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学 2023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学院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单元 说明

719 药学基础综合（一） 1、有机化学

2、分析化学

3、药理学

4、无机化学

涉及计算需带计算器

说明栏：各单位自命题考试科目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请在说

明栏里加备注。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药学基础综合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1. 《有机化学》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药物研究院药学相关专业的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制备方法

与应用的科学，是化学中极重要的一个分支。《有机化学》是药学类专业的重要

基础课程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基本结构、命名规则、化学性质、

基本合成方法及其结构鉴定，以及各种基本有机反应及其反应机理等内容，要求

学生掌握上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了解本领域的新进展和新发展趋势，能够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一些有机化学中的问题，为其他深入的专业学习打

下良好基础。

2.《分析化学》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药物研究院药学相关专业的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分析化学》是药学相关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药物分析学、

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及微生物免疫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内容：

定性化学分析、定量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基本分析化学实验。分析化学有很强

命题学院（盖章）：药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719－药学基础综合（一）



的实用性，同时又有严密、系统的理论，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学科。要求考

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分析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掌握容量分析的基础上，

重点掌握现代色谱分析和光谱分析，了解其新进展、新技术，将经典分析化学与

现代分析化学融合在一起，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3.《药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医学与药学之间的桥梁学科。药理学

是研究药物与机体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药物作用机制的一门科学，主要包括药效

动力学和药代动力学两个方面。前者是阐明药物对机体的作用和作用原理,后者

阐明药物在体内吸收、分布、生物转化和排泄等过程,及药物效应和血药浓度随

时间消长的规律。主要内容：总论，外周神经系统药理学，中枢神经系统药理学、

心血管系统药物，炎症、免疫、自体活性物质药理学，内分泌、生殖与代谢药理

学，影响其他系统的药物和化学治疗药物。

4. 《无机化学》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药学科学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无机化学是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一步学习其他化学课程和药学专

业课程的基础，主要内容：溶液的理论、物质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及结构的变

化等。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无机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对一般

无机化学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计算的能力、掌握结构对于物质性质的影响的分析

和阐释方法，了解化学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最新进展，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药学基础综合（一）》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其中《有机化学》单元满分 80 分，《分析化学》

单元满分 80 分，《药理学》单元满分 80 分，《无机化学》单元满分 60 分。

1.《有机化学》试卷结构（题型）：命名，名词解释，选择题，填空题，

判断题，完成反应，反应机理，推断结构，合成，结构解析，简答题，论述

题，文献阅读题。

2.《分析化学》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每小题 4分，共 20 分）、

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分，共 20 分）、简答与设计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计算题（共 10 分）。



