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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

药物毒理学是药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必修课，旨在通过应用毒理学的理论和技

术，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毒性作用及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药学专业本科生的

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课程涵盖三大板块: 药物毒理学的基础概念及理论，

药物对人体器官的毒性作用及机制，以及新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基本知识。通

过学习这些内容，学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药物的安全性、风险性，从而有效地

防止药物滥用和不良反应的发生，为新药研发和安全性评价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持。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现者——“糖丸爷爷”

2.对应章节：第十章 药物对免疫系统的毒性作用 第三节 药物免疫毒性的

评价及防治原则

3.课程讲次：3-4

三、案例教学目标

生命观的本质是充满仁爱之心和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团结友爱、

相互合作。通过引入具体案例，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的可贵，学会尊重生命。

四、案例主要内容

顾方舟教授，他为拯救成千上万的儿童，不惜以自己和儿子的身体试药，这

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代代传颂。

五、案例教学设计



1、课前准备：学习通发布课前预习，通过顾方舟经典事迹进一步了解药物

免疫毒性。

2、课中实施：课程实施过程主要分为引入任务、预习验收、重点讲解、任

务训练、总结提高和反思感悟六个环节。

（1）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一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急性传染病。

20 世纪 50 年代，脊髓灰质炎在我国多地流行

（2）走活疫苗技术路线

1957 年，31 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研究小组调查了部分地区脊髓灰质

炎患者。

1959 年，顾方舟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情况时发现，“死”“活”疫苗两

派各持己见，争执不下。

1959 年 12 月经原卫生部批准，我国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

任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1964 年，顾方舟举家迁居昆明。他下定决心，就在昆明扎下去，为这个事

业干一辈子。

（3）自己先试用疫苗

1960 年，2000 人份疫苗在北京投放。

1960 年 12 月，首批 500 万人份疫苗在全国 11 个城市推广，很快遏制了疾

病蔓延的形势。

（4）自己先试用疫苗

1985 年，终于探索出了最佳配比方案，三价糖丸疫苗研制成功。

1986 年，三价糖丸疫苗在全国推广使用，为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了有

力武器。

1990 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

降。

2000 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原卫生部举行，74

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郑重签名，标志着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3、课后巩固：教师布置课后作业。

六、教学反思

药物毒理学教学中要不断渗透生命观教育，在药物对血液系统毒性作用中，

药源性血液病发病率虽然低，但死亡率却很高。通过引入具体案例，引导学生认

识生命的可贵，学会尊重生命。在药物依赖性部分，增加毒品及戒毒相关知识，

使学生明确毒品的危害，从而抵制毒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增强学生的抗挫

折能力。在讲到药物对免疫系统毒性作用时，联系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现者—

—“糖丸爷爷”顾方舟教授，他为拯救成千上万的儿童，不惜以自己和儿子的身

体试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代代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