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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化学教学改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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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然药物化学是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天然药物中化学成分的一门学科。针对天然药物化学学科知识繁杂，

内容相对枯燥，传统授课方式学生难于理解的现状，调整教学课时的同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板书结合多媒体，知识讲授穿插趣
味故事的方法，讲授本课程，使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提高天然药物化学教学质量，为天然药物化学的理论教学研究提供一定的
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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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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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 investigate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natural medicine by the use of modern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knowledge of the 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 is too intricately and vapidity to
understand b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was improved by adjusting the period，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combining blackboard － writing with multimedia and doing alternately the knowledge and interest
story. In order to enabl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some helps and supports for teaching theory of 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 we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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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化学是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天然药物中

化学成分的一门学科。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化学成分的结构特

点，理化性质，提取分离方法及结构鉴定等，同时也涉及生物

合成途径的相关知识［1］。本课程是高等院校中药学、药学、制

药工程等专业的必修或主要专业课程，其涵盖的专业知识涉及

药物的研发、生产和监管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在创新药物分子

的发现、中药或民族药物现代化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2］。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由于学生相关基础知识掌握不扎

实，专业知识相对匮乏，再加上天然药物化学学科本身难度较

大，知识繁杂，造成学生普遍兴趣较低，很难学好本学科。故

此我们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修改课时，调整教学顺

序等方法，对天然药物化学学科的教学进行初步的改良。

1 按照实际需求修改课时及讲授顺序

1. 1 课时修改初探

天然药物化学学科知识繁杂，先修课程包括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有机化合物光谱解析等。按照现有的课时安排，总课

时为 32 学时，绪论及糖和苷部分各占 4 学时，然后按照人民卫

生出版社教材的撰写顺序依次按时授课。在实际教学中发现，

由于先修基础课程如: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结课较早，学生
对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扎实或是遗忘某些知识点; 专业课
程有机化合物光谱解析，植化方法学等课程开设相对滞后，学
生的专业知识学习不够深入，造成对所授课程的理解出现问
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授课，绪论及糖
和苷部分课时较少，讲解也很难深入，因此后期各论部分中的
提取分离，结构鉴定等内容要重复讲述，造成教学难度加大，

学生也不易从整体掌握所学内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
以作者在不增加总课时的前提下，将绪论部分调整为 6 学时，

深入讲解提取分离，生物合成以及光谱解析相关知识，为各论
讲授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章糖和苷由于具有共性，在以后的各
章节中均有涉及，且该章内容理论性很强，数据量较大，内容
相对枯燥，现有的课时安排不能很好的完成教学内容，所以在
实践教学中增加糖和苷部分的课时为 6 学时。这样的改良将原
本在各论中消耗大量学时的重复知识汇总在一起，既保证了后
期教学进度安排，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及对学科知识
的掌握。

1. 2 课程讲授顺序改良管见

传统的天然药物化学授课顺序一般是按照人民卫生版《天
然药物化学》教材进行，在这样的授课安排下，第二章糖和苷
较早讲授，而各论中的三萜，甾体及其苷类等大量用到相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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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章节被安排到最后讲授，使学生不易深入理解糖和苷这一
部分的理论内容，也造成各论学习的困难加大。特别是当两位
教师同时授课时，各负责前后部分，更造成了前后知识的衔接
出现问题。因此在本院教学安排中将萜类，甾体及其苷类的内
容调整至糖和苷之后讲授，既联系具体化合物讲授糖和苷中的
较为枯燥的理论知识，降低了授课和学生学习的难度，又保持
了授课的完整性，提高教学质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 理论联系实际，板书结合多媒体，知识讲
授穿插趣味故事

