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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生物学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仍然处于幼年阶段。
在我国也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并无此类教材出版。
基于这种形势，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环境生物学》一书。
本书既参考了国外的经验理论同时也有我国国内的特色，本书无疑将会促进我国环境生物学的科学研
究和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环境生物学》一书分为10章。
第一章绪论，系统介绍了环境生物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发展简史等问题。
第二章介绍化学性、物理性和生物性三大类人为逆境因子。
本章突出反映了人为逆境在环境生物学中的重要性。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介绍了外来化学物在生物体内的归宿和效应。
第五章介绍了重要物理因素在生物体内的行为及对机体的损伤。
第六章将物理、化学因素对生物体的效应扩展到基因和染色体水平。
第七章和第八章介绍了化学污染对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归宿。
最后两章介绍依据环境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发展起来的若干应用领域，包括生物检测、危害性与
风险评价、环境生物技术及多样性保护。
本书内容深浅适中、丰富翔实，可作为高等学校环境系本科生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学科研究
生和教师的参考书。
　　　　本书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国内外有关的专著、论文集、教材、手册和辞书。
二是近年来毒素理学、生态毒理学、生态学和环境化学等学科内有关环境生物不内容的原始研究论文
和评论。
对某些成熟理率和普遍现代的介绍。
本书真接取材于有收籍。
而对尚处于研究论文，并融入作者本人的观点。
因此，本书可以作为综翕生大学和师范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教学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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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凡内吞的物体为液体的称为胞饮作用(pinocytosis)。
当外来物吸附在质膜时，质膜内陷，外来物进入凹陷内。
然后质膜内折，逐渐包围外来物质，并形成小囊泡，小囊泡向细胞内部移动。
囊泡将外来物质转移给细胞的方式有二：一是囊泡在移动过程中溶解消失，将外来物质留在细胞质内
；一是囊泡一直向内移动，到液泡膜后将外来物质交给液泡。
胞饮作用存在于动物的多种细胞中，例如粘液细胞、白细胞、肾脏刷状缘细胞、小肠上皮细胞、固定
的巨噬细胞、肝脏Kupffer细胞、毛细血管衬壁细胞、成纤维细胞、哺乳动物神经元、脂肪细胞以及膀
胱上皮细胞。
过去认为胞饮作用为动物所特有，后来在植物细胞也发现这种现象。
目前已知在番茄和南瓜的花粉母细胞、蓖麻和松树的根尖细胞等都有这种现象。
　　内吞作用这种特殊的转运方式对生物机体清除某些外来物质具有重要意义。
如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细胞清除肺泡内的尘粒和血液中的某些有毒物质。
某些异生素由小肠吸收也是通过内吞作用。
例如，重金属铅、镉、汞等可被肠粘膜的上皮细胞经胞饮方式吸收。
　　异生素以何种方式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取决于多项因素，包括异生素本身的化学结构、理化性
质以及各种组织细胞膜的结构特征等。
滤过不是异生素透过生物膜的主要方式，因为只有小分子的水溶性物质或离子可以滤过，而且膜孔在
生物膜上所占面积的比例较小。
易化扩散和主动转运是正常营养物质的主要通透方式。
所以，除了那些与营养物质或其代谢产物类似的异生素是以这种方式转运外，大多数异生素是以简单
扩散方式为主进行跨膜转运的。
　　二、吸收途径　　（一）陆生哺乳动物的吸收　　陆生哺乳动物包括人类，是动物界最高等的类
群。
以人类为代表，其主要吸收途径包括消化道、呼吸道和皮肤。
　　1．经消化道吸收　　消化道是外来物质最主要的吸收途径。
许多环境污染物随同食物进入消化道并在胃肠中被吸收。
一般而论，异生素在胃肠道中的吸收过程主要是通过简单扩散，仅有极少数可以通过主动转运被吸收
。
通过主动转运方式被吸收的异生素常常是利用哺乳动物胃肠道吸收营养元素的专用转运系统。
例如，5-氟尿嘧啶的吸收即通过嘧啶碱转运系统；铊的吸收是利用正常情况下铁吸收的转运系统；铅
的吸收是通过正常情况下钙的转运系统。
　　外来物质可以在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的任何部位被吸收。
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较短，吸收较少。
胃是许多异生素通过简单扩散方式被吸收的重要部位。
胃液的酸度很高，如人的胃液pH值为1．5～2．5；狗的为1．5～2．O；大鼠的为2．4～4．0。
在这种酸性环境中，酸性物质的离解度下降，使其呈中性分子状态，易于透过生物膜扩散而吸收。
所以弱酸性物质主要在胃中吸收。
相反，弱碱性物质因在酸性环境中高度电离，一般不易吸收。
道和空腔的衬里上。
在白细胞中，被吞噬的物体在溶酶体的作用下能很快被消化，但有时外来物体不能被消化掉。
例如，聚苯乙烯颗粒被白细胞吞噬后，与溶酶体融合。
但聚苯乙烯不能被消化，吞噬体就变成了次级溶酶体。
　　凡内吞的物体为液体的称为胞饮作用(pinocytosis)。
当外来物吸附在质膜时，质膜内陷，外来物进入凹陷内。
然后质膜内折，逐渐包围外来物质，并形成小囊泡，小囊泡向细胞内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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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泡将外来物质转移给细胞的方式有二：一是囊泡在移动过程中溶解消失，将外来物质留在细胞质内
；一是囊泡一直向内移动，到液泡膜后将外来物质交给液泡。
胞饮作用存在于动物的多种细胞中，例如粘液细胞、白细胞、肾脏刷状缘细胞、小肠上皮细胞、固定
的巨噬细胞、肝脏Kupffer细胞、毛细血管衬壁细胞、成纤维细胞、哺乳动物神经元、脂肪细胞以及膀
胱上皮细胞。
过去认为胞饮作用为动物所特有，后来在植物细胞也发现这种现象。
