响　１８－１４７５

大黄附子汤　基于ＣＹＰ４５０酶的～复方配伍规律研究　２２－１８４６

大黄酸酯衍生物　新型～的合成与生物活性研究　１５－１２１６

大蒜辣素　尤斯室系统研究～在大鼠不同肠段的吸收特性　８－６２０

大叶千斤拔　 ～对慢性盆腔炎大鼠的抗炎作用及机制研究　１１－

８７４

代谢　基于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离子阱质谱法技术研究金匮肾气丸

总苷体内外～的相关性　１４－１１７６

代谢性疾病　潜在的～治疗靶点———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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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５

代谢组学　盐酸氟桂利嗪干预硝酸甘油致偏头痛大鼠的 ～研究　

３－１９３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　基于 ＵＨＰＬＣＱＯｒｂｉｔｒａｐＨＲＭＳ技术的～主要化

学成分识别及含量测定研究　４－３２７

丹灯通脑胶囊　 ～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的保护作用研究　

２０－１６７０

单核巨噬细胞　解毒祛瘀滋阴方含药血清对小鼠 ～ＩＲＡＫ１信号通路

表达的影响　３－１８６

单克隆抗体　抗偏头痛～药物研究进展　１１－８５７

　亲水相互作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单抗Ｎ糖谱的方法学联

合验证　２４－２０２８

单宁酸　～对双酯型乌头碱在Ｃａｃｏ２细胞模型上转运行为的影响　

１４－１１４２

单萜苷　白芍药材和芍药籽饼粕中１５种～含量测定　１－２２

胆碱酯酶抑制剂　从一例患者药物治疗管理探讨抗胆碱药与 ～间的

处方级联　５－４１１

蛋白质组学　淫羊藿苷对 ＵＭＲ１０６成骨细胞和 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诱

导的破骨细胞～的影响　４－２６８

低剂量累积照射　西咪替丁对 ～比格犬脾损伤的病理变化及其

ＳＯＤ２、ＧＰＸ１表达的影响　１３－１０６６

　西咪替丁对０３Ｇｙ累积照射大鼠的保护作用　１４－１１３７

地上部分　三白草～化学成分研究（Ⅱ）　５－３６０

地桃花　～中酚苷类成分研究　１３－１０６０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测定法中汞元素记忆效应与稳定性研究

１－５３

跌打丸　～多指标含量测定方法研究及整体质量评价　２０－１７０１

动脉粥样硬化　基于“ＩＬ３４”Ｒｈｏ／Ｒｏｃｋ信号通路探讨生地黄水煎总

提物对～的作用分析　８－６２４

动物法则　浅析美国ＦＤＡ～的基本原理　１－７２

多巴胺　右美托咪定联合～对脑外科术后患者脑血流和脑氧代谢率

的影响　１１－９２６

多聚谷氨酸化甲氨蝶呤　ＨＰＬＣＭＳ／ＭＳ间接测定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红细胞中～的浓度　２２－１８７６

多聚体含量　ＵＰＬＣ测定人血白蛋白 ～方法的实验室间比对与适用

性论证　２０－１６８５

多脉茵芋　～地上部分化学成分及镇痛活性研究　１５－１２３１

多奈哌齐　基于他克林和～的多靶向药物设计及其抗阿尔茨海默病

活性研究进展　５－３５２

多柔比星　基于纳米载体的～耐药干预及提高抗肿瘤效果的研究进

展　１－９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研究紫杉醇对～在小鼠体内药动

学的影响　１１－９０８

　抑癌基因 ＰＴＥＮ参与 ～非霍奇金淋巴瘤 Ｒａｊｉ细胞生长、迁移

侵袭的实验研究　１２－９８７

Ｅ

ＥｍｅｒｉｃｅｌｌａｖａｒｉｅｃｏｌｏｒＸＳＡ０７２　海绵共生真菌～化学诱变突变株中

的新颖聚酮类化合物　１５－１２２１

恶心呕吐　５ＨＴ３受体拮抗剂预防高度化疗所致急性 ～的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　１４－１１９４

儿童　药物制剂辅料在～群体中的安全性考量　１４－１１２１

儿童白血病　高效液相二极管阵列检测法测定人血浆中伏立康唑和

Ｎ氧化伏立康唑浓度及其对～的用药指导　１４－１１６９

儿童药物　～制剂产业化关键技术　２１－１７３９

二陈汤　基于中药整合药理学平台探究～防治肥胖的物质基础与作

用机制　７－５３６

二甲双胍　乙醇对盐酸～缓释片体内外释药特性的影响　１－４７

二维液相色谱技术　～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１２－９４１

Ｆ

Ｆｅ３Ｏ４纳米颗粒　利用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优化 ～的处方及其体

外释药机制研究　９－７１１

ＦＬＯＴ１基因　慢病毒介导的 ～表达对胃癌细胞侵袭凋亡的机制研

究　１６－１２９９

伐地那非　交联型～水凝胶透皮贴剂的制备与评价　１０－７９６

法莫替丁　与烟酸形成共晶改善～溶解性研究　１３－１０５４

房颤　新型口服抗凝药在～导管消融围术期不间断使用的有效性与

安全性的Ｍｅｔａ分析　１０－８１９

非霍奇金淋巴瘤　抑癌基因ＰＴＥＮ参与多柔比星～Ｒａｊｉ细胞生长、迁

移侵袭的实验研究　１２－９８７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实验模型　１８－１４５７

　胡柚皮黄酮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小鼠肝脏 ＮＬＲＰ３炎症小

体的影响　２４－２０７６

非甾体抗炎药　围手术期 ～合理使用情况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１３－１１０４

肥胖　基于中药整合药理学平台探究二陈汤防治 ～的物质基础与作

用机制　７－５３６

肺癌　抗肿瘤药物处方审核专家共识———～　１０－８４７

肺动脉高压　药源性动脉型～的研究进展　３－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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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损伤　基于ＬｎｃＲＮＡＮＡＮＣＩＮＫＸ２１信号通路探讨清肺养阴活血

方保护放射性～的作用研究　６－４５７

肺移植　临床药师参与１例 ～患者个体化治疗的药学实践　１０－

８３４

分子克隆　白木香转录因子ＡｓＷＲＫＹ２５的～与表达分析　２３－１９１９

酚苷　地桃花中～类成分研究　１３－１０６０

酚性成分　骆驼蹄瓣中～研究　３－１８１

　云实的酚性化学成分研究　２０－１６６０

伏立康唑　高效液相二极管阵列检测法测定人血浆中～和Ｎ氧化伏

立康唑浓度及其对儿童白血病的用药指导　１４－１１６９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研究 ～在犬血浆的毒代动力学　１５－