3.《药理学》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共 20 分，每题 4分，5道

题。其中英文名词，先翻译成中文，再解释），单项选择题（共 30 分，每题

2分，15 道题），简答题（共 20 分，每题 5分，4道题），问答题（共 10 分，

每题 10 分，1道题）。

4.《无机化学》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问答题。

三、考试内容

有机化学

第一章 绪论

1.熟悉化学键的种类和特点，了解共价键的断裂方式。

3.掌握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构造及立体结构的表示方法。

3.掌握各有机酸碱理论对酸、碱的定义。

4.了解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的方法和过程。

第二章 烷烃

1.了解同系列、同系物、同分异构的概念。

2.了解饱和碳原子和氢原子的分类。

3. 掌握烷烃的命名、物理、光谱和化学性质。

4.熟悉烷烃的氧化、热裂反应、掌握卤代反应的反应机理。

第三章 烯烃

1.了解顺反异构和构造异构的概念，掌握烯烃的命名方法。

2.熟悉烯烃碳上氢在核磁共振氢谱中的出峰位置。

3.熟悉烯烃的物理和光谱性质，掌握烯烃的化学性质。

4.熟悉碳正离子的相对稳定性，掌握“马氏规则”，掌握碳正离子的重排。

5.掌握烯烃的制备方法。

第四章 炔烃和二烯烃

1.了解炔烃和二烯烃的结构、同分异构和命名。

2.了解与炔键相连的氢在核磁共振氢谱中的出峰位置。

3.熟悉炔烃的物理和光谱性质，掌握炔烃的化学性质

4.掌握共轭二烯烃的特征反应，掌握烯烃的共轭效应。

5.掌握炔烃的制备方法。



第五章 脂环烃

1.了解脂环烃的命名。

2.了解环己烷的构象，熟悉椅式构象中的竖键和横键，熟悉椅式构象的

翻环作用。

3. 熟悉脂环烃的物理和光谱性质，掌握脂环烃的化学性质。

4.掌握脂环烃的制备方法。

第六章 立体化学基础

1.了解互变异构、立体异构、旋光性、旋光异构、手性、手性碳原子、

对称中心、非对映异构体、内消旋体和外消旋体的概念，了解内消旋体和外

消旋体的区别。

2.熟悉 D、L构型标示法和 R、S构型标示法对化合物的命名，掌握手性

碳的构型的判定。

3.了解获得单一光学异构体的方法。

4. 熟悉取代环烷烃的立体异构。

5.了解旋光异构体在反应机理研究中的应用。

第七章 芳香烃

1.了解芳香烃的命名，掌握母体官能团的选择顺序。

2.了解芳香环上的氢在核磁共振氢谱上的出峰位置。

3.熟悉芳香烃的物理和光谱性质，掌握苯及其同系物的化学性质。

4.熟悉苯的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

5.掌握休克尔规则。

6.了解多环芳香烃和非苯芳香烃的常见结构类型。

第八章 卤代烃

1.了解卤代烃的命名；掌握亲核试剂、亲核取代反应、区域选择性、格

氏试剂的概念。

2.了解卤代烃的核磁共振氢谱的特征，熟悉卤代烃的物理和光谱性质。

3.掌握卤代烃的化学性质；掌握查依扎夫规则；掌握烯烃的稳定顺序。

4.掌握亲核取代反应和消除反应的机理，熟悉影响亲核取代反应的因素，

熟悉消除反应和亲核取代反应的竞争。



5.掌握卤代烃的制备方法。

第九章 醇、酚和醚

1.了解醇、酚、醚和环氧化合物、硫醇和硫醚的命名。

2.了解醇羟基氢、酚羟基氢的核磁共振氢谱出峰位置，掌握醚的核磁共

振氢谱特征。

3. 熟悉醇、酚、醚和环氧化合物的物理和光谱性质，掌握醇、酚、醚和

环氧化合物的化学性质；掌握邻二醇的特性。

4.掌握醇、酚、醚的制备方法。

第十章 醛和酮

1.了解醛和酮的命名，了解羟醛缩合的概念

2.了解醛和酮的核磁共振氢谱特征，熟悉醛和酮的物理和光谱性质。

3.掌握醛和酮的化学性质，掌握羟醛缩合的反应机理。

4.掌握醛和酮的制备方法。

5.掌握α，β-不饱和醛酮的化学性质。

6.熟悉醌的制备方法。

第十一章 羧酸和取代羧酸

1.了解羧酸和取代羧酸的命名。

2.了解羧酸和取代羧酸的核磁共振氢谱特征。

3.熟悉羧酸和取代羧酸的物理和光谱性质，掌握羧酸和取代羧酸的化学

性质。

4.掌握羧酸和取代羧酸的制备方法。

第十二章 羧酸衍生物

1.了解羧酸衍生物的命名。

2.了解羧酸衍生物的核磁共振氢谱特征峰。

3.熟悉羧酸衍生物的物理和光谱性质，掌握羧酸衍生物的化学性质。

4.熟悉碳酸衍生物和原酸衍生物；掌握油脂的化学性质。

5.熟悉羧酸衍生物的制备方法。

第十三章 碳负离子的反应

1.熟悉羟醛缩合型反应和酯缩合反应的类型、反应机理。



2.掌握乙酰乙酸乙酯的特殊化学性质、在合成中的应用。

3.熟悉丙二酸二乙酯的性质。

4.掌握迈克尔加成反应及其机理。

第十四章 有机含氮化合物

1.掌握硝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2.了解胺类化合物的命名、核磁共振氢谱特征峰、化学性质以及制备。

