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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教育
·

有机化学教学体系系统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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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优化基础有机化学
,

有机化学实验
,

并开设生物有机化学和高等有机化学
,

建立 了一套 系统型较

强的有机化学教学体 系
,

使教学内容合理 配置
,

拓 宽了学生的知识面
,

提高了教学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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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几年有机化学新理论
、

新机制的发现
,

新

方法和新有机化合物的发展
,

加之与其它学科的相

互渗透交融
,

有机化学 内容不断扩大加深
。

近年来

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各生物学科获得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
,

其研究已深人到分子和原子水平
,

研究生物

体内的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在体内各种状态

下的各种化学键
,

各种构型和构象
,

以及这些功能之

间的联系和这些大分子之间
、

与包括药物在 内的外

来小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

这些内容都需要应用有

机化学的基础知识
,

有机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根本

上揭示这些相互作用的本质
。

但原有的有机化学教

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为前苏联时期的模式
,

都较为陈

旧
,

已不适应现在 的知识发展
,

并且很不系统
,

不利

于教与学
。

我们在教学实践当中
,

经过多年教学探

索和实践
,

对有机化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
,

系统

优化了教学内容
,

建立 了一套系统性较强的教学内

容
,

包括基础有机化学
、

有机化学实验
、

高等有机化

学和生物有机化学
。

教学内容配置合理
、

有效
,

拓宽

了同学们的知识面
,

激发 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

提高

了教学质量
。

< 课程的设置和优化

<
.

< 基础有机化学和 实验内容的改革 我们首先

对《基础有机化学》与《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内容进

行更新和重新优化
。

在教材的选择上
,

基础有机化

学我们选用 了普遍反应较好的人民卫生 出版社 的

《有机化学 6=, 第 0 版 6教材
。

该版内容较详尽
,

有助

于学生 自学
,

这样我们可以在教学中选择重点内容

详细讲解
,

并且适当补充一些有机电子结构理论
、

共

振论
、

构型和构象分析
、

不对称合成
、

金属有机化学
、

生物合成和组合化学等新理论和新知识
,

以弥补教

材中这些内容不足
。

在教学过程 中
,

我们还增加了

双语教学内容
,

使学员对有机化学方面的外文能力

有所提高
,

为后期课程奠定了基础
。

并且利用校园

网
,

把教师的教学内容也放到网上
,

学员随时可以学

习
。

在实验教学方面
,

为 了更好地培养学员的创造

能力和实验技能
,

为后期课程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

结合有机化学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变化
,

我们重新

编写了有机化学实验教材
。

增加了有机化学实验的

一般知识 7增加了 4 个合成实验和设计性实验 7删除

了一部分较陈旧的内容和一些验证性的性质实验
。

为了让学生了解较新的有机实验方法
,

我们有增加

了无水溶剂的处理
,

微量反应等示教内容
,

并让学员

到教师实验室
,

亲身体验和学习有机实验的工作
,

既

增加知识性
,

又增加了趣味性
。

<
.

/ 高等有机化学与生物有机化学内容的改革

由于基础有机化学的教学 内容多年来变化不大
,

较

少或没有涉及到一些有机化学的新理论
、

新知识和

新技术
,

同时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也不允许讲授的

这些内容
,

为此
,

我们为本科生开设了高等有机化学

选修课
,

选编了《高等有机化学》教材
,

制做了相应

的多媒体课件
。

这样
,

我们把一些由于课时原因不

能在基础有机化学中讲授的问题
,

放在高等有机化

学教学中
。

如重点讲授碳正离子和碳负离子 中间

体
、

游离基等反应中间体
、

分子轨道理论
、

重排反应
、

有机光化学和有机电化学等
,

并进一深人讲解在基

础有机中学习的反应
,

如碳碳双键和碳氧双键的加

成
,

氧化还原等
。

这样既加深了同学们对各种反应

和反应机理的理解
,

也使同学们开阔了视野
,

增长了

知识
。

近年来生物技术突飞猛进
,

以分子生物学为代

表的各生物学科发展迅速
,

其研究已深人到分子水

平和原子水平
。

都需要用有机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来

研究和揭示其本质
。

而基础有机化学对研究体内生

物大分子的构型和构象及化学反应所需的基本知识

涉及较少
,

与基因工程和生化药学等分子生物学新

兴学科的发展不相适应
。

生物有机化学是有机化学

和分子生物学交叉的一门学科
,

主要是用有机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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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结构分析和高等有机化学的理论
、