１２５８

氟［１８Ｆ］化钠　正电子计算机断层显像骨显像剂 ～的药动学和显像

效果研究　１６－１３１７

辐照灭菌　中药的～现状与监管　１７－１４４２

辅料　药物制剂～在儿童群体中的安全性考量　１４－１１２１

复方大七气汤　～联合顺铂对卵巢癌ＳＫＯＶ３细胞的抑制作用　５－

３７３

富硒长双歧杆菌　～抑制乙醇诱导的小鼠肝损伤　２２－１８５９

腹透相关性腹膜炎　～腹腔给予万古霉素血药浓度的特点及与疗效

的关系　１２－１０３１

氟尿嘧啶　基于～类药物化疗的异常糖链糖蛋白在胃肠道恶性肿瘤

中表达　２４－２０９３

Ｇ

甘草酸原料　超声辅助超滤技术去除注射用 ～中细菌内毒素的工艺

研究　２２－１８８８

肝癌　抗肿瘤药物处方审核专家共识———～　１８－１５３９

肝癌细胞　三氟拉嗪激活ＦＯＸＯ１相关的Ｂａｘ／Ｂｃｌ２信号通道诱导～

凋亡　１１－８８６

肝素　～药理作用和药物制剂的研究新进展　２２－１８３１

肝损伤　中药有效成分减轻对乙酰氨基酚～研究进展　２－８１

橄榄油　以无醇～复配油微乳为载体的补水凝胶面膜的制备及评价

６－４７６

　～微乳区域提高的成因探讨及作为保湿抑菌身体乳载体的应

用　１１－９００

高度化疗　５ＨＴ３受体拮抗剂预防 ～所致急性恶心呕吐的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　１４－１１９４

高分辨熔解曲线技术　ＤＮＡ条形码结合～在红花龙胆鉴定中的应用

９－６８７

高龄患者　腹部手术中使用肾毒性药物对 ～肾功能影响的研究　

１３－１１０９

高龄经产妇　“全面二孩”政策后 ～用药监护的必要性探讨　１９－

１６３１

高乌甲素　载～橄榄油微乳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１９－１５８２

高血压治疗药物　近５年中国医院～使用情况分析　２－１４４

格列美脲　～片的体外溶出行为研究　８－６４６

个体化给药　～辅助决策系统研究与应用进展　１－１

　基于ＣＹＰ２Ｃ１９基因检测指导下的氯吡格雷和换用替格瑞

洛～分析　９－７５３

汞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测定法中～元素记忆效应与稳定性研究

１－５３

共轭亚油酸紫杉醇　～自组装纳米粒的结构分析　２１－１７５２

共感染　ＨＢＶ／ＨＣＶ～对依非韦伦在 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血药浓度、疗效

及肝毒性的影响　１４－１１６２

共晶　柚皮素烟酰胺～的制备及表征　４－２９１

　与烟酸形成～改善法莫替丁溶解性研究　１３－１０５４

孤儿药　中国～现状及与国外对比分析研究　１０－８３９

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潜在的代谢性疾病治疗靶点———～　１５－

１２０５

固体分散体　高载药量卡马西平～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１３－１０７２

固体脂质纳米粒　黄芩苷及其～在Ｃａｃｏ２细胞上的吸收机制研究　

１２－１０００

冠心舒通胶囊　～治疗冠心病的“成分靶点通路”研究　３－２００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２０１８）与 ＷＨＯ《基本药物示范目录》

（２０１７）中抗肿瘤药物的比较和分析　２２－１９０１

国家药品抽检　～中药品标准的适用性研究　３－２４０

国家药品治理体系　构建～的借鉴与创新　２－１５８

国家标准物质　磺胺二甲嘧啶有关杂质～的研制　２４－２０８２

过敏性休克　头孢唑林钠皮试阴性致～的系统文献分析　１２－１０２４

Ｈ

ＨＬ６０ＩＬ６法　细菌内毒素标准品效价标定中四参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拟

合软件的比较　１３－１０９９

７ｐＴＦＭＦＬ１１８β环糊精　～包合物的药动学和组织分布研究　

７－５７６

罕见病　中国孤儿药现状及与国外对比分析研究　１０－８３９

荷叶　基于超高效液相串联四极杆静电场轨道阱质谱联用技术对～

中化学成分进行快速鉴定　１０－８１３

核磁共振　基于 ～代谢组学技术的款冬茎和叶的化学成分比较　

·５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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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０８

黑骨藤　苗药～研究进展　４－２５９

黑沙蒿　～化学成分研究　１１－８６３

横纹肌溶解症　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文献病例分析　１８－１５２７

红花龙胆　ＤＮＡ条形码结合高分辨熔解曲线技术在～鉴定中的应用

９－６８７

槲皮素　～酰胺类衍生物的合成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１９－１５６５

华法林　药师干预对～抗凝治疗质量的影响　９－７４９

化橘红　中药～的１０６种农药残留量测定研究　１９－１６０４

缓释　不同厂家羟丙甲纤维素理化性质表征及其对 ～效果的影响　

１２－１０１８

患者援助项目　我国药品～实施现状与监管制度分析　１９－１６２６

黄花草木犀　～抗氧化活性成分研究　１９－１５５７

黄芪　～ＩＳＳＲ标记遗传多样性及其与主要药用成分的关联分析　

２４－２０６０

黄芩苷　逆相蒸发法制备～脂质体工艺的研究　３－２１９

　～及其固体脂质纳米粒在 Ｃａｃｏ２细胞上的吸收机制研究　

１２－１０００

黄曲霉毒素Ｂ１　基于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对中药材中 ～的定量检

测研究　１７－１４３２

黄酮苷类　３种银杏～化合物定量分析方法比较研究　１１－９１６

黄酮类　银杏叶提取物中～化合物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　６－４４４

活性氧　伤害诱导白木香愈伤组织形成倍半萜过程中 ～的产生和积

累　２３－１９３９

胡柚皮黄酮　 ～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小鼠肝脏 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

的影响　２４－２０７６

磺胺二甲嘧啶杂质　磺胺二甲嘧啶有关杂质国家标准物质的研制　

２４－２０８２

Ｉ

ＩＳＳＲ标记　黄芪～遗传多样性及其与主要药用成分的关联分析　

２４－２０６０

Ｊ

６甲基巯基嘌呤核糖核苷酸　肾移植受者红细胞内 ～（６ＭＭＰＲ）浓

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１０－８０３

基本药物　辽宁省～可及性评价实证研究　６－５０１

基因多态性　人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１Ａ２的发育变化及 ～的临床意义　

１０－７６６

基原鉴定　常用植物黏合剂物种 ～、制香性能与燃烧性能评价　

２３－１９９５

急性毒性　通体结香技术产沉香提取物 ～和遗传毒性研究　２３－

１９６５

急性冠脉综合征　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及普伐他汀对不同

ＣＹＰ２Ｃ１９基因型 ～患者氯吡格雷抗血小板作用的影响　１９－

１５９９

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　～在儿童侵袭性念珠菌感染中应用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Ｍｅｔａ分析　８－６５９

