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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的“积极推进课程和教材改革
，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的要求
，2004年3月，教育部职成司颁布了“关于制定《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的通知”，
根据“通知”中关于“积极开发编写新兴专业课程教材和教学改革试验教材”的要求，我们编写了本
教材。
　　全书分五篇，共十九章。
第一篇总论部分为卫生理化检验的基础知识，讲述了卫生理化检验工作中常用的检验方法，样品分析
前处理的常用方法，检验质量的控制方法，并结合专业对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分析操作技术进行了
复习，介绍了新方法和新技术；第二篇至第五篇按环境因素及样品类型不同，分别讲述了水、食品、
空气和其他样品（包括生物材料、化妆品、土壤和底质等）的检验，具体检验项目和方法参考国家最
近颁布的相关标准、规范及相配套的检验方法。
　　与同类教材相比，本书紧扣卫生理化检验是一门技术性学科的特点，结合学生基础知识的水平，
对编入的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注重针对性和实用性，以满足卫生理化检验工作岗位对职业技能的实
际需要。
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简要叙述卫生理化检验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对卫生理化检验的检验项目、意义、
原理及操作方法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讲解，特别是在操作步骤的表述方面，以表格的形式代替
传统的文字叙述方式，更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二是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检测项目和方法，淡化了理
论知识的叙述，重点强化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对于重复内容则进行了适当的取舍，按循序渐进的原
则分散编入各章中；三是取消了仪器分析一章，以“背景资料”栏目的形式，分散于相应的检验方法
之后，既方便教学安排，又避免与相关基础课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四是增设了“相关链接”的小栏目
，对某些项目不同检验方法的基本原理和特点进行简要的介绍，并对相关知识作了必要的讲解。
　　建议本教材教学时数为152课时，具体安排可见下表。
教学过程中，应先了解卫生理化检验工作的内容、方法、程序等，再重点学习各检验项目的卫生学意
义、方法原理、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最后通过实践教学形成职业技能。
“背景资料”和“相关链接”中的内容原则上以学生自学为主，但其中的仪器分析方法教师可根据具
体情况作为补充内容进行讲解。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对本教材学习，能够使学生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相关的基础知识，熟悉各种检
验方法和工作程序，理解方法原理，掌握各项分析操作技能，为将来从事卫生理化检验工作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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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理化检验技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用）》分五篇，共十九章。
第一篇总论部分重点介绍了卫生理化检验工作中常用的检验方法和样品前处理方法，扼要介绍了检验
质量的控制方法。
后四篇按环境因素及样品种类的不同，分别对水、食品、空气和其他样品的检验进行了较为全面、系
统的叙述，具体检验项目和方法参考国家最近颁布的相关标准、规范及相配套的检验方法。
除对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检验方法作重点讲解外，对同一项目的不同检验方法进行了简介与比较。
《卫生理化检验技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用）》供高职高专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和卫生检验与检疫
技术专业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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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最高允许浓度 附录Ⅵ 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允许浓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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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⑥用微量注射器吸取适量试液快速注入石墨管中间的进样口，按下石墨炉的启动按
钮，并放下记录仪上的记录笔，记录测定结果。
 ⑦实验结束后，关闭Ar气钢瓶和石墨炉内、外Ar气管的流量旋钮及电源开关和冷却水。
 ⑧反向旋转空心阴极灯的“增益”旋钮，降低灯电流至零，关闭“增益’’及灯电流开关和整机主电
源开关，结束实验。
 第五节 常见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快速鉴定 一、概述 化学性食物中毒，主要是指一些有毒化学物质随食
物进入机体后，引起机体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造成机体损害、功能障碍及疾病甚至死亡的急
性疾病。
当发生食物中毒后，检验工作者的任务是迅速赶赴现场，及时正确地采样。
通过对可疑含有毒物的检品进行准确的鉴定，找出中毒原因及毒物的性质，为抢救中毒患者和采取预
防中毒措施提供可靠依据，并为防止今后出现类似中毒事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一）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来源 由于食物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因此，食物中存在化学毒物引起的
中毒事例屡见不鲜。
食物中化学毒物的来源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污染食品在生产、加工、运输、储存
过程中被有毒化学物质污染，或将有毒物质作为添加剂加入食品中，并达到急性中毒剂量，如有毒色
素、禁用防腐剂、重金属等。
 （2）腐败变质 食物在保藏过程中腐败变质，分解产生的有毒物质，如尸胺、组胺、酸败油脂、陈腐
蔬菜等；食物在储存时条件不当，产生或增加了有毒物质，如发芽马铃薯等。
 （3）农药残留 农作物经过农药处理而残留的毒物，如有机磷、有机汞、有机氟杀虫剂和除草剂等。
 （4）食物本身含有有毒物质 如有毒苷类、生物碱、河豚毒素等；或由于加工、烹调方法不当未除去
有毒物质，如木薯、四季豆等。
 （5）误食、误用有毒物质 如误将亚砷酸盐当作发酵粉，误将亚硝酸盐当食盐，误将桐油当菜油等。
 （6）自杀或他杀 由于自杀或他杀，故意向食物中加入各种化学毒物。
 （二）化学性毒物的分类 化学性毒物种类繁多，品种不断变化，分类方法较多。
一般按其理化性质并结合来源分以下几类。
 （1）挥发性毒物此类毒物相对分子质量小，化学结构简单，具有挥发性，在酸性条件下能随水蒸气
蒸馏。
常见的有氰化物、磷化物、醇、醛、酚、苯胺等。
 （2）不挥发的有机毒物 此类毒物不能随水蒸气蒸馏，但能在酸性或碱性水溶液中被有机溶剂萃取，
如生物碱、巴比妥类及其他镇静催眠药等。
 （3）金属毒物 多数属于有一定溶解度的金属离子，如汞、镉、铅等。
 （4）水溶性毒物此类毒物能溶于水，其中有一些具有腐蚀性，如亚硝酸盐、强酸、强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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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卫生院校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实验教材:卫生理化检验技术》供高职高专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和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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