3.了解季铵盐和季铵碱的特征。

4.掌握重氮化合物和偶氮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5.熟悉卡宾的概念和化学性质。

第十五章 杂环化合物

1.熟悉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熟悉无特定名称的稠杂环的命名规则。

2.熟悉常见杂化化合物的结构和化学性质。

3.掌握喹啉、嘧啶、吲哚及其衍生物的制备方法。

第十六章 糖类

1.掌握糖类的概念；了解葡萄糖、果糖的结构；了解吡喃糖和呋喃糖的

概念。

2.熟悉糖的化学性质。

第十七章 氨基酸、多肽、蛋白质和核酸

1.了解氨基酸的结构和分类；了解碱基的结构和分类。

2.掌握氨基酸的酸碱性和等电点。

3.了解肽键的结构特点和肽的合成方法，了解氨基酸的化学反应。

4.了解蛋白质的结构层次。

5.了解核酸的生物功能。

第十八章 萜类和甾族化合物

1.了解萜类化合物的结构特点和分类。

2.了解甾族化合物的结构特点、基本骨架及编号。

第十九章 周环反应

1.掌握周环反应的概念、特点。

2.熟悉电环化反应的反应特征，了解选择规律。



3.熟悉环加成反应的反应特征，了解选择规律。

4.熟悉σ迁移反应的类型及反应规律，掌握克莱森重排和科普重排。

文献翻译题

从英文文献中抽取一段原始文献，考察考生对文献的阅读能力。

分析化学

1、误差和分析数据处理

考试内容

（1）误差的产生与分类、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区别以及判断方法。

（2）准确度与精密度的关系、准确度与误差的关系、精密度与偏差

的关系。

（3）有效数字运算法则和数字修约规则、置信区间的基本概念、t

检验和 F检验。

考试要求

（1）掌握误差及偏差的表示和有关计算；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t

检验和 F检验。

（2）熟悉误差的种类，产生的原因及其消除方法。

（3）了解处理变量之间关系的相关。

2、滴定分析法概论

考试内容

（1）化学计量点、滴定、容量分析法的基本概念和适用于滴定分析的

化学反应具备的三个条件、滴定分析的种类、滴定分析的方式。

（2）符合基准物质的条件、标准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直接法和间接

法配制标准溶液；基准物质标定对象。

（3）滴定分析的计算。

考试要求

（1）掌握滴定分析中的化学平衡原理以及滴定分析的计算。

（2）熟悉标准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和配制。

（3）了解滴定方式的种类、化学计量点、滴定、容量分析法的基本概

念。



3、酸碱滴定法

考试内容

（1）酸碱分布系数计算公式、特点、计算方法。

（2）酸碱溶液的质子条件和一元酸碱、缓冲溶液计算公式的推导。

（3）指示剂的变色原理、指示剂的变色范围，根据类型不同的酸碱反

应灵活选择指示剂。

（4）酸碱滴定曲线的绘制，影响酸碱滴定突跃的因素、进行酸碱准确

滴定的条件、滴定终点误差的基本概念和计算公式、酸碱滴定终点误差的计

算。

（5）常见酸、碱溶液的配制和标定，直接酸碱滴定和间接酸碱滴定的

原理。

考试要求

（1）掌握酸碱滴定法的原理、应用。

（2）熟悉指示剂的变色点、变色范围以及酸碱滴定的有关计算。

（3）了解滴定分析的一些基本概念

4、非水滴定法

考试内容

（1）溶剂的分类、质子溶剂和无质子溶剂概念、酸性溶剂、碱性溶剂、

两性溶剂和偶极亲质子质子溶剂、惰性溶剂的概念及特点。

（2）均化效应、区分效应的基本概念，并能灵活地将均化效应、区分

效应。

（3）溶剂的离解性、酸碱性、极性等性质基础上，溶剂的选择以及选

择溶剂应注意的问题。

（4）酸碱的非水滴定常用的溶剂、标准溶液、基准物质、指示剂以及

测定对象；影响滴定

考试要求

（1）掌握酸的滴定和碱的滴定方法及原理。

（2）熟悉非水滴定的基本原理。

（3）了解非水滴定的基本概念。



5、络合滴定法

考试内容

（1）配位滴定法作用、条件、基本原理。

（2）金属指示剂的作用原理、金属指示剂颜色转变点、配位滴定法滴

定条件的选择。

（3）EDTA 标准溶液和常用的指示剂（铬黑 T、二甲酚橙）的配制、标

准溶液的标定

（4）直接滴定法、返滴定法、间接滴定法的概念和实质。

考试要求

（1）掌握配位滴定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2）掌握配位滴定曲线的绘制和滴定条件的选择。

（3）熟悉配位滴定的滴定方法以及应用

6、氧化还原滴定法（7学时）

考试内容

（1）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适用于氧化还原滴定的条件。

（2）引入条件电位的原因、概念、作用；影响条件电位的因素（盐效

应、生成沉淀、生成配合物、酸效应）。

（3）氧化还原滴定曲线的绘制和影响滴定突跃的因素、氧化还原指示

剂的变色原理、常见氧化还原指示剂的特点。

（4）碘量法的基本原理、碘的标准溶液、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配制

和标定、直接碘量法、剩余碘量法的运用。

（5）高锰酸钾法的基本原理；高锰酸钾溶液的配制和标定，高锰酸钾

法优缺点。

（6）溴酸钾法、溴量法、铈量法、亚硝酸钠法、重铬酸钾法的基本原

理和应用。

考试要求

（1）了解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适用于氧化还原滴定的

条件。

（2）熟悉影响氧化还原滴定的因素、滴定曲线的绘制。



（3）掌握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基本原理，条件电位的概念和运用。

（4）掌握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原理和应用。

7、沉淀滴定法和重量分析法

考试内容

（1）沉淀滴定法的基本概念以及符合沉淀滴定法的基本条件。

（2）银量法的基本原理，滴定曲线的绘制、影响滴定突跃的因素。

（3）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和常用的指示剂。

（4）无机卤代物的测定和计算方法。

（5）重量分析法的分类及优缺点、沉淀法的基本原理、沉淀形态、沉

淀的形成、沉淀完全的程度与影响因素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同离子效

应，盐效应，酸效应）、沉淀的纯化 （共沉淀，后沉淀，沉淀条件的选择）；

萃取方法、理解称量形式与结果计算。

考试要求

（1）了解沉淀滴定法的基本概念以及符合沉淀滴定法的基本条件。

（2）掌握银量法基本原理、沉淀法原理、计算和应用。

（3）了解重量分析法的分类以及优缺点。

（4）熟悉液液萃取法的原理、萃取类型和应用。

8、电位法及永停滴定法

考试内容

（1）电位法的基本原理、化学电池、指示电极与参比电极、液接电位、

可逆电池与可逆电极；电极电位的测量。

（2）玻璃电极的构造、原理、性能以及测量原理和方法，

（3）测量误差和注意事项、pH 计应用、构造、离子选择电极基本构

造、电极电位的大小、影响因素。

（4）电位滴定装置、电位滴定法与指示剂滴定法相比优缺点、确定电

位滴定终点的方法。

（5）永停滴定法的基本原理，理解永停滴定的装置及其应用。

考试要求

（1）熟悉电位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概念。



（2）掌握直接电位法的基本原理；电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永

停滴定法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9、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考试内容

（1）跃迁类型（σ-σ*跃迁、π-π*跃迁、n-π*跃迁、n-σ*跃迁）、

吸收峰、谷、肩峰、末端吸收、生色团、助色团、红移、蓝移、增色效应和

减色效应、强带和弱带。

（2）R带、K带、B带；影响吸收带的因素。

（3）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Lambert-Beer 定律及其应用

条件物理意义、摩尔吸光系数、百分吸光系数的概念、物质意义。

（4）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基本结构、主要部件、各部件的作用和组

成。

（5）利用对比吸收光谱特征数据和对比吸收度的比值进行定性鉴别的

含义、方法、杂质检查和杂质的限量检测的含义。

（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定量分析方法、单组分样品的吸光系数

法、标准曲线法、对照法、双波长法等。

考试要求

（1）了解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中的基本概念、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基

