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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9章，其中总论部分10章，各论部分9章，主要作了如下修订：①更新了各章内容，特别是绪
论、毒理学基本概念、外源化学物的毒作用机制、致突变、致癌等；②合并了一些章节，例如化学毒
物在体内的生物转运和化学毒物的生物转化合并为一章；③调整了某些章节，例如将化学毒物的生殖
毒性作用调整扩充为发育毒性与致畸作用和生殖毒理学两章，而化学毒物危险度评价和我国毒理学安
全性评价程序两章调整更改为管理毒理学；④突出了靶器官毒理学的重要性，新增了毒理学各论9章
；⑤书末附有主要参考书目，以便于读者查阅。
此外，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改变“千校一面”的单一性、验证性实验，开设设计性、综合性
实验，本书删去了第3版实习内容，尝试新编了第1版《毒理学实验方法与技术》，旨在进一步巩固和
拓展学生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毒理学基础>>

书籍目录

毒理学原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毒理学概述　　　一、描述毒理学　　　二、机制毒理学 　
　　三、管理毒理学　　　四、毒理学科学与艺术　　第二节　毒理学简史　　　一、古代与中世纪
毒理学　　　二、启蒙时代毒理学　　　三、现代毒理学  　　第三节　毒理学展望　　　一、从高
度综合到高度分化　　　二、从整体动物试验到替代试验　　　三、从阈剂量到基准剂量　　　四、
从结构-活性关系到定量结构-活性关系　　　五、从危险度评价到危险度管理　第二章  毒理学基本概
念　　第一节  毒物、毒性和毒作用　　　一、毒物及其分类　　　二、毒性及其分级　　　三、毒
作用及其分类　　　四、损害作用与非损害作用　　　五、毒效应谱　　　六、靶器官　　　七、生
物学标志　　第二节  剂量、剂量-量反应关系和剂量-质反应关系　　　一、剂量　　　二、量反应与
质反应　　　三、剂量-量反应关系和剂量-质反应关系　　　四、剂量-反应曲线　　第三节  表示毒
性常用指标　　　一、致死剂量　　　二、阈剂量和最大无作用剂量　　　三、毒作用带　　第四节 
安全限值　第三章  外源化学物在体内的生物转运与转化　　第一节  生物膜和生物转运　　第二节  吸
收　　　一、胃肠道吸收　　　二、经呼吸道吸收　　　三、经皮肤吸收　　　四、其他途径吸收　
　第三节  分布　　　一、外源化学物分布的毒理学意义　　　二、毒物在组织中的贮存　　　三、
特殊的屏障　　　四、特殊的膜转运机制　　第四节  排泄　　　一、经肾脏（尿）排泄　　　二、
粪便排泄　　　三、经肺（呼气）排泄和其他排泄途径　　第五节  毒物动力学　　　一、经典毒物
动力学　　　二、生理毒物动力学模型　　第六节 毒物的代谢转化　　　一、生物转化和毒物代谢酶
　　　二、Ⅰ相反应　　　三、Ⅱ相反应　　　四、毒物代谢酶的诱导（激活）及抑制（阻遏）　第
四章  毒性机制　　第一节  外源化学物的增毒与终毒物的形成　　　一、亲电物的形成 　　　二、自
由基形成　　　三、氧化还原活性还原剂的形成　　　四、解毒　　　五、解毒过程失效　　第二节 
终毒物与靶分子的反应　　　一、靶分子的属性　　　二、反应的类型　　　三、毒物对靶分子的影
响　　第三节  细胞功能障碍与毒性　　　一、毒物引起的细胞调节功能障碍　　　二、毒物引起的
细胞维持功能改变　第五章  外源化学物毒性作用的影响因素　　第一节  化学物因素　　　一、化学
结构　　　二、理化性质　　　三、不纯物和化学物的稳定性　　第二节  机体因素　　　一、物种
间遗传学的差异　　　二、个体间遗传学的差异　　　三、机体其他因素对毒性作用敏感性的影响　
　第三节  环境因素　　　一、气象条件　　　二、季节或昼夜节律　　第四节  化学物的联合作用　
第六章  化学毒物的一般毒性作用　　第一节  急性毒性作用　　　一、急性毒性的概念　　　二、急
性毒性试验的目的　　　三、急性毒性试验方法的要点　　　四、急性毒性分级和评价　　第二节　