甲氨蝶呤　减少肿瘤患儿～用药错误的多点风险评估　１８－１５２０

检测限测定方法　３种～在薄层色谱中的应用比较　１８－１５１５

姜黄　～挥发油热稳定性研究及其抗氧化剂筛选　１５－１２３７

桨装置法　～测定吸入药物溶出度的研究　２０－１６９２

胶类中药　～质量问题及补充检验方法研究　１７－１４４８

结核患者　ＵＰＬＣＭＳ／ＭＳ同时测定 ～体内异烟肼、利福平的浓度　

５－４０７

结直肠癌　抗肿瘤药物处方审核专家共识———～　１６－１３６１

解毒祛瘀滋阴方　～含药血清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ＩＲＡＫ１信号通路

表达的影响　３－１８６

金钗石斛　～破壁粉对裸鼠人肝癌细胞ＨｅｐＧ２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

用　２２－１８６５

金匮肾气丸总苷　基于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离子阱质谱法技术研究

～体内外代谢的相关性　１４－１１７６

京尼平苷　～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糖脂代谢的影响　

９－６９９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　全程化药学服务对冠心病患者首次ＰＣＩ术后

预后的影响　１０－８２３

经皮递药系统　静电纺丝载药纤维及其在 ～中的研究进展　２４－

２０３４

精子　调节性小非编码ＲＮＡ在 ～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６－

４２９

酒石酸唑吡坦　～的安全风险及使用要点　１４－１１８８

巨噬细胞　Ｗｎｔ通路对不同组织中 ～功能影响的研究进展　１４－

１１３２

聚合酶链式反应法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　两种白茅根～鉴别

方法的研究　１８－１４８６

聚合物　注射用美罗培南中～杂质测定及其评价　１９－１６１１

健康中国战略　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考　２４－２０９７

静电纺丝　 ～载药纤维及其在经皮递药系统中的研究进展　２４－

２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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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ＫＣａ３１通道　～在内皮祖细胞生物学功能改变及分化中的作用　

６－４６４

卡马西平　高载药量～固体分散体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１３－１０７２

抗癌平分散片　～制备工艺处方研究　２２－１８７１

抗胆碱药　从一例患者药物治疗管理探讨 ～与胆碱酯酶抑制剂间的

处方级联　５－４１１

抗精神病药物　～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文献病例分析　１８－１５２７

抗菌药物　某大型儿童医院门诊流感患者 ～使用情况回顾性分析　

１６－１３３６

抗凝药　国内５个城市住院患者口服 ～的使用趋势与现状研究　

８－６７１

抗凝治疗质量　药师干预对华法林～的影响　９－７４９

抗疟　匙萼金丝桃化学成分及镇痛与～活性研究　８－６１４

抗纤维化　两种新型～药物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研究进展　９－

６８２

抗炎　人参皂苷～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　４－２５３

　沉香精油通过抑制ｐＳＴＡＴ３和ＩＬ１β／ＩＬ６产生～作用　２３－

１９５１

抗氧化　穿心莲内酯调控 ＨａＣａＴ细胞中 Ｎｒｆ２／ＡＲＥ通路的 ～作用机

制研究　１０－７７７

抗肿瘤　梅花草～活性部位化学成分研究　４－２６４

　吡啶联苯氨基脲衍生物的合成及～活性研究　１２－９４７

抗肿瘤药物　ＤｒｕｇＡｂａｃｕｓ方法在～定价方面的应用　２０－１７１５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２０１８）与 ＷＨＯ《基本药物示范目录》

（２０１７）中～的比较和分析　２２－１９０１

抗ＰＤ１／ＰＤＬ１单抗　基于实验设计的～报告基因抗体依赖细胞介

导的细胞毒效应生物学活性优化及验证方法的建立　２４－

２０１０

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效应　基于实验设计的抗 ＰＤ１／ＰＤＬ１

单抗报告基因～生物学活性优化及验证方法的建立　２４－２０１０

抗体偶联药物　以Ｄｅｌｔａ样蛋白３为靶点的～质量研究　２４－２０１８

苦豆子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Ｂｕｒｍａｎ设计结合响应面法优化 ～效应成分的提取

工艺　１２－９５３

苦味抑制剂　基于口尝法和电子舌法的多类 ～对盐酸小檗碱的抑苦

效能及抑苦规律研究　３－２０８

宽苞糙苏　～根化学成分研究　６－４５０

款冬　基于核磁共振代谢组学技术的 ～茎和叶的化学成分比较　

８－６０８

溃疡性结肠炎　他克莫司治疗～的研究进展　７－５２１

Ｌ

Ｌａ蛋白　 ～在急性乙型肝炎病毒小鼠模型中的表达及意义　１２－

９８１

Ｌｅｗｉｓ肺癌　基于正交试验的人参抗小鼠 ～细胞增殖作用的研究　

７－５６３

　柘木总黄酮对～的抑制作用及其组分配伍对ＬＬＣ细胞自噬的

影响　２１－１７７３

７磷酰基喹诺酮衍生物　～的合成与抗菌活性研究　２－８６

拉莫三嗪　基于蒙特卡罗模拟法评价和优化 ～儿童给药方案　２０－

１７０６

劳拉西泮　利用近红外光谱法评价 ～片生产过程的控制能力　２－

１１７

老年患者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潜在不适当用药研究　５－４１５

雷公藤红素　～对肥胖型哮喘小鼠 Ｔｈ１７细胞和气道炎症的影响　

７－５４２

雷公藤甲素　～立方液晶的制备及体外评价　９－７２６

立方液晶　雷公藤甲素～的制备及体外评价　９－７２６

利伐沙班　～临床应用调查分析　６－４９４

利福平　ＵＰＬＣＭＳ／ＭＳ同时测定结核患者体内异烟肼、～的浓度　

５－４０７

两性霉素Ｂ　～阴道用纳米泡沫剂的制备及评价　１３－１０７８

临床药师　～参与术后患者自控镇痛泵管理的工作模式与成效　

１９－１６２２

临床药学服务　我国二级医院～现状及问题研究（二）：临床药学服

务开展现状分析　２－１５０

　我国二级医院～现状及问题研究（三）：临床药学服务相关者

态度意向分析　３－２４５

临床营养支持　从营养支持病例实践探讨营养支持药师在 ～中的作

用　４－３３４

流变学　～在热熔挤出制剂的研究进展　５－３４５

流感　某大型儿童医院门诊～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回顾性分析　

１６－１３３６

硫酸核糖霉素　高效液相色谱脉冲安培检测法测定～含量及有关物

质　４－３２１

鹿茸　～规格与其颜色及化学成分的相关性研究　１５－１２２６

鹿胎　～ＤＮＡ提取方法、ＰＣＲ参数优化及其快速检测试剂的开发应

用　１８－１４８１

绿花白千层叶油　～的ＧＣＭＳ分析及其体外抑菌、抗炎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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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２９２

卵巢癌　复方大七气汤联合顺铂对 ～ＳＫＯＶ３细胞的抑制作用　５－

３７３

骆驼蹄瓣　～中酚性成分研究　３－１８１

膦酸酯　噻吩磺酰胺类～衍生物的合成与生物活性研究　２４－２０５５

Ｍ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　应用～对３种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预防高血压