技术和方法

研究和揭示一些分子生物学中的现象和机理
,

是一

门新兴学科
,

其内容新
,

研究方法新
,

思维角度新
。

随着国内外基因工程和生化药学等一些分子生物学

学科的发展
,

我们觉得授以同学们研究分子生物学

的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

学会学科之间的交叉

思维
,

创新思维和创新研究
,

将会使同学们终生受

益
。

我们编写 的《生物有机化学》教科书已用于教

学
,

共计约 01 万字
。

内容包括化学键
、

构型和构象

与生物活性之间的关系
,

核酸的构型
、

构象与疾病如

肿瘤和药物的关系
,

氨基酸和多肤
,

酶模型的建立和

酶催化机理
,

辅酶化学和酶催化的药物体内代谢反

应
。

与现有的国内外相关教材相比
,

本教材有 5 个

特点
8
一是内容新

,

如核酸 的构型
、

构象与其生物功

能的关系
,

内源性致癌剂与肿瘤的关系
,

细胞色素 %

一 4 0 1 酶系的研究进展和药物体内代谢的关系 7 二

是注重基础有机化学知识在生物学科中的应用
,

增

加了键合与生物活性和生物作用中的立体化学因素

两章 7三是与我院科研工作紧密结合
,

根据我院抗真

菌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的研究进展
,

增加了细胞色素

% 一 4 0 1 酶系与药物设计和 > 3 ? 拓扑异构酶抑制剂

和血管生成抑制剂两部分内容
。

/ 收获与体会

/
.

< 教学内容系统配置合理
、

有效 多年来困惑我

们的一个难题是有机化学内容多
、

理论性强
,

而且发

展迅速
,

很难在 +� � 多学时的基础有机化学教学中

把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较详尽地讲解给学员
,

并把

与药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一简介
。

另一方面
,

后期课程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
,

如药化的老师希

望我们多讲一些有关杂环的内容
,

植化老师希望我

们多讲一些有关街体的内容
。

在建立了有机化学教

学内容体系后
,

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

我们可以把

一些有机理论和进展放在高等有机化学中讲
,

而在

基础有机化学中把基本内容和基本知识讲深
、

讲透
。

本着基础有机化学和实验为主
,

高等有机化学和生

物有机化学为辅的原则
,

对这四门课的内容和重点

进行系统配置
,

如基础有机化学重点介绍各类有机

化合物的结构
、

命名和理化性质 7高等有机化学重点

介绍各种反应机理和有机化学的最新进展 7生物有

机化学则重点介绍有机化学在各分子生物学科和医

药学科中的应用
,

使这个系统配置合理
、

有效,见表

< 6
,

无论对教与学都能事半功倍
,

从而保证了有机

化学的教从基础有机化学到高等有机化学再到生物

有机化学的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

一方面
,

三门课程逐级推进
,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

另一方面
,

高等有机化学的理论对基础有机化学的知识做更深

层次的解释
,

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

生物有机化学

要用有机合成
、

分子结构分析和高等有机化学的理

论
、

技术和方法研究和揭示一些分子生物学中的现

象和机理
。

三门课程互相联系
、

互相渗透
。

如表 <

所述
。

表 , 有机化学教学内容的配置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有机化学 生物有机化学

对映异构体
、

非对映异构体
、

手
性碳原子简介

芳烃的结构
、

分类和理化性质

不对称合成原理
、

前手性
、

重要的立体化学
反应

、

动态立体化学

芳香性
、

分子轨道理论
、

周环反应

简单有机化合物的优势构象 中间体优势构象对化学反应历程的影响

卤代烃和醇
、

酚
、

醚的理化性质

游离基反应类型

碳正离子
、

碳负离子等活泼中间体

游离基的结构和性质
、

游离基的捕获及稳定

性
、

游离基反应机理
、

各类游离基反应

糖化学的简单发展史
、

结构类型 简单单糖作为手性源用于有机化合物的不
和理化性质 对称合成

、

环糊精作为催化剂在有机合成和
不对称异构体拆分中的应用

前手性碳原子和前手性面
、

酶催化的不对称反应在有机
合成中的应用

核酸中碱基芳环的性质对碱基配对和基因突变的影响
,

酶活性中心疏水核的形成和质子传递链上咪哩环的互变
异构
> 3? 和 ≅ 3? 优势构象对 > 3 ? 复制和细胞分裂的影响

,

构象对酶活性中心的影响

酶催化的正 四面体中间体
、

在各类水解酶活性部位丝氨
酸残基的经基作为亲核试剂的亲核能力

酶催化的游离基反应
,

如对药物的氧化代谢
,

氧化脂肪酸
成小分子的共扼酸

,

小分子共辘酸对 > 3 ? 碱基的加成反

应和肿瘤的形成

核糖和脱氧核糖的构型
、

构象对 > 3 ? 和 ≅ 3? 构型
、

构象
的影响

、

糖蛋白的性状和应用

/
.