本结构、类型和组成。

（2）熟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基本原理。

（3）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及应用。

10、荧光分析法

考试内容

（1）荧光分析法的基本概念；分类、优缺点及其作用。

（2）分子荧光的发生过程、振动弛豫、荧光发射、荧光寿命、荧光效

率等基本概念、激发光谱与发射光谱的区别、联系和特点。

（3）分子结构与荧光的关系和影响荧光强度的外部因素、发射荧光的

物质具备的条件。

（4）用荧光分析法的定量分析原理和方法、荧光分析的仪器构造。



考试要求

（1）了解荧光分析法的基本概念、作用、分类、优缺点、荧光分光光

度计的组成和原理。

（2）熟悉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应用和示例。

（3）掌握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定量分析方法。

11、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考试内容

（1）原子光谱的分类、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基本概念、作用、优缺点。

（2）原子光谱的基本原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结构、主要部件以及

各主要部件的作用。

考试要求

（1）了解原子光谱的分类、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基本概念、作用、优

缺点。

（2）熟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结构、主要部件以及各主要部件的作用。

12、红外吸收光谱法

考试内容

（1）红外线的区划、红外吸收光谱的表示方法、用途及红外吸收光

谱与紫外吸收光谱的区别。

（2）振动能级与振动光谱、分子的振动形式（伸缩振动、弯曲振动、

振动自由度）、指纹区与特征区的区别。

（3）影响吸收峰的位置、吸收峰的强度的因素。

（4）红外分光光度计结构及制样。

考试要求

（1）了解红外线的区划、红外吸收光谱的表示方法、用途和红外分光

光度计结构、组成、仪器性能、制样。

（2）熟悉不同类别化合物的光谱特征。

（3）掌握红外光谱的基本原理；学会红外光谱解析。

13、核磁共振波谱法

考试内容



（1）核磁共振波谱的基本概念；、氢谱的基本知识、化学位移、化学

位移表示方法以及化学位移的影响因素。

（2）自旋偶合和自旋系统、自旋系统分类、特征。

考试要求

（1）了解核磁共振波谱的基本概念；与其它吸收光谱的区别、碳谱的

基本知识。

（2）掌握核磁共振氢谱和碳谱的解析方法。

14、质谱法

考试内容

（1）质谱分析法的基本概念；质谱的形成过程、质谱分析法特点和用

途。

（2）质谱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样品导入系统、离子源（EI、CI、FI、

FAB）、质量分析器的工作原理、离子检测器、质谱仪的主要性能指标。

考试要求

（1）了解质谱分析法的基本概念；质谱的形成过程、质谱分析法特点

和用途。

（2）熟悉质谱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5、色谱分析概论

考试内容

（1）色谱分析法的分类、色谱法的基本原理、色谱法的分离机制。

（2）各种色谱参数及计算。

考试要求

（1）了解色谱分析法的发展、优缺点、色谱法的分类以及发展趋势。

（2）掌握色谱法的基本原理

16、经典液相色谱法

考试内容

液-固吸附柱色谱法、离子交换色谱法、平面色谱参数、薄层色谱法、

纸色谱法。

考试要求



（1）了解高效薄层色谱法和薄层扫描法；平面色谱法的定性定量分析

方法及其在药学中的应用。

（2）熟悉平面色谱法常用的固定相及其选择；TLC 展开剂的选择及其

操作方法。

（3）掌握液-固吸附色谱法、离子交换色谱法和纸色谱法的分离原理；

平面色谱参数。

17、气相色谱法

考试内容

（1）气相色谱法的定义、分类、流程以及特点。气相色谱法基本概念

如：色谱峰、基线、保留时间、死体积、调整保留时间、保留体积、死体积、

调整保留体积、保留指数、色谱峰区域宽度、半峰宽、峰宽、相平衡参数等、

塔板理论、理论塔板高度、理论塔板数； Van Deemter 方程式以及涡流扩散

项、纵向扩散项、传质阻抗项作用和物理意义。

（2）气相色谱色谱柱的分类、组成、作用；固定液分类、对固定液的

要求和固定液的选择；气-固色谱填充柱和毛细管色谱柱；检测器的分类；分

离条件的选择；

（3）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归一化法、内标法、外标法的原理、应用范

围）。

考试要求

（1）了解气相色谱法的定义、分类、作用、一般流程以及特点。

（2）熟悉气相色谱仪的组成，色谱柱的分类、组成、作用；检测器的

分类、原理和特点。

（3）掌握气相色谱法基本理论、分离条件的选择、定性和定量分析方

法。

18、高效液相色谱法

考试内容

（1）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基本概念、作用、优缺点。

（2）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分类与基本原理及分离条件的选择。

（3）液-固吸附色谱法、液-液分配色谱法、化学键合相色谱法、离子



抑制色谱法的原理、高效液相色谱固定相和流动相。

（4）高效液相色谱仪；掌握输液泵、色谱柱、进样器、检测器结构、

组成、作用和工作原理。

（5）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外标法、内标法的含义、特点、计算公式。

（6）高效毛细管电泳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适用范围。

考试要求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基本概念、作用、优缺点。

（2）熟悉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分类与基本原理、高效液相色谱固定相和

流动相。

（3）掌握输液泵、色谱柱、进样器、检测器结构、组成、作用和工作

原理.