患者卒中和心肌梗死的经济学评价　２－１３７

　基于～对新型抗病毒药物治疗基因１ｂ型慢性丙型肝炎的药

物经济学评价　１５－１２７６

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　双膦酸盐在治疗儿童～的应用　２－１３２

马来酸噻吗洛尔　国产～滴眼液抑菌效力研究　１５－１２６３

马钱子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定性分析油炸 ～中

化学成分　２－１２３

马蹄金素衍生物　三氟甲基取代～的合成及其抗乙肝病毒活性研究

１３－１０４５

麦冬　牛黄清胃丸中～掺伪情况研究　１６－１３３２

麦角甾醇　ＲＧＤ与Ｒ８肽共修饰～联合顺铂脂质体在裸鼠体内的肿

瘤靶向性及抑瘤作用研究　５－３６４

慢性丙型肝炎　基于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对新型抗病毒药物治疗基因 １ｂ

型～的药物经济学评价　１５－１２７６

慢性毒性　通体结香技术产沉香提取物对 ＳＤ大鼠的 ～研究　２３－

１９７０

慢性盆腔炎　大叶千斤拔对 ～大鼠的抗炎作用及机制研究　１１－

８７４

慢性肾炎　侧缘真龙虱提取物 ＣＬ对多柔比星致 ～大鼠肾功能的保

护作用　１５－１２４５

慢性萎缩性胃炎　基于尿液动态轨迹分析的 ～生物标志物的筛选　

１４－１１４８

梅花草　～抗肿瘤活性部位化学成分研究　４－２６４

美国５０５（ｂ）（２）路径　～对我国改良型新药政策改革的启示　１６－

１３５５

美罗培南　注射用～中聚合物杂质测定及其评价　１９－１６１１

蒙特卡罗模拟法　基于～评价和优化拉莫三嗪儿童给药方案　２０－

１７０６

孟鲁司特钠　基于～咀嚼片渗透速率分析初步预测制剂的生物等效

性　１８－１５１１

猕猴桃籽　中华～中抗氧化化学成分研究及总酚酸含量测定　２０－

１６５３

免疫分析法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血清阿达木单抗药物稳态谷浓度测

定及变异研究　１３－１０８６

面膜　以无醇橄榄油复配油微乳为载体的补水凝胶 ～的制备及评价

６－４７６

Ｎ

纳米粒　中空玉米醇溶蛋白芍药苷 ～的制备及其体外释药研究　

４－２９７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法优化海藻酸钠 ｍＰＥＧｂＰＬＧＡ～处方工

艺　１９－１５９０

纳米泡沫剂　两性霉素Ｂ阴道用～的制备及评价　１３－１０７８

纳米纤维膜　基于壳聚糖的静电纺丝～用于伤口敷料的研究进展　

１４－１１２６

纳米药物　～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１８－１４６３

纳米载体　基于～的多柔比星耐药干预及提高抗肿瘤效果的研究进

展　１－９

脑梗死　治疗～类药物结构拓扑指数与脑梗死面积关联性的研究　

１６－１３０５

脑胶质瘤　～中异柠檬酸脱氢酶突变及其抑制剂研究进展　３－１６５

脑缺血　丹灯通脑胶囊对 ～／再灌注损伤大鼠的保护作用研究　

２０－１６７０

内分泌临床药师　～对２型糖尿病患者慢病管理的随机对照研究　

７－５８８

内皮依赖性舒张　ＴＬＲ４ｍＡｂ抑制ｍｍＬＤＬ损伤小鼠肠系膜动脉 ～功

能　４－２７４

内皮祖细胞　ＫＣａ３１通道在 ～生物学功能改变及分化中的作用　

６－４６４

内质网应激凋亡途径　伊曲康唑通过激活 ＡＭＰＫ诱导 ～抑制 Ａ５４９

细胞增殖的实验研究　７－５５８

逆相蒸发法　～制备黄芩苷脂质体工艺的研究　３－２１９

念珠菌　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在儿童侵袭性 ～感染中应用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Ｍｅｔａ分析　８－６５９

宁心宝　基于指纹图谱、多指标含量测定及化学计量学的 ～胶囊质

量评价　１７－１４２５

柠檬桉叶油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优化 ～微囊的制备工艺　６－

４７０

牛大力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 ～中 ８种金属元素含量

１６－１３２８

牛黄　～及代用品化学成分、质量控制方法的研究进展　８－５９７

　含～中成药的质量控制现状　１７－１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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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黄清胃丸　～中麦冬掺伪情况研究　１６－１３３２

　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和对照制剂的 ～指纹图谱研究和质量

等级初评价　１７－１４３８

农药残留　人参中禁用农药多残留检测方法的建立与样品筛查　

１７－１３９５

　中药化橘红的１０６种～量测定研究　１９－１６０４

　保留指数原理在中药材～快速筛查和定量分析中的研究进展

２０－１６３７

ＮＳ０宿主细胞残留ＤＮＡ　定量ＰＣＲＴａｑｍａｎ探针法检测～的方法学

验证　２４－２００１

Ｎ糖基化修饰　亲水相互作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单抗Ｎ糖谱的

方法学联合验证　２４－２０２８

Ｏ

欧盟　～生物类似药临床使用激励及风险管理措施分析　２２－１８９５

Ｐ

ＰＤＣＡ循环管理法　 ～在妇产科医院临床药师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１８－１５３４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Ｂｕｒｍａｎ设计结合响应面法　 ～优化苦豆子效应成分的提