蓄积毒性作用　　　一、蓄积毒性作用的基本概念　　　二、蓄积作用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　亚慢
性和慢性毒性作用　　　一、亚慢性毒性作用　　　二、慢性毒性作用　第七章  外源化学物致突变
作用　　第一节  概述　　　一、基本概念　　　二、遗传学基础　　第二节  化学毒物致突变的类型
　　　一、基因突变　　　二、染色体畸变　　　三、非整倍体和多倍体　　第三节  化学毒物致突
变作用的机制及后果　　　一、引起突变的DNA变化　　　二、引起突变的细胞分裂过程的改变　　
　三、其他的改变　　　四、突变的后果　　第四节  机体对致突变作用的影响　　　一、DNA损伤
的修复　　　二、遗传因素对致突变作用的影响　　第五节  观察化学毒物致突变作用的基本方法　
　　一、观察项目的选择　　　二、常用的致突变试验　　　三、致突变试验中的一些问题　第八章 
外源化学物致癌作用　　第一节  化学致癌机制　　　一、与致癌作用有关的代谢　　　二、化学致
癌作用的分子机制　　　三、化学致癌过程　　　四、非遗传毒性致癌机制　　第二节  化学致癌物
的分类　　　一、根据致癌物对人类和动物的致癌作用分类　　　二、根据化学致癌物作用机制分类
　　第三节  观察化学毒物致癌作用的基本方法　　　一、短期试验　　　二、哺乳动物长期致癌试
验　　　三、人群流行病学调查　　　四、作为致癌作用模型的转基因小鼠和基因敲除小鼠　第九章 
发育毒性与致畸作用　　第一节  概述　　　一、发育毒理学　　　二、从畸胎学到发育毒理学　　
第二节  发育毒性与致畸性　　　一、基本概念和发育毒性的终点　　　二、发育各阶段发育毒性作
用的特点　　　三、母体毒性与发育毒性　　　四、发育毒性的剂量-反应模式和阈值的概念　　第三
节  致畸（发育毒性）作用机制　　第四节  发育毒性和致畸作用试验与评价　　　一、动物发育毒性
试验　　　二、流行病学研究和人类的证据　　　三、发育毒性的替代试验　第十章  管理毒理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毒理学基础>>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危险度评价　　　一、基本概念　　　二、危险度评价　　　三、危险度
管理　　第三节  安全性评价　　　一、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的意义　　　二、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程序
的基本内容　　　三、安全性评价需注意的问题靶器官毒理学�　第十一章  血液毒理学　　第一节  概
述　　　一、血液和造血组织的组成　　　二、血液作为靶器官　　第二节  红细胞系毒理学　　　
一、红细胞生理学　　　二、环境因素对红细胞生成的毒性作用　　第三节  白细胞系毒理学　　　
一、白细胞对毒性物质的反应　　　二、白血病　　第四节  血小板对中毒损伤的应答　　第五节  血
液毒理学研究方法　第十二章  免疫毒理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免疫系统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
反应与机制　　　一、免疫抑制　　　二、超敏反应　　　三、自身免疫　　第三节  免疫毒性检测
方案　　第四节  免疫毒性试验方法与评价　　　一、免疫学方法　　　二、检测细胞因子的方法　
　　三、转基因动物模型　第十三章  生殖毒理学　第十四章  神经系统和行为毒理学　第十五章  呼吸
毒理学　第十六章  肝脏毒理学　第十七章  肾脏毒理学　第十八章  心血管毒理学　第十九章  皮肤毒
理学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二　英中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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