（4）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及计算。

药理学

总论

（一）绪言

考试内容

1 药理学的研究内容、性质和任务

2 新药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二）药物代谢动力学

考试内容

1 药物的体内过程

（1）药物的跨膜转运和药物转运体

（2）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过程

（3）药物与血浆蛋白的结合

2 药动学的基本概念

（1）药物的时-量关系曲线

（2）药动学模型、药物消除动力学、药动学的重要参数

（3）连续多次给药的血药浓度变化

考试要求



掌握药物代谢动力学、ADME过程及各药物代谢动力学参数的概念及特点。

掌握一级动力学、零级动力学的特点及米-曼速率过程

熟悉药物主动转运、被动转运及转运体的特点，熟悉血浆蛋白结合的临

床意义

（3）了解房室模型、非房室模型及生理模型的概念

（三）药物效应动力学

考试内容

1 药物的效应和作用

药物作用与药理效应

药物剂量与效应关系

3 药物的作用机制

4 影响药物效应的因素

考试要求

(1）掌握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受体、激动剂、拮抗剂、效能、效价等概念，

量效关系的概念及其意义

（2）熟悉受体的分类、信号转导类型

（3）了解药物作用及相互作用的因素

外周神经系统药理学

（四）传出神经系统药理学概论

考试内容

1 传出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1）自主神经与运动神经

2 传出神经系统的递质和受体

（1）传出神经突触的结构与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

（2）传出神经系统的递质、受体

3 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药物

考试要求

（1） 掌握传出神经按递质的分类，主要递质及其受体、传出神经系统的生

理功能



（2）熟悉传出神经系统药物的作用方式和分类

（3）了解受体的分布与生物效应

（五）胆碱能系统激动药和阻断药

考试内容

1 M 胆碱受体激动药和拮抗药

2 抗胆碱酯酶药和胆碱酯酶复活药

考试要求

（1）掌握胆碱受体激动药、抗胆碱酯酶药的作用和机制、药动学特点、主要

临床应用和不良反应

（2）熟悉毛果芸香碱、乙酰胆碱、马托品等药的作用特点与应用

（3）掌握有机磷酸酯类的毒理及胆碱酯酶复活药的作用机理和临床应用

（六）肾上腺素能神经系统激动药和阻断药

考试内容

1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药和阻断药

考试要求

（1）掌握肾上腺素受体激动药和阻断药的分类及代表药物、代表药物的药理

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禁忌证，并比较其异同

（2）了解长效α受体阻断和其他β受体阻断药的作用特点及临床应用

（3）了解β受体阻断药的内在拟交感活性和膜稳定作用。

（七）局部麻醉药

考试内容

1 局麻药的作用与机制、应用及不良反应

2 临床常用局麻药

考试要求

掌握常用局麻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熟悉局麻药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局麻药作用的主要因素

了解局麻药的给药方法

中枢神经系统药理学

（八）中枢神经系统药理学概论



考试内容

1 中枢神经系统的构成与功能

2 中枢神经系统的递质与受体

考试要求

掌握中枢神经系统重要递质与受体的分布、生理功能与药物作用机制

（2）了解相关结构的构成与功能、相关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药物

（九）全身麻醉药

考试内容

1 吸入麻醉药和静脉麻醉药

2 复合麻醉

考试要求

(1)掌握全身麻醉药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2）熟悉吸人麻醉药的药动学特点及全身麻醉药的作用机制

（3）了解复合麻醉的概念

（十）镇静催眠药

考试内容

1 苯二氮草类、巴比妥类

2 其他镇静催眠药

考试要求

(1)掌握镇静催眠药分类及其代表药物药动学特点、药理作用、机制、主要临

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熟悉其它镇静催眠药的作用特点及应用

（3）了解部分新型镇静催眠药的作用特点及应用

（十一）抗癫痫药及抗惊厥药

考试内容

1 抗癫痫药、抗惊厥药

考试要求

(1)掌握常用抗癫痫药的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熟悉抗癫痫作用与脑内 GABA 的关系



（十二）精神障碍治疗药物

考试内容

1 精神分裂症药、抗抑郁症药、治疗双相障碍药、抗焦虑症药

考试要求

(1)掌握精神分裂症药、抗抑郁症药物依据作用机制的分类和代表性药物、临

床应用特点、主要不良反应

(2)熟悉治疗双相障碍的代表药的药理作用特点和临床应用

(3)了解治疗焦虑症药物

（十三）镇痛药

考试内容

1 阿片类镇痛药、其它镇痛药

2 镇痛药的应用原则与阿片受体阻断药

考试要求

(1)了解镇痛药的概念与分类

(2)掌握常用镇痛药的药理作用、作用机理、临床应用、体内过程和主要不良

反应

(3)了解疼痛的临床意义、镇痛药应用的基本原则以及阿片受体阻断药的特点

（十四）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药物

考试内容

1 抗帕金森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

考试要求

(1)掌握常用治疗抗帕金森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的药理作用、作用机理、

临床应用、体内过程和主要不良反应

(2)了解抗帕金森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念和治疗药物分类

（十五）其他具有中枢作用的药物

考试内容

1 主要兴奋大脑皮质的药物、主要兴奋延髓呼吸中枢的药物和促进脑功能恢

复的药物

考试要求



（1）掌握大脑皮质兴奋药及促进脑功能恢复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

反应及使用禁忌

（2）熟悉呼吸中枢兴奋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十六）利尿药和脱水药

考试内容

1 利尿药、脱水药

2 利尿药的临床应用

考试要求

(1)掌握利尿药分类及作用部位和肾脏泌尿生理

(2)掌握利尿的药理作用、主要不良反应

(3)了解其他利尿药、脱水药的药理作用

（十七）抗高血压药

考试内容

1 抗高血压药物分类、常用抗高血压药、其它抗高血压药

2 抗高血压药的研发历史和合理应用

考试要求

（1）熟悉抗高血压药的分类及各类代表药

（2）掌握高血压代表药的药理作用、作用机理、临床应用、主要不良反应和

防治

（十八）抗心绞痛药

考试内容

1 硝酸酯类、β受体阻断药、钙通道阻滞药和其它抗心绞痛药

考试要求

(1) 掌握三类抗心绞痛药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主要不良反应

(2)了解心绞痛的作用机制和特点，心绞痛的临床分型、治疗原则及药物合用

的药理学基础

考试内容

1 心律失常发生的电生理学基础



（十九）抗充血性心力衰竭药

考试内容

1 作用于β受体的药物、减负荷药、强心苷、非强心苷类正性肌力药

考试要求

(1)掌握代表性药物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了解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发病原因、分类、治疗原则及药物合用的理论基础

（二十）抗心律失常药

2 常用抗心律失常药及用药原则与药物选择

考试要求

(1)掌握抗心律失常药的分类，各类代表药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

主要不良反应和禁忌症

(2)了解心肌电生理的基本知识和心律失常发生机制

（二十一）调血脂药与抗动脉粥样硬化药

考试内容

1 血脂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

2 调血脂药、抗氧化药及其他类

考试要求

(1)了解抗动脉粥样硬化药分类

(2)掌握调血脂药的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3)了解高脂蛋白血症的分型及治疗原则

