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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环境卫生学》第l版自问世以来，已有10余年，它不仅受到高等学校师生们的普遍欢迎，也得到
了环境卫生工作者们的好评。
究其原因，在于《现代环境卫生学》既是一本全面、系统的大型专业参考书，又因其内容翔实，成了
读者们在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时，经常查阅的专业“工具”书。
读者需要它，客观实际需要它，这对作者们说来真是莫大的欣慰。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近年在环境卫生学相关学科的促进下，环境卫生学的有关概念、理论
、技术和方法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今天的环境卫生学与10余年前的状况已不能同日而语。
同学们渴求新知识的强烈愿望；青年教师迫切期盼一本能概括环境卫生学理论与应用、现状与发展趋
势、研究与工作方法的大型参考书问世；实践工作者则希望出版一本能帮助他们迅速提高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专业参考书。
这些客观需求，不仅为本版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使我们备受鼓舞，成了本版《现代环境卫生学》的精
神支柱。
    本版《现代环境卫生学》，不仅要传承第1版的体系、内容及老一辈专家著书的严谨态度与写作风格
，而且还要结合当前的需要编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能作为教学和专业实践资源的大型参考书，并试
图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为此，我们将第2版《现代环境卫生学》划分成四部分；第一篇总论，论述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理论，
相关科学、技术与环境卫生学的关系等；第二篇环境介质与健康，论述各种环境介质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及其研究方法；第三篇环境因素与健康，论述单一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作用及重要环境污染
物的检测方法；第四篇环境相关性疾病，论述有关疾病与环境、遗传（基因）的关系，揭示环境因素
在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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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克敌，男，1953年2月出生，汉族，河南人，中共党员，医学博士，教授，2000年聘为博士生导
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起任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1989年、1995年和2006年三次访问德国。
承担包括国家自然基金、国家“九五”攻关、国家“973”项目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十多项，研究领域涉
及三氟化硼三乙醇胺的毒理学，二硫化碳对雌性生殖危害，硒对氟致肾损害的拮抗及机理等，发表学
术论文50多篇。
2000年获吴阶平—杨森医学研究三等奖。
2005年获主编教材《环境卫生学》（第五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三等奖。
主编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微量元素与健康》和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预防医学专业《环
境卫生学》（第五版）、（第六版）等四本。
现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武汉分会副会长，中国毒理学会
遗传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学敏，男，1936年1月生，中共党员，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1993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1957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卫生系，从事环境卫生学教学、科研工作四十余年，其间曾任室主任、环境
医学研究所所长、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等职。
曾两次受国家教委派遣以高访学者赴德国美因兹大学考察访问。
主要从事环境中微量元素相互作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重大项目子项目7项，在
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科研论著10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SCI收录。
主编卫生部规划教材《环境卫生学》（第四版）和“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环境卫生学》（预防医
学类专业七年制、研究生用）。
兼任全国高等医药院校预防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副主任
委员、武汉市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及《环境与健康杂志》副主编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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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环境因素与健康　第二十七章　微量元素与健康　第二十八章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　第二
十九章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与健康　第三十章　农药污染的危害　第三十一章　重要环境污染物监测
技术　第三十二章　金属污染的危害　第三十三章　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污染与健康　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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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呼吸系统疾病　第四十章　环境与神经系统疾病附录一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附录二　环境卫生标
准目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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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环境孕育了人类，人类是环境的产物。
在人类长期生存、进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人和环境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既相互
作用、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适应，从而构成了对立统一的整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和环境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主要靠采集自然野生食物和狩猎为生，以洞穴为居，对环境的影响力并未明显
超过其他生物，其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制约。
进入农业革命，人类把森林和原野变成农田和牧场，发展种植和畜牧业，增加了食品及生活资料供应
的多样性和稳定性。
工业革命以来，在科学和技术的推动下，人类大量利用环境资源，开矿冶炼、加工制造、化工合成等
，极大地丰富着人类所需的物质条件，创造了更加舒适方便、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生活环境。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明的标志。
但与此同时，人类这些大规模的有悖于自然生态运行原理的生产活动，对环境施加了巨大的影响。
带来了诸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耗竭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这些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所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人类始料未及
的。
因此，深入地开展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和谐显得重要而迫切。
　　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涉及问题十分广泛。
既有原生环境问题，又有次生环境问题；既包括环境因素对健康的有益作用，也包括对健康的不良影
响；既涉及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宏观规律，又涉及其作用的微观机制。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十分复杂，迄今人类远未阐明。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是环境卫生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任务，其认识的深化，对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解决环境所致的健康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人类的环境　　一、环境的概念　　“环境”在逻辑上是与“主体”并存的一对概念，
是相对于某一主体而言的客体。
有指定的主体，则有相应的客体——环境，因此环境的含义随着主体的不同而异。
同时，在不同的学科中，由于研究的任务和对象不同，环境一词的科学定义也不相同。
一般而言，人类的环境是指围绕着地球上人类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
种物质因素及社会因素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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