2. 1 理论联系实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3］。天然药物化学学
科理论性较强，由于受到课时限制，在授课中往往容易忽视与
实践的结合，造成学生误解本学科与生活实践脱节，最终用处
不大，也就不能够用心的学习。所以在实践教学中，我们必须
加入联系实际的内容。比如: 讲解提取分离方法中的浸渍法与
煎煮法时，可以联系生活中煎药及泡酒的过程，既阐明了溶剂
选择的重要性，又生动的讲明了提取方法; 讲解皂苷类化合物
时，可以根据其具有表面活性这一特性，联系实际生产中泡沫
分离技术以及日常生活中洗涤剂选择的知识，增强本学科的实
践性。这样才能讲好天然药物化学，让理论知识回归到实践中
去，达到教育的目的。

2. 2 板书结合多媒体

现代的教学主要以多媒体为主，该方法的优点是较为直
观，可以加入大量的实物图片与动画，具有节省时间与精力，

吸引学生兴趣的特点。但是单纯的多媒体教学容易导致授课进
度加快，学生跟不上老师思路，没有充分的课上时间去消化吸
收相关知识，而且根据课件制作要求，不能出现大量的文字内
容，教师授课时要加入大量的讲解和扩展内容，这就造成许多
内容学生上课听不懂，笔记记不下，课后复习看不懂的后果。
同时，单纯的多媒体教学容易造成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减
少，出现老师对电脑，学生对屏幕的机 械课堂现象，师生之间

的交流越少越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及老师本身教学水平的提
高。所以针对天然药物化学学科特点，在课堂上采用重点内容
用板书，图解内容看课件的板书结合多媒体的方法，增强师生
间的交流互动，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 3 知识讲授穿插趣味故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天然药物化学受课时所限，大多数讲
授内容只能浮于表面，只有重点内容可以深入讲解，所以学生
课后的学习十分重要，若不能提高学习兴趣，很难使学生掌握
本学科内容。但是天然药物化学学科涉及大量有机反应，生物
合成反应以及有机波谱解析知识，理论性较强，照本宣科的讲
解不能吸引学生主动学习，导致跟不上 － 失去兴趣 － 更跟不上
的恶性循环，这也是学生普遍反映天然药物化学难学，难懂的
主要原因。在实践教学中，笔者采用穿插趣味故事的方法，让
学生了解到天然药物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十分紧密，许多生活中
的现象与天然药物有关，本学科知识也能解答生活中常见的问
题，从而喜欢天 然 药 物 化 学，也 就 能 够 学 好 天 然 药 物 化 学。
如: 讲解提取分离时，以植物精油的水蒸气提取和脂吸收法为
例，结合现代精油应用进行讲授; 讲解黄酮时，以花朵的颜色
为例，既生动又富含知识性; 讲解三萜类化合物之前，先以人
参的回阳救逆小故事开始; 讲解生物碱之前，以关羽刮骨疗毒
治疗乌头碱中毒的故事开始，引导学生进入课堂，既使学生掌
握了知识，又提高了兴趣。

3 结 语

通过多年实践，本教研室对天然药物化学的教学进行了改
良，主要是以教学大纲为依据，通过调整授课学时和顺序，利
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但是由于学生生源不同，基础各异以及天然药物化学
学科本身的复杂性，本课程的授课技巧还有可以提高的空间，

如何讲好天然药物化学值得不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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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处方中规定的 20 mg·mL －1，其中有 1 批样品不含苯甲酸
钠，与其说明书标示内容吻合。但是不同厂家的产品中苯甲酸
钠的含量差别很大，最低值与最高值相差 10 余倍，然而最高
值又未达到处方值水平，这些使用了苯甲酸钠的金银花露产品
能否确保达到防腐抗菌效果并如何确定最低有效浓度，值得各
厂家进一步探讨。目前我国药品质量标准中尚缺乏具体的防腐
剂含量测定方法，对生产企业所使用防腐剂不能达到严格监
管。

4 结 论

本文采用 HPLC 测定金银花露中苯甲酸钠的含量，并进行
了方法学考察研究，本方法操作快速简便，重现性好，专属性

强，结果可靠，可为提高该制剂的质量标准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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