炎症、免疫、自体活性物质药理学

（二十二）解热镇痛抗炎药、抗风湿病药与抗痛风药

考试内容

1 解热镇痛抗炎药、抗风湿病药、抗痛风药

考试要求

(1)熟悉解热镇痛抗炎药和抗痛风药的分类以及抗痛风药的临床应用

(2)掌握解热镇痛抗炎药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药动学特点、用药原则、临

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二十三）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

考试内容

1 免疫反应，免疫病理反应

2 免疫抑制剂增强剂的分类及相应药名

考试要求

(1)掌握常用免疫抑剂机制的作用机制和应用

(2)了解本章药物的概念、分类及相应药名

(3)熟悉环孢素、左旋咪唑及干扰素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

反应

（二十四）组胺受体拮抗药

考试内容

1组胺及抗组胺药物的概念及分类

2抗组胺药

考试要求

(1)掌握 H1 受体阻断药和 H 2 受体阻断药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2)熟悉组胺的生理作用，组胺受体分类、分布及其效应

(3)了解组胺与变态反应的关系

(二十五) 影响其他自活体活性物质的药物

考试内容

1膜磷脂代谢产物类药物及其拮抗剂

2 5-羟色胺药物的分类、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和不良反应

3 多肽类药物、腺苷类药物的分类

4一氧化氮的生物学功能及相关药物的应用

考试要求

(1)掌握前列腺素，5-羟色胺，白三烯，血管紧张素和内皮素等自体活性物质

的生物学功能以及相关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和不良反应

(2)熟悉利尿钠肽、激肽类、一氧化氮的生物学功能及相关药物的应用

(3)熟悉花生四烯酸代谢通路

(4)了解腺苷类药物的作用和应用



内分泌、生殖与代谢药理学

(二十六)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

考试内容

1糖皮质激素类药类药物的概念及药名。

2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生理作用、药理作用，如抗炎作用、免疫抑制作用、

抗休克作用及其作用机理。

3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临床应用及主要不良反应。

4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在严重感染性疾病应用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5盐皮质激素药物分类，皮质激素抑制剂

考试要求

(1)掌握糖皮质激素的药动、药理效应、作用机理、临床应用及主要不良反应

(2)熟悉皮质类激素的构效关系

(3)了解拟肾上腺素药物的分类及其构-效关系。

(二十七)胰岛素和降血糖药

考试内容

1胰岛素的药理作用及药动学特点、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促胰岛素分泌剂(磺酰脲类药、双胍类)、a-葡萄糖苷酶抑制剂阿卡波糖、

胰岛素增效剂罗格列酮等的药理作用及药动学特点、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

不良反应。

3其他降血糖的药物的分类及其代表药物和作用机理

考试要求

(1)掌握胰岛素的作用、作用机理、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掌握磺酰脲类和双胍类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

(3)熟悉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作用特点

(4)了解其他类型降糖药。

(二十八) 甲状腺激素和抗甲状腺药

考试内容

1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

2抗甲状腺药的分类及其代表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主要不良反应



3 硫脲类药物、碘及碘化物的药理作用和作用机制。硫脲类药物、碘及碘化

物的大小剂量应用时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差异。

考试要求

(1)掌握抗甲状腺药分类，硫脲类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主要不良反应

(2)熟悉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及其调节、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3)熟悉碘及碘化物大小剂量应用时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差异

(4)了解放射性碘的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二十九) 垂体激素和下丘脑释放激素

考试内容

1垂体激素的概念和分类机制、药理作用、药动学特点、主要临床应用和不

良反应

2下丘脑释放激素概念和分类机制、药理作用、药动学特点、主要临床应用

和不良反应

3缩宫素

考试要求

(1)掌握垂体激素和下丘脑释放激素的概念和分类

(2)掌握临床药用的缩宫素的机制、药理作用、药动学特点、主要临床应用和

不良反应

(3)熟悉各类激素的功能及药物作用

(4)了解已阐明结构并人工合成的下丘脑激素的作用

（三十) 性激素类药和避孕药

考试内容

1雌激素类药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2抗雌激素类药

3孕激素类药、抗孕激素类药的分类

4子宫平滑肌兴奋药、松弛药。缩宫素、麦角生物碱和前列腺素的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及用药注意事项；常用子宫平滑肌松弛药

5雄激素类药和同化激素类药概念、分类。每类药物主要代表药物的药理作

用



6 抗抗前列腺增生药物分类和西地那非的作用机制

7避孕药概念、分类。每类药物主要代表药物的药理作用

考试要求

(1)掌握抗前列腺增生药物分类和西地那非的作用机制

(2)熟悉雌激素、避孕素、雄激素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缩宫素、麦角生物

碱和前列腺素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用药注意事项；常用子宫平滑肌松弛

药；女用避孕药的常用制剂及避孕制剂

(3)了解性激素的分泌调节，抗雌激素类药物的临床应用

（三十一） 影响其他代谢的药物

考试内容

1骨质疏松

2骨吸收抑制剂，药物分类，每类药物主要代表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和不良反应

3骨形成促进药物分类主要代表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和不良反应

4骨矿化促进药物分类主要代表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和不良反应

5降低体重药物

考试要求

(1)掌握双膦酸盐类、雌激素、降钙素和甲状旁腺激素对骨吸收、骨形成的药

理作用、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

(2)熟悉钙维生素 D制剂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

(3)了解降低体重药的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

影响其他系统的药物

（三十二）呼吸系统药物

考试内容

1控制哮喘药概念及分类，各类代表药。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

主要不良反应

2沙丁胺醇、氨茶碱、糖皮质激素、色甘酸钠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

应用及主要不良反应

3中枢性镇咳药、外周性镇咳药、双重作用镇咳药代表药药理作用、作用机



制、临床应用及主要不良反应。

4祛痰药，恶心性祛痰药氯化铵、黏痰溶解药乙酰半胱氨酸、黏液稀释药羧

甲司坦等药的主要药理作用及不良发应；中枢性镇咳药可待因、外周性镇咳

药苯佐那酯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考试要求

(1)掌握平喘药的分类、各类主要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主要不良反应

(2)熟悉祛痰药和镇咳药的分类、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三十三) 消化系统药物

考试内容

1治疗消化性溃疡药的分类分类、各类代表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2西咪替丁、奥美拉唑、米索前列醇、枸橼酸铋钾的药理作用、作用机理。