取工艺　１２－９５３

偏头痛　盐酸氟桂利嗪干预硝酸甘油致 ～大鼠的代谢组学研究　

３－１９３

　抗～单克隆抗体药物研究进展　１１－８５７

平衡溶解度　～实验基本程序和技术要求　１６－１３４９

评价模型　血管生成评价方法和模型研究进展　９－６７７

葡萄糖转运蛋白　～１抑制剂ＢＡＹ８７６微晶的制备及体内抗肿瘤作

用检测　４－３０３

普伐他汀　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及 ～对不同 ＣＹＰ２Ｃ１９基因型急

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氯吡格雷抗血小板作用的影响　１９－１５９９

普鲁兰纳米粒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法优化疏水改性 ～的制备工艺

１４－１１５４

ＰＣＲＴａｑｍａｎ探针法　定量～检测 ＮＳ０宿主细胞残留 ＤＮＡ的方法

学验证　２４－２００１

Ｑ

前置审核系统　我院门急诊处方～的设计与运行实践　５－４２０

羟丙基β环糊精　水溶性辅料对非诺贝特与～包合物的影响　１０－

７９０

羟丙甲纤维素　～的关键质量属性对双氯芬酸钠缓释片体外释放的

影响　５－３８２

　不同厂家～理化性质表征及其对缓释效果的影响　１２－１０１８

羟基酪醇　～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２０－１６４２

清肺养阴活血方　基于 ＬｎｃＲＮＡＮＡＮＣＩＮＫＸ２１信号通路探讨 ～保

护放射性肺损伤的作用研究　６－４５７

全程化药学服务　～对冠心病患者首次ＰＣＩ术后预后的影响　１０－

８２３

ＱＴｃ间期延长　艾司西酞普兰所致～的研究进展　２４－２０４３

Ｒ

染色色素　中药材饮片及中成药中～检测现状和通用检测方法的建

立　１７－１４１８

热熔挤出　流变学在～制剂的研究进展　５－３４５

人参　基于正交试验的～抗小鼠 Ｌｅｗｉｓ肺癌细胞增殖作用的研究　

７－５６３

　～中禁用农药多残留检测方法的建立与样品筛查　１７－１３９５

人参皂苷　～抗炎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　４－２５３

人肝癌细胞ＨｅｐＧ２　金钗石斛破壁粉对裸鼠～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

用　２２－１８６５

人工沉香　天然沉香和～的ＨＰＬＣ指纹图谱分析及比较　２３－１９８０

人血白蛋白　～质量评价与研究　９－７３４

　～在消化道肿瘤手术围术期的临床应用分析及评价　１１－

９２２

　ＵＰＬＣ测定～多聚体含量方法的实验室间比对与适用性论证

２０－１６８５

溶解性微针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法优化快速～的制备工艺　２０－１６７７

溶致液晶　～递药系统表征方法的研究进展　１９－１５４５

鞣质　余甘子回流过程中～转化及药典含量测定方法合理性探讨　

７－５８１

肉桂　一测多评法测定～药材中４种挥发油类成分　５－４００

乳腺癌　色胺酮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对人～ＭＣＦ７细

胞增殖的影响　９－６９３

　～微环境响应的透明质酸纳米粒的构建及其体外功能评价　

１６－１３１１

瑞舒伐他汀　阿托伐他汀、～及普伐他汀对不同 ＣＹＰ２Ｃ１９基因型急

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氯吡格雷抗血小板作用的影响　１９－１５９９

Ｓ

５ＨＴ３受体拮抗剂　～预防高度化疗所致急性恶心呕吐的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　１４－１１９４

·９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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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草　～地上部分化学成分研究（Ⅱ）　５－３６０

三氟甲基　～取代马蹄金素衍生物的合成及其抗乙肝病毒活性研究

１３－１０４５

三氟拉嗪　～激活ＦＯＸＯ１相关的Ｂａｘ／Ｂｃｌ２信号通道诱导肝癌细胞

凋亡　１１－８８６

色胺酮　～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对人乳腺癌ＭＣＦ７细

胞增殖的影响　９－６９３

伤口敷料　基于壳聚糖的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用于 ～的研究进展　

１４－１１２６

蛇胆　～药材及其成方制剂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１７－１３８０

社会行为　雄激素对小鼠～的影响及其机制　１９－１５７５

身体乳　橄榄油微乳区域提高的成因探讨及作为保湿抑菌 ～载体的

应用　１１－９００

神经生长因子　新型温敏型肝素泊洛沙姆水凝胶包载～对糖尿病外

周神经损伤修复的作用　１２－９９２

肾毒性药物　腹部手术中使用 ～对高龄患者肾功能影响的研究　

１３－１１０９

肾移植受者　～红细胞内６甲基巯基嘌呤核糖核苷酸（６ＭＭＰＲ）浓

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１０－８０３

渗透泵控释微丸　石杉碱甲～的制备及其药动学研究　９－７２０

生地黄　基于“ＩＬ３４”Ｒｈｏ／Ｒｏｃｋ信号通路探讨 ～水煎总提物对动脉

粥样硬化的作用分析　８－６２４

生脉注射液　～化学物质基础研究（Ⅰ）———化学成分的定性分析　

１７－１３８７

生物标志物　基于尿液动态轨迹分析的慢性萎缩性胃炎 ～的筛选　

１４－１１４８

生物活性　２（２苯乙基）色酮类化合物的 ～及其生物合成研究进展

２３－１９０９

生物类似药　欧盟～临床使用激励及风险管理措施分析　２２－１８９５

生物素　长链～化小分子探针的合成及验证　３－１７５

石杉碱甲　～渗透泵控释微丸的制备及其药动学研究　９－７２０

数据挖掘技术　基于～对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相关 ＱＴ间

期延长及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信号的分析研究　１０－８２８

衰老　肠道微生物与～　１０－７６１

双膦酸盐　～在治疗儿童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的应用　２－１３２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羟丙甲纤维素的关键质量属性对 ～体外释放的

影响　５－３８２

水溶性辅料　～对非诺贝特与羟丙基β环糊精包合物的影响　１０－

７９０

水蒸气蒸馏法　川芎挥发油～提取工艺的关键影响因素考察　１８－

１４６８

顺铂　ＲＧＤ与Ｒ８肽共修饰麦角甾醇联合～脂质体在裸鼠体内的肿

瘤靶向性及抑瘤作用研究　５－３６４

四参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细菌内毒素标准品效价标定中 ～拟合软件的

比较　１３－１０９９

四氟乙烷　制备含抛射剂～的丙酸倍氯米松吸入气雾剂　７－５７１

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紫杉醇复合物　 ～的制备、表征及其体外释药

８－６３２

索拉菲尼　组蛋白甲基转移酶Ｇ９ａ抑制剂联合～对肾癌细胞增殖能

力的影响　１１－８８１

噻吩磺酰胺　～类膦酸酯衍生物的合成与生物活性研究　２４－２０５５

Ｔ

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通路　腺苷Ａ１受体激活通过 ～对异丙肾上腺素诱

导的大鼠心肌肥厚的抑制作用　１５－１２５３

ＴＬＲ４ｍＡｂ　～抑制ｍｍＬＤＬ损伤小鼠肠系膜动脉内皮依赖性舒张

功能　４－２７４

１１羰基β乳香酸　基于ＤＲＳｏｒｉｇｉｎ的替代标准物质法研究———以超

高效液相色谱测定乳香中～和１１羰基β乙酰乳香酸的含量为

例　１７－１４１１

１１羰基β乙酰乳香酸　基于ＤＲＳｏｒｉｇｉｎ的替代标准物质法研究———

以超高效液相色谱测定乳香中１１羰基β乳香酸和 ～的含量为

例　１７－１４１１

他克林　基于～和多奈哌齐的多靶向药物设计及其抗阿尔茨海默病

活性研究进展　５－３５２

他克莫司　～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献计量分析　３－２３４

　～眼用微乳原位凝胶的研制　５－３９０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进展　７－５２１

态度意向　我国二级医院临床药学服务现状及问题研究（三）：临床

药学服务相关者～分析　３－２４５

探针　长链生物素化小分子～的合成及验证　３－１７５

碳酸氢钠　玻璃输液瓶与～注射液的相容性研究　１－５８

糖尿病　内分泌临床药师对２型～患者慢病管理的随机对照研究　

７－５８８

　京尼平苷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 ～大鼠糖脂代谢的影响　９－

６９９

　消渴丸中药成分与格列本脲协同作用治疗 ～的生物分子网络

机制研究　１２－９７１

　新型温敏型肝素泊洛沙姆水凝胶包载神经生长因子对～外周

神经损伤修复的作用　１２－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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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肺纤维化　两种新型抗纤维化药物治疗 ～的研究进展　９－

