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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供中等专业学校药学各专业学生使用的教材。全书分理论与实验两部分。
理论部分分两篇共15章，第一篇总论（基础部分）为第1至第9章，是各专业均应
学习的章节，第二篇各论为第10至第15章，在教学中各专业可选择讲授，每章均有复习
题。
实验部分共23个，内容较多，与理论部分相配套，每一实验按照实验目的、实验原
理、实验材料、实验步骤、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六部分进行编写，各实验所用培养基、染
料、试剂等的配制均列在本书附录内。
本书还可作为医药院校有关专业夜大、职大、函授等成人教育的教材和其他医药人
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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