3胃肠动力药的概念及分类。

4主要助消化药的作用及用途；止吐药及胃肠动力药，如多潘立酮、昂丹司

琼、西沙必利等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泻药分类及各类主要药物及其主要

用途。

5用于胆道、肝脏疾病的药物分类和代表药。

考试要求

(1)掌握抗消化性溃瘍药的分类、各类代表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2)了解助消化药、止吐药及胃肠动力药、泻药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三十四）作用于血液及造血系统的药物

考试内容

1抗凝血药、抗贫血药及血容量扩张剂的概念、分类及药名。

2肝素、华法林等双香豆素类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链激酶、

尿激酶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维生素 K 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3肝素、双香豆素类药过量致出血时应用硫酸鱼精蛋白、维生素 K 对抗的原

因。

4抗血小板药分类及代表药

5促凝血药的分类及代表药，维生素 K 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6右旋糖酐的药理作用特点。



考试要求

（1）掌握肝素、双香豆素、铁剂的药通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熟悉叶酸制剂、维生素 B12、维生素 K 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3）熟悉链激酶、尿激酶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4）了解机体凝血及抗凝血机制。

（三十五） 抗贫血药与生血药

考试内容

1铁剂的药动学特点、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和解救

2叶酸制剂、维生素氏 2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不良反应。

3造血生长因子、促血液成分生成的辅助性药物的分类和代表药。

考试要求

（1）掌握铁剂、维生素 B12、叶酸的作用机制作用特点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及不良反应。

（2）熟悉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生成造血细胞因子的特点及应用

（3）了解维生素 B4,、肌苷、利可君、鲨肝醇等药物的应用

化学治疗药物

（三十六） 抗菌药物概论

考试内容

1化学治疗及抗菌药物概念、抗菌药物的基本作用机制。

2化学治疗、化疗指数、抗菌药物、抗菌谱、抗菌活性、抗生素后效应

3机体、病原体、药物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抗菌药物的作用机制。

4耐药性与获得性耐药性概念，抗菌药物耐药性在细菌中间的传播方式及其

机制。

5抗菌药物应用基本原则

考试要求

（1）掌握化学治疗及抗菌药物有关概念

（2）熟悉抗菌药物的基本作用机制

（3）了解细菌耐药性及其产生机制和抗菌药物应用的基本原则。

（三十七）β-内酰胺类抗生素



考试内容

1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药动学特点、抗菌谱、抗菌作用机制。不良反应及其

防治措施。半合成青霉素分类及作用特点，常用半合成青霉素，如青霉素 V 、

氨苄西林、羧苄西林的药理作用特点。

2青霉素类、常用半合成青霉素的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防治措施。

3头孢菌素类分类及常用药物，各代头孢菌素抗菌作用特点、临床应用、不

良反应及防治措施。

4亚胺培南的药理作用特点，β-内酰胺酶抑制剂克拉维酸、舒巴坦、他唑巴

坦的药理作用。

考试要求

（1）掌握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分类、青霉素类的抗菌谱、抗菌作用机制、

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掌握各代头孢菌素抗菌作用特点及常用药物

（3）熟悉常用半合成青霉素的药理作用特点。

（三十八）氨基糖苷类及其他抗生素

考试内容

1氨基糖苷类的共同特点：药动学、抗菌谱、作用机制、耐药性、不良反应；

链霉素、庆大霉素的抗菌谱、适应证、不良反应及其防治措施；阿米卡星、

妥布霉素、卡那霉素的作用特点及临床应用。

2氨基糖苷类的耳毒性、肾毒性、神经肌肉阻断作用及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

用、过敏反应防治措施

3多黏菌素类抗菌作用、作用机制及常用药物的主要临床应用。

考试要求

（1）掌握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共同特点

（2）熟悉链霉素、庆大霉素的抗菌谱特点、适应证、不良反应及其防治措

（3）了解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卡那霉素的特点及临床应用

（4）了解多黏菌素抗菌作用、作用机制及主要临床应用。

（三十九）大环内酯类及其他抗生素

考试内容



1 大环内酯类化学结构特点，红霉素的药动学特点、抗菌谱、作用机制。阿

奇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的药理作用特点。大环内酯类的临床应用及主

要不良反应。

2克林霉素的药动学特点、抗菌作用特点及临床应用。

3克林霉素与红霉素、氯霉素不宜合用的原因。

4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替考拉宁的抗菌作用特点、作用机制、主要临

床用途

考试要求

（1）掌握红霉素的药动学特点、抗菌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熟悉新大环内酯类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的药理作用特点

（3）熟悉克林霉素的作用特点及临床应用

（4）熟悉四环素类临床应用、不良反应

（5）了解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替考拉宁的作用特点。

（四十）人工合成抗菌药

考试内容

1 喹诺酮类抗菌药、磺胺类抗菌药及其他合成抗菌药

考试要求

(1)掌握喹诺酮类的药理作用、抗菌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掌握氟

喹诺酮类抗菌药和磺胺类抗菌药的主要抗菌特点及应用

(2)熟悉喹诺酮类和磺胺类抗菌药的主要药动学特点、耐药性；常用药物的药

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3)了解甲氧苄啶的抗菌特点、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四十一）抗结核病药和抗麻风病药