６８２

特拉唑嗪　盐酸～片在健康人体的生物等效性研究　１８－１５０４

疼痛专科　 ～临床药师会诊在综合医院疼痛治疗中的作用　１１－

９３０

替考拉宁　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快速测定人血浆中 ～的浓度及其应用

６－４８４

　～的血药浓度监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８－６５４

铁皮石斛　～多糖对顺铂引起的雄鼠生殖系统损伤的影响　１－２８

通体结香技术　～产沉香色酮类成分分离及其抗炎作用　２３－１９４５

　～产沉香提取物急性毒性和遗传毒性研究　２３－１９６５

　～产沉香提取物对ＳＤ大鼠的慢性毒性研究　２３－１９７０

　～产沉香提取物致畸、致突变毒性研究　２３－１９７６

痛麻杞宁　～方对坐骨神经损伤模型大鼠的影响　２１－１７８１

头孢唑林钠　～皮试阴性致过敏性休克的系统文献分析　１２－１０２４

透明质酸　乳腺癌微环境响应的～纳米粒的构建及其体外功能评价

１６－１３１１

透皮贴剂　交联型伐地那非水凝胶～的制备与评价　１０－７９６

　妥洛特罗～体外一致性评价及质量标准特性对产业化影响　

２１－１７５８

突变株Ｍ８　海绵共生真菌ＥｍｅｒｉｃｅｌｌａｖａｒｉｅｃｏｌｏｒＸＳＡ０７２化学诱变突

变株中的新颖聚酮类化合物　１５－１２２１

推拉式渗透泵　～药物传递系统处方设计关键要素研究　１０－７８３

托法替布　 ～治疗中、重度银屑病的疗效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

Ｍｅｔａ分析　８－６６５

妥洛特罗　　～透皮贴剂体外一致性评价及质量标准特性对产业化

影响　２１－１７５８

α突触核蛋白　Ａ３０Ｐ突变体 ～表达体系的构建及其对蛋白质降解

系统的影响　２４－２０７１

Ｕ

ＵＨＰＬＣＱＯｒｂｉｔｒａｐＨＲＭＳ　基于～技术的丹参川芎嗪注射液主要

化学成分识别及含量测定研究　４－３２７

Ｗ

ＷＨＯ《基本药物示范目录》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２０１８）与 ～

（２０１７）中抗肿瘤药物的比较和分析　２２－１９０１

Ｗｎｔ通路　～对不同组织中巨噬细胞功能影响的研究进展　１４－

１１３２

瓦布贝母药材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同时测定～中７种异甾体生物碱　１２－

１０１２

外源硅　～从植物角度调控川芎镉吸收的可行性初探　１９－１５５２

万古霉素　腹透相关性腹膜炎腹腔给予～血药浓度的特点及与疗效

的关系　１２－１０３１

微晶　葡萄糖转运蛋白１抑制剂ＢＡＹ８７６～的制备及体内抗肿瘤作

用检测　４－３０３

微囊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优化柠檬桉叶油 ～的制备工艺　６－

４７０

微乳　载高乌甲素橄榄油～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１９－１５８２

微乳原位凝胶　他克莫司眼用～的研制　５－３９０

微小ＲＮＡ　～在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与心血管疾病的联系与临

床应用　８－６０３

围手术期　～非甾体抗炎药合理使用情况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１３－１１０４

维生素Ｂ１２　化学药品标准物质～的引湿性研究　１０－８０９

胃癌　慢病毒介导的ＦＬＯＴ１基因表达对～细胞侵袭凋亡的机制研究

１６－１２９９

乌头碱　单宁酸对双酯型～在Ｃａｃｏ２细胞模型上转运行为的影响　

１４－１１４２

Ｘ

ＩＲＡＫ１信号通路　解毒祛瘀滋阴方含药血清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

表达的影响　３－１８６

２型糖尿病　埃格列净单药治疗～安全性的Ｍｅｔａ分析　１５－１２６８

西罗莫司眼用胶束　～的制备与体内外评价　８－６３８

西咪替丁　 ～对低剂量累积照射比格犬脾损伤的病理变化及其

ＳＯＤ２、ＧＰＸ１表达的影响　１３－１０６６

　～对０３Ｇｙ累积照射大鼠的保护作用　１４－１１３７

吸入药物　桨装置法测定～溶出度的研究　２０－１６９２

细胞促渗肽　～促进药物细胞摄取的研究进展　１６－１２８５

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１Ａ２　人 ～的发育变化及基因多态性的临床意义　

１０－７６６

细菌内毒素　超声辅助超滤技术去除注射用甘草酸原料中 ～的工艺

研究　２２－１８８８

酰胺　槲皮素～类衍生物的合成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１９－１５６５

线粒体分裂融合　阿魏酸通过修复 ～失衡机制改善 Ａβ诱导的 ＡＤ

模型小鼠学习记忆障碍　９－７０３

腺苷Ａ１受体　～激活通过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通路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导

的大鼠心肌肥厚的抑制作用　１５－１２５３

消化道肿瘤　人血白蛋白在～手术围术期的临床应用分析及评价　

·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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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２２

消渴丸　～中药成分与格列本脲协同作用治疗糖尿病的生物分子网

络机制研究　１２－９７１

小非编码ＲＮＡ　调节性～在精子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６－

４２９

哮喘　雷公藤红素对肥胖型 ～小鼠 Ｔｈ１７细胞和气道炎症的影响　

７－５４２

　白芥子散及其拆方对过敏性～大鼠ＩｇＥ、ＩＬ４、ＩＦＮγ和ＴＮＦα

的影响　１８－１４９１

心血管　微小ＲＮＡ在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与 ～疾病的联系与

临床应用　８－６０３

新型口服抗凝药　～在房颤导管消融围术期不间断使用的有效性与

安全性的Ｍｅｔａ分析　１０－８１９

信息公开　美国ＦＤＡ～与保密的研究　１－６６

形态学表征　重力场流分离等技术对５种药用淀粉的分离和表征　

４－３１２

雄激素　～对小鼠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１９－１５７５

玄参　基于超快速液相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高分辨质谱技术分析不

同产地～化学成分的差异　９－７４１

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对 ～相关 ＱＴ间

期延长及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信号的分析研究　１０－８２８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应用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对３种～预防高血压患

者卒中和心肌梗死的经济学评价　２－１３７

血管生成　～评价方法和模型研究进展　９－６７７

血竭　进口～质量新问题及控制方法研究　２１－１７９４

血脑肿瘤屏障　改善药物跨～入瘤方法的研究进展　２２－１８２２

血药浓度　替考拉宁的～监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８－６５４

·信息·

　２０１８年《中国药学杂志》“尖峰药业继续教育园地”栏目试

题答案　１－１５

　《中国药学会医院用药监测报告》发布　１－３５

　第十二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在广州市隆重召开　１－７１

　关于推荐２０１９年中国药学会以岭生物医药创新基金项目

的通知　２－１１６

　《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９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　

２－１６３；４－３４３；６－５１１；８－６７５；１０－８５５；１２－１０３５；１４－

１２０３；１６－１３６７；１８－１５４３；２０－１７２７；２２－１９０７；２４－２１１５

　《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９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答题卡

