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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医毒物分析是法医学专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院校法医学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
为了积极推进高等法医学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法医学专业教育水平，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
的需求，在教育部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下，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法医
毒物分析》得以顺利出版。
　　本教材以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作为主导思想，但不过分注重术语的严格定义，对
方法介绍也以描述其功能和结合具体示例的方式为主，具体操作步骤从简。
希望读者能在阅读理解中，把握专业术语的内涵及操作方法的要求。
　　法医毒物分析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编写时在注重“三基”的基础上，希望能体现
专业的特点。
通过在各章安排要点、案例和思考题，达到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教材中的一
些观点，启发学生去思考，在给学生介绍有关毒物分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思路。
　　本教材尽可能体现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
强调注重详细了解案情，合理地采集和处理检材，正确地选择分析方法和理解分析结果意义的重要性
，并将注重毒物来源、用途、性状、毒性、毒物体内过程、中毒症状、尸体解剖所见等知识对正确进
行毒物分析工作重要性的理念贯穿在全书各章中，同时适当介绍相关知识点。
　　毒物的概念、种类和分析手段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变化的，以往因检材处理及分析
手段限制难以解决的一些毒物分析问题，随着检材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先进分析仪器的应用而逐步得到
解决。
本教材介绍了毒物分析领域的检材处理新技术，并对液相色谱一质谱联用、质谱一质谱联用等分析检
测技术及其在生物检材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在毒物的种类方面，针对一些新近容易遇到的毒物
如毒品、氯胺酮、麻醉剂、抗生素、除草剂等和以往因分析手段限制难以检测的毒物如强心苷、河豚
毒素等适当作了相应的介绍。
考虑到许多毒物进入人体后的变化，对有些毒物的代谢物种类及检测技术也作了介绍，以便能更好地
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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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医毒物分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针对高等法医学教育特点，结合作者
教学工作体会及法医学鉴定工作实际经验编写而成的。
    本教材共分十二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毒物的基本概念、法医毒物分析的任务、工作内容和历史发展
等；第二章主要介绍检材特点及检材处理；第三章介绍各类常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特点、结果意
义及方法可靠性验证；第四章针对目前毒物分析中应用普遍的仪器分析方法，就其常用方法种类、基
本原理、定性定量方法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第五章至第十二章分别介绍了各类毒物的来源、种类、用途、化学结构、理化性质、毒性、中毒特点
、解剖所见、体内代谢过程等内容；也包括针对不同毒物如何取材、处理检材、检验方法以及结果判
断。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教育法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教材使用，或作为药学专业选修课、法医专业继
续教育的教材使用。
也可供公、检、法以及医院等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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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毒物与中毒　　一、毒物　　关于毒物（Poison）的定义，国内外不同时期都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毒物是抝所有能够对人体产生伤害的物质，或认为毒物是指小剂量使用就能引起明显生理变
化及代谢功能失常的物质，或者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化学或物理化学作用使机体受到一时或永久
性伤害甚至危及生命的物质。
其实毒物的概念是发展的和相对的，在对毒物认识的初期，人们仅仅从外观形态上去识别能引起争性
中毒的动植物和矿物质，随着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积累，医学和化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认识水
平不断地提高，逐步从通过形态外观识别毒物，发展到通过化学组成和有毒成分认知毒物，并进一步
从用量、生物体摄人物质方式以及个体的情况等方面更为准确和清楚地认识毒物。
　　食物、药物和毒物之间没有明确界限，比如正常用量的食盐是人体所必需的，但如果一次摄入过
多便会导致死亡。
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或副作用，对人体产生一定的伤害，若使用过量甚至导
致中毒死亡，反之，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居毒物质在使用恰当时也可是治疗一些顽疾重症的良药，所以
有时把药物和毒统称为“药毒物”。
　　毒物是指在特定条件下，以一定量和特定方式作用于个体而产生毒害作用的物质。
这里所指的毒物不包含寄生虫、微生物和生物体自身产生的毒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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