/ 拓宽了同学们的知识面 从有机化学到生物有

机化学再到高等有机化学
,

三门课程相互配合
,

即开

拓了学生的视野
,

又招宽了同学们的知识面
。

例如学

员在了解了当前有机化学 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如立体

电性控制理论
、

手性合成新方法和组合化学原理之

后
,

对当前新药研究的方向和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
,

并对生物体内酶催化的醋和多肤水解反应机理理解

的更深
、

更透 7又如同学们在学习了冠醚等大分子的

体外催化原理之后
,

不仅可使同学们更易理解生物体

内金属离子的跨膜转运和离子泵的工作原理
,

而且可

使同学们感到体内外的化学反应是多么相似
,

既拓宽

了同学们的知识面
,

又启发了同学们的创新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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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激发 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从基础有机化学

到高等有机化学再到生物有机化学的教学
,

使同学

们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当前国内外药物研究的热点和

难点 7并能使教员有时间把教学内容与教研室 的科

研课题相结合
,

适时加人教员在科研中碰到的难题

及解决难题的体会
,

使学生对科研工作有 了一定的

了解
,

并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

收稿日期
8 / 1 1 0 一 < / 一 <2

加强实验准备工作 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管云枫
,

陈渊源
,

程明和
,

缪朝玉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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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理学实验教学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

感受药物药理作用及其特点
、

了解药理 学研究基本思路的重

要手段之一
。

加强和完善实验前准备工作是提高药理学实验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
。

近三年来我们对此进行

了一些探索
,

在总结药理 学实验全流程的基础上发现
8 严格选择实验内容 7加强 带课教师的培养和训练 7 强化

和完善实验室管理是提高实验质量的 5 个基本条件
。

关键词 实验准备 7 实验质量 7 实验内容 7 实验室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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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

本科生实验课学时占总

学时的近三分之一
,

实验课教学对培养学生创新潜质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如何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
,

加强

学生能力的培养
,

一直是教学改革的中心话题
。

实验

教学的硬件设备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
。

近几

年来
,

在我校训练部的大力支持下
,

本室对实验室的

硬件设施进行了更新换代
,

建设了多媒体生物信号分

析 Ε以 / 1,刃 系统
,

实现了生物信号的采集和处理一

体化
,

使实验结果的记录清晰
、

稳定
,

重复性好
,

便于

学生对各种实验现象进行观察
、

分析和处理
,

实验教

学硬件上了新的台阶
。

但是
,

影响实验教学质量的 5

个核心要素是教师
、

学生和实验内容
。

教师是始动因

素
,

是实验内容能否 良好执行
、

能否激发学生主动探

索精神
、

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和 自学
、

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的关键因素
。

因此
,

我们认为要提高学生实验

质量
,

教师的实验前准备工作最为重要
。

结合我们教

研室近三年学生实验的实际执行过程
,

本文就如何做

好实验前准备工作作一介绍
。

< 严格选择实验内容

每学期接到学校下达的教学任务后
,

由主管教

学的副主任确定实验教学总管和参与教师
,

选择实

验教学内容
。

实验内容应体现科研实验设计的基本

原则和科学实验研究的基本思路
,

涉及整体动物和

离体标本
,

观察动物各种生命指征并进行生化指标

的测定和分析 7能够体现使药理实验从
“

验证
”

功能

转换为
“

科学实践
”

功能
。

作者简介 8
管云枫 ,<Φ 2 0

一

6
,

女
,

大学
,

实验师

/ 加强带课教师的培养和训练

承担实验教学的主力为青年教师及高年级研究

生
,

为尽快帮助青年教师特别是研究生适应教学需

要
,

我们着重做好以下 5 点
8

/
.

< 预 实验 在高年资教师的指导下
,

带课的教师

和实验人员分成实验小组
,

对确定的实验内容进行

预实验
。

要求教师正确掌握每一步实验操作过程
,

从亲手操作过程中发现容易导致实验失败和可能影

响实验结果的因素
。

要明白即使是完全正确的操作

过程
,

有时外在条件的改变也会影响实验结果
。

例

如
,

环境温度的差异会影响利多卡因的半数致死量
。

要求教师做好规范的实验记录
。

/
.

/ 集体讨论预实验结果 分析比较实验结果
,

对

出现不符合预期实验结果的数据要重点进行讨论
,

找出导致错误数据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

还是

以利多卡因的半数致死量为例
,

这一实验通常需要

分成 0 个剂量组 ,剂量设计为一等比数列
,

比值为

<
.

< 6
,

每组 <1 只小鼠
。

假如该实验时实验室有 0 组

学生
。

如果每组学生能够给予 01 只小鼠
,

各组分别

获得一个利多卡因的半数致死量固然是最好的
,

但

是成本太高
。

通常的做法是一共给予 01 只小 鼠
。

曾经有 0 位带教老师
,

预实验时
,

每人 <1 只小鼠
,

各

自给予一个剂量 ,利多卡因以不 同的浓度等容量腹

腔注射 0 !  Γ Η 6
,

结果全无规律
,

出现 了最高剂量

尚有 0 只存活
,

次高剂量仅存活 < 只等情况
。

发生

这一情况后
,

带教老师和高年资老师立 即进行讨论

和分析
,

首先由一位老师利用残存的利多卡因重复

了试验
,

结果 良好
。

证明药物配制及药物本身并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