　２－１６４；４－３４４；６－５１２；８－６７６；１０－８５６；１２－１０３６；１４－

１２０４；１６－１３６８；１８－１５４４；２０－１７２８；２２－１９０８；２４－２１１６

　２０１９年中国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中国

药学杂志》岛津杯第十四届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

会征文通知（第一轮）　６－４８３；７－５８７；８－６５３；９－６９２；１０－

７７６；１１－８９９；１２－９５９；１３－１０６５

　关于举办２０１９年中国药学大会的通知（第一轮）　９－７４０

　关于举办第六届中国药学会药物检测质量管理学术研讨会

的通知（第二轮）　１０－８１２；１２－９８０

　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国药学会生物技术药物质量分析研讨会

的通知（第二轮）　１１－９１５；１２－９４６

　关于举办２０１９年中国药学大会的通知（第二轮）　１１－９２５

　第四届“全国药品安全与监管博士后论坛”征文通知　１１－

９３３；１２－１０３０

　关于举办 ２０１９年中国药学大会的通知（第三轮）　１５－

１２１５；１６－１２９１

　关于举办第十三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的通知（第二轮）　

１５－１２３６；１６－１３６０；１７－１４４７；１８－１５３８

　关于举办２０１９年中国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学术年

会暨《中国药学杂志》岛津杯第十四届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

评选交流会的通知（第二轮）　１５－１２６２；１６－１３２２；１７－１３９４

　关于举办第三届临床中药学大会的通知（第二轮）　１９－

１５８９

　关于举办 ２０１９眼科转换医学研讨会的通知（第一轮）　

１９－１６１６；２０－１７０５

　关于举办第四届国际纳米药物大会的通知（第一轮）　２０－

１６６３

　２０１９年中国药学大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隆重召开　２１－

１７６５

　关于举办ＩＣＨＭ３（Ｒ２）及相关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指导

原则培训的通知（第二轮）　２１－１７９３；２２－１８７０

　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国药学会药物检测质量管理学术研讨会

的通知（第一轮）　２２－１８７５；２３－２０００；２４－２０７０

　２０１９年第十三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在山东烟台召开　２２－

１９０６

　关于召开一带一路传统药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

讨会的通知　２３－１９３２

　关于举办 ２０２０年中国药学大会的通知（第一轮）　２４－

２０１７

　《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５４卷关键词索引　２４－２１０２

Ｙ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　～的仿制策略　２１－１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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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氟桂利嗪　 ～干预硝酸甘油致偏头痛大鼠的代谢组学研究　

３－１９３

盐酸雷莫司琼　金属阵列微针预处理对～贴片经皮给药促透作用的

研究　２－１０５

盐酸小檗碱　基于口尝法和电子舌法的多类苦味抑制剂对 ～的抑苦

效能及抑苦规律研究　３－２０８

羊耳菊　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 ～７种成分在大鼠尿液

中的排泄过程　２１－１７９７

养正消积胶囊　基于ＧＣＭＳ和 Ｕ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分析 ～的化学成分

１２－９６０

药理作用　苗药黑骨藤研究进展　４－２５９

药品标准　国家药品抽检中～的适用性研究　３－２４０

药品采购　福建省基于医保支付结算标准的 ～政策“调结构，腾空

间”效果分析　１３－１１１４

药品监管　～对中国制药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初探　６－５０６

药品检查员　关于加强～队伍建设的思考　４－３３８

药品信息追溯　美国～与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１１－９３４

药效物质　中药复方～及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１３－１０３７

药学监护　临床药师参与１例肺移植患者个体化治疗的药学实践　

１０－８３４

药学学科　国际～排名指标体系对比　２０－１７２０

药学应用型人才　高层次～培养的思考　２４－２０９７

药用植物　～转录组研究现状与展望　７－５１３

药源性　～动脉型肺动脉高压的研究进展　３－１７０

药占比　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与“～”的相关性研究　５－４２４

叶绿体　 ～基于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基因间隔区序列鉴别维吾尔药刺山柑

１２－９６５

一测多评法　～测定肉桂药材中４种挥发油类成分　５－４００

伊马替尼　自噬基因 Ｂｅｃｌｉｎ１抑制后增强人髓性白血病耐药细胞

Ｋ５６２／ＩＭＡ对于～的药物敏感性　４－２８４

伊曲康唑　～通过激活 ＡＭＰＫ诱导内质网应激凋亡途径抑制 Ａ５４９

细胞增殖的实验研究　７－５５８

医保支付结算标准　福建省基于 ～的药品采购政策“调结构，腾空

间”效果分析　１３－１１１４

依非韦伦　ＨＢＶ／ＨＣＶ共感染对～在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血药浓度、疗效

及肝毒性的影响　１４－１１６２

胰岛素　３种常用材质营养袋对肠外营养液中 ～的吸附作用考察　

１４－１１８２

遗传毒性　通体结香技术产沉香提取物急性毒性和 ～研究　２３－

１９６５

遗传资源　药用植物转录组研究现状与展望　７－５１３

乙胺丁醇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人痰液中抗结核药物 ～

和阿米卡星浓度　１３－１０９２

乙醇　～对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体内外释药特性的影响　１－４７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对异丙酚脂肪乳注射液污染微生物的影响　

１８－１５０８

乙肝解毒胶囊　～质量评价与研究　２２－１８８２

乙型肝炎病毒　Ｌａ蛋白在急性 ～小鼠模型中的表达及意义　１２－

９８１

异丙酚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对～脂肪乳注射液污染微生物的影响　

１８－１５０８

异柠檬酸脱氢酶突变　脑胶质瘤中～及其抑制剂研究进展　３－１６５

异烟肼　ＵＰＬＣＭＳ／ＭＳ同时测定结核患者体内 ～、利福平的浓度　

５－４０７

抑苦规律　基于口尝法和电子舌法的多类苦味抑制剂对盐酸小檗碱

的抑苦效能及～研究　３－２０８

银耳属多糖　４种～的理化特征、微观结构及其抗氧化和抗炎症作用

研究　２１－１７８８

银屑病　托法替布治疗中、重度 ～的疗效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

Ｍｅｔａ分析　８－６６５

银杏　３种～黄酮苷类化合物定量分析方法比较研究　１１－９１６

银杏内酯Ｋ　基于ＭＣＵ离子通道 ～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作用

１８－１４９７

银杏叶提取物　～中黄酮类化合物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　６－４４４

淫羊藿苷　～对 ＵＭＲ１０６成骨细胞和 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诱导的破骨

细胞蛋白质组学的影响　４－２６８

引湿性　化学药品标准物质维生素Ｂ１２的～研究　１０－８０９

应急管理　美国药品～体系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７－５９２

营养支持药师　从营养支持病例实践探讨 ～在临床营养支持中的作

用　４－３３４

尤斯室系统　～研究大蒜辣素在大鼠不同肠段的吸收特性　８－６２０

柚皮素　～烟酰胺共晶的制备及表征　４－２９１

右美托咪定　～联合多巴胺对脑外科术后患者脑血流和脑氧代谢率

的影响　１１－９２６

余甘子　～回流过程中鞣质转化及药典含量测定方法合理性探讨　

７－５８１

云实　～的酚性化学成分研究　２０－１６６０

Ｚ

甾体生物碱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同时测定瓦布贝母药材中７种异 ～　１２－

·３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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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２