考试内容

1 抗结核病药、抗麻风病药

考试要求

(1) 掌握常用抗结核药的作用机制、药动学特点、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药

物相互作用

(2)熟悉常用抗结核药的抗结核特点和抗结核药的分类以及耐药性的产生



(3)了解抗结核药的应用原则，常用抗麻风病药的作用机制与特点

（四十二）抗真菌药

考试内容

1 影响真菌细胞膜的药物、影响真菌细胞壁的药物及其它抗真菌药

考试要求

(1) 掌握抗真菌药的分类、常用抗真菌药的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熟悉常用抗真菌药的抗菌谱

（四十三）抗病毒药

考试内容

1 抗流感病毒药、抗疱疹病毒药、抗肝炎病毒药、抗艾滋病病毒药

2 抗病毒药的展望

考试要求

(1) 掌握抗病毒药的分类、抗病毒药的作用机制以及临床应用

(2)熟悉常用抗病毒药的药理作用

(3)了解干扰素的抗病毒作用及应用

（四十四）抗寄生虫病药

考试内容

1 抗疟药、抗阿米巴病药、抗滴虫病药、抗血吸虫病药、驱肠虫药

考试要求

(1) 掌握抗疟药物作用机制，常用药物的作用特点、药动学特点、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2)熟悉疟原虫的生活史及疟疾的发病机制

（四十五）抗恶性肿瘤药

考试内容

1肿瘤生物学

2 细胞毒类药物、影响体内激素平衡的药物、分子靶向药物及其它抗肿瘤药

物

3抗恶性肿瘤药应用中的常见问题

考试要求



(1)掌握抗恶性肿瘤药的分类和各类常用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主要不

良反应

(2)熟悉常用抗恶性肿瘤药的作用机制

(3)了解肿瘤细胞的耐药机制和抗肿瘤药物联合应用的及基本原则

无机化学

1.原子结构

考试内容

氢原子结构的 Bohr 模型及量子力学模型；

多电子的原子结构，原子的电子组态与；

元素周期律，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考试要求

掌握四个量子数的物理意义和取值规则；

量子数组合和轨道数的关系；

掌握基态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规律（Pauli 原理、能量最低原理和

Hund 规则）；

掌握元素周期律与核外电子排布原理，能够运用轨道填充顺序图、

核外电子排布原理写出若干常见元素的电子构型；

掌握各类元素原子的结构特征。

熟悉不确定原理；

熟悉屏蔽效应和钻穿效应的概念及对轨道能级的影响；

熟悉原子半径的概念及周期变化规律。

熟悉原子能级、波粒二象性、原于轨道(波函数)和电子云等概念；

熟悉了解电离能、电负性等概念及周期变化规律。

2.分子结构

考试内容

离子键；

共价键；

分子的形状与极性；



分子间作用力。

考试要求

掌握离子键和共价键的概念、本质及其特点；

掌握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和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的基本内容；

掌握成键三原则；

掌握分子间力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掌握氢键的形成、氢键的类型以及氢键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熟悉键长、键角、键能和分子极性的概念；

熟悉离子键强度；

熟悉离子的电荷、半径、电子组态和离子极化；

熟悉双原子分子的分子轨道理论。

3. 溶液

考试内容

溶液的概念、分类及混合物的组成标度；

物质的量浓度；

稀溶液的依数性。

考试要求

溶液的概念、分类及混合物的组成标度；

物质的量浓度；

渗透压在生物学领域的重要性及应用。

4.溶解与沉淀

考试内容

溶解；

溶解-沉淀平衡；

影响溶解-沉淀平衡的因素。

考试要求

掌握沉淀溶解平衡中溶度积常数和溶解度的关系，溶度积规则及相

关计算；

掌握利用溶度积规则计算沉淀的生成、溶解或转换；。



熟悉同离子效应、盐效应等概念及影响电离平衡移动的因素；

熟悉离子晶体和分子晶体的溶解过程、热效应和熵效应。

5.酸与碱

考试内容

质子酸碱概念；

酸碱反应；

酸碱平衡中的浓度计算；

浓度对酸碱平衡的影响。

考试要求

掌握质子酸碱定义，共轭酸碱对的概念；

掌握一元及多元酸碱水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计算；

掌握缓冲溶液作用原理、缓冲溶液的配制及其应用。

熟悉两性物质和含有同离子的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计算。

了解 Lewis 酸碱理论。

6.氧化还原

考试内容

基本概念和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

电极电势和电池电动势，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考试要求

掌握氧化还原基本概念、特征和实质及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配平；

掌握能斯特方程式及其有关的计算、电极电势的应用、判断氧化还

原反应进行的方向和限度。

熟悉电极电势的产生、标准氢电极和标准电极电势，电池电动势与

化学反应吉布斯自由能的关系。

7.配位化合物

考试内容

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命名和异构现象；

配合物的价键理论和晶体场理论；

配位平衡。



考试要求

掌握配合物的基本概念和组成；

掌握酸碱平衡、沉淀平衡、氧化还原平衡与配位平衡的联系；

熟悉配位化合物的命名和异构现象；

熟悉螯合效应及影响其稳定性的因素。

8.元素和人体健康

考试内容

人体必需元素及其生物学效应；

环境污染及对人体有害的元素。

考试要求

人体必需元素及其生物学效应；

环境污染及对人体有害的元素。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药学基础综合（一）》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

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有机化学》2016 年第 8版；陆涛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2016 年 7 月第 8版），柴逸峰、邸欣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2016 年 2 月第 8版），朱依谆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2016年4月第7版），张天蓝、姜凤超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编制单位：郑州大学

编制日期：2022年0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