遮光胁迫　～下外源ＮＯ对长春花幼苗生长及生物碱积累的影响　

１－１６

柘木总黄酮　～对Ｌｅｗｉｓ肺癌的抑制作用及其组分配伍对 ＬＬＣ细胞

自噬的影响　２１－１７７３

真菌　海南产和广东产沉香木中～的多样性分析　２３－１９３３

镇痛　多脉茵芋地上部分化学成分及～活性研究　１５－１２３１

蜘蛛香　～ＨＰＬＣ指纹图谱及化学模式识别研究　６－４８９

植物多糖受体　～研究进展　２１－１７６６

植物黏合剂　常用 ～物种基原鉴定、制香性能与燃烧性能评价　

２３－１９９５

植物软胶囊　响应面法优化～囊皮制备工艺　１１－８９４

指标体系　国际药学学科排名～对比　２０－１７２０

指纹图谱　蜘蛛香ＨＰＬＣ～及化学模式识别研究　６－４８９

　天然沉香和人工沉香的ＨＰＬＣ～分析及比较　２３－１９８０

制香性能　常用植物黏合剂物种基原鉴定、～与燃烧性能评价　

２３－１９９５

制药企业　药品监管对中国～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初探　６－５０６

质量　人血白蛋白～评价与研究　９－７３４

　中成药的整体～状况及有关问题分析　１７－１３６９

　含牛黄中成药的～控制现状　１７－１３７４

　含柴胡中成药的～控制方法探讨　１７－１４５２

　基于２０１８年国家药品抽验探讨中药原粉制剂的 ～现状　

１９－１６１７

　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沉香树采用通体结香技术产沉香的 ～比较

２３－１９８８

　以Ｄｅｌｔａ样蛋白３为靶点的抗体偶联药物～研究　２４－２０１８

致畸　通体结香技术产沉香提取物～、致突变毒性研究　２３－１９７６

致突变毒性　通体结香技术产沉香提取物致畸、～研究　２３－１９７６

中成药　～的整体质量状况及有关问题分析　１７－１３６９

中空玉米醇溶蛋白　 ～芍药苷纳米粒的制备及其体外释药研究　

４－２９７

中药保健品　利用高分辨四级杆静电场轨道阱质谱快速定性和定量

筛查确证～中的１１４种非法添加药物　２１－１８０４

中药复方　～药效物质及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１３－１０３７

中药有效成分　～减轻对乙酰氨基酚肝损伤研究进展　２－８１

中药原粉制剂　基于 ２０１８年国家药品抽验探讨 ～的质量现状　

１９－１６１７

中药　～的辐照灭菌现状与监管　１７－１４４２

中药质量标志物　基于～的人参、西洋参、三七及相关中成药质量控

制方法研究　１７－１４０２

肿瘤　调控自然杀伤细胞抗～活性药物的研究进展　６－４３７

肿瘤免疫　纳米药物在～治疗中的应用　１８－１４６３

肿瘤异常糖链蛋白　基于氟尿嘧啶类药物化疗的异常糖链糖蛋白在

胃肠道恶性肿瘤中表达　２４－２０９３

重力场流分离　～等技术对５种药用淀粉的分离和表征　４－３１２

重症肌无力　他克莫司治疗～的文献计量分析　３－２３４

珠芽艾麻　壮药～化学成分研究　１０－７７３

竹节参　超快速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法同时测定

不同产地～药材中多元成分　３－２２６

专家共识　抗肿瘤药物处方审核～———肺癌　１０－８４７

　抗肿瘤药物处方审核～———结直肠癌　１６－１３６１

　抗肿瘤药物处方审核～———肝癌　１８－１５３９

转位蛋白　～配体ＹＬＩＰＡ０８对产后抑郁大鼠焦虑抑郁样行为的影

响　２０－１６６４

壮药　～珠芽艾麻化学成分研究　１０－７７３

紫花高乌头　蒙药～总生物碱的分离鉴定及其对大鼠慢性支气管炎

的治疗作用机制研究　２－９１

紫杉醇　透明质酸功能化ＭＣＭ４１型介孔二氧化硅包载 ～纳米粒对

体外ＳＭＭＣ７７２１肝癌细胞作用研究　２－１１０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研究～对多柔比星在小鼠体内药

动学的影响　１１－９０８

　肿瘤患者ＣＹＰ２Ｃ８基因多态性与～不良反应的相关性研究　

１２－１００７

自控镇痛泵　临床药师参与术后患者 ～管理的工作模式与成效　

１９－１６２２

自然杀伤细胞　调控～抗肿瘤活性药物的研究进展　６－４３７

总酚酸含量　中华猕猴桃籽中抗氧化化学成分研究及～测定　２０－１６５３

组蛋白　～甲基转移酶Ｇ９ａ抑制剂联合索拉菲尼对肾癌细胞增殖能

力的影响　１１－８８１

坐骨神经损伤　痛麻杞宁方对～模型大鼠的影响　２１－１７８１

治疗药物监测　２０１８年中国医院～开展状况调查　２４－２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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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２４期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６９／ｃｐｊ２０１９２４０１９

１　 目前用于生产单抗的主要宿主细胞是（多选）

Ａ小鼠骨髓瘤细胞　　Ｂ小鼠Ｔ淋巴细胞　　Ｃ中国仓鼠卵巢细胞　　Ｄ大鼠ＮＫ细胞

Ｅ裸鼠单核细胞

２　 关于ＰＤ１／ＰＤＬ１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ＡＰＤ１特异性地表达于肿瘤细胞表面　　ＢＰＤＬ１是 ＰＤ１的唯一配体　　ＣＰＤ１是传递

负信号的分子　　ＤＰＤ１与其配体结合可激活 Ｔ细胞的作用　　Ｅ抗 ＰＤ１单抗的 ＡＤＣＣ

活性比抗ＰＤＬ１单抗强

３　 目前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药物是

Ａ托泊替康　　Ｂ紫杉醇　　Ｃ吉非替尼　　Ｄ来那度胺　　Ｅ纳武利尤单抗

４　 具有严重的骨髓抑制毒性的药物是

Ａ托泊替康　　Ｂ紫杉醇　　Ｃ吉非替尼　　Ｄ来那度胺　　Ｅ纳武利尤单抗

５　 为降低艾司西酞普兰所致ＱＴｃ间期延长的风险，应采取的措施有（多选）

Ａ健康成人每日剂量不宜超过１０ｍｇ　　Ｂ健康成人每日剂量不宜超过２０ｍｇ　　Ｃ６０岁

以上患者每日剂量不宜超过１０ｍｇ　　ＤＱＴｃ间期 ＞５００ｍｓ的患者应停药　　Ｅ用药期间

进行补钾

６　 可引起ＱＴｃ间期延长的药物包括（多选）

Ａ美托洛尔　　Ｂ普鲁卡因　　Ｃ克拉霉素　　Ｄ美罗培南　　Ｅ莫西沙星

７　 目前用于ＴＤＭ的分析方法不包括

Ａ液相色谱法　　Ｂ气相色谱法　　Ｃ免疫分析法　　Ｄ液质联用技术　　Ｅ红外色

谱法

８　 下列药物中目前尚未纳入ＴＤＭ范围的是

Ａ抗生素　　Ｂ抗结核药物　　Ｃ抗癫痫药物　　Ｄ单抗类药物　　Ｅ免疫抑制剂

９　 含量测定方法学验证中考察改变实验条件后测定结果变异性的项目是

Ａ精密度　　Ｂ准确度　　Ｃ耐用性　　Ｄ特异性　　Ｅ系统适用性

１０　抗体偶联药物（ＡＤＣ）是单抗通过 与 结合形成的抗体衍生物。

ＡＤＣ按偶联方式分为 和 。

·５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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