目前已知在番茄和南瓜的花粉母细胞、蓖麻和松树的根尖细胞等都有这种现象。
　　内吞作用这种特殊的转运方式对生物机体清除某些外来物质具有重要意义。
如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细胞清除肺泡内的尘粒和血液中的某些有毒物质。
某些异生素由小肠吸收也是通过内吞作用。
例如，重金属铅、镉、汞等可被肠牯膜的上皮细胞经胞饮方式吸收。
　　异生素以何种方式透过细胞睽进入细胞，取决于多项因素，包括异生素本身的化学结构、理化性
质以及各种组织细胞膜的结构特征等。
滤过不是异生素透过生物膜的主要方式，因为只有小分子的水溶性物质或离子可以滤过，而且膜孔在
生物膜上所占面积的比例较小。
易化扩散和主动转运是正常营养物质的主要通透方式。
所以，除了那些与营养物质或其代谢产物类似的异生素是以这种方式转运外，大多数异生素是以简单
扩散方式为主进行跨膜转运的。
　　二、吸收途径　　(一)陆生哺乳动物的吸收　　陆生哺乳动物包括人类，是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
。
以人类为代表，其主要吸收途径包括消化道、呼吸道和皮肤。
　　1．经消化道吸收　　消化道是外来物质最主要的吸收途径。
许多环境污染物随同食物进人消化道并在胃肠中被吸收。
一般而论，异生素在胃肠道中的吸收过程主要是通过简单扩散，仅有极少数可以通过主动转运被吸收
。
通过主动转运方式被吸收的异生素常常是利用哺乳动物胃肠道吸收营养元素的专用转运系统。
例如，5－氟尿嘧啶的吸收即通过嘧啶碱转运系统；铊的吸收是利用正常情况下铁吸收的转运系统；
铅的吸收是通过正常情况下钙的转运系统。
　　外来物质可以在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的任何都位被吸收。
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较短，吸收较少。
胃是许多异生索通过简单扩散方式被吸收的重要部位。
胃液的酸度很高，如人的胃液pH值为l.5～2．5；狗的为1．5～2．0；大鼠的为2．4～4．O。
在这种酸性环境中，酸性物质的离解度下降，使其呈中性分子状态，易于透过生物膜扩散而吸收。
所以弱酸性物质主要在胃中吸收。
相反，弱碱性物质因在酸性环境中高度电离，一般不易吸收。
　　小肠的吸收机理与胃相似，主要也是通过简单扩散方式。
但是，小肠液酸碱度与胃液不同，约为pH6．5，接近中性。
所以化合物在小肠中的电离情况与胃中不同，其吸收情况亦相应不同。
弱有机碱因在胃中高度电离，致使脂溶性降低，不易吸收；反之，其在小肠审则主要呈电离度低的脂
溶性形式，故易被吸收。
弱有机酸与此相取；其在小肠中大部分呈电离的非脂溶性形式，所以理论上不易被甄毂。
不过，由于小肠因具有大量绒毛和微绒毛而使其表面积增加600倍左右，事实上小肠仍可吸收相当数量
的有机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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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工业革命以来，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
生存环境。
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已成为全球性环境问题。
水体、大气和土壤污染使环境质量迅速恶化。
自然资源因过度开发而日趋枯竭。
人为活动产生的这些环境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是有史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峻和
影响最深远的挑战之一。
　　为了研究和解决这些环境问题，20世纪下半叶诞生了环境科学。
环境生物学是环境科学的主要分支学科。
与环境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类似，环境生物学目前仍处于创始不久的幼年阶段。
关于环境生物学学科本身的若干重要问题，如环境生物学的定义、性质、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
内容、分类地位及分支学科等尚无明晰而统一的认识，更无有关专著问世。
在教学方面，虽然环境生物学已被国家教育部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列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的
重要专业基础课，并已有多年教学实践，但迄今未见有关教材出版．这种现状无疑不利于环境生物学
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并将影响到其进一步发展。
　　鉴此，作者结合自己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并在广泛研渎国内外有关书刊的基础上写成此书。
在拟定本书的体系和内容时，作者依据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环境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系统与人为逆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生物系统包括从基因到生态系统各级组构水平。
人为逆境则将环境因素限定在对生物系统产生有害或不利影响的范围。
相互关系既包括人为逆境对生物系统的效应，也包括生物系统对逆境因子行为的影响。
这使得环境生物学与普通生物学和普通生态学之间有明晰的区分，彼此不能替代。
第二，环境生物学是一门理论科学，相应地在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是一门专业基础课。
它主要研究和论述该领域内的基本规律和普遍现象。
当然，这并不排除必要时介绍某些重要的应用领域。
这使环境生物学免于与其相关的应用学科相互重叠，如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监测、环境工程、生态工
程等。
第三，环境生物学是一门有其自身内在有机结构的科学。
这种结构是由其定义所界定和维系的；生物系统是其基本构架，人为胁迫则是其边界。
这使环境生物学得以从其初创阶段的案例研究与描述进入体系化的发展阶段，并避免成为一个随意性
的拼盘。
　　根据以上原则，作者将全书分为十章。
第一章绪论，系统阐述环境生物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发展简史、分类地位及分支学科等
问题。
本章是全书的基础和概括。
第二章介绍化学性、物理性和生物性三大类人为逆境因子。
本章突出反映人为逆境在环境生物学中的重要性。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介绍外来化学物在生物体内的归宿与效应。
第五章介绍重要物理因素在生物体内的行为及对机体的损伤。
第六章将物理、化学因素对生物体的效应扩展到基因和染色体水平，其核心内容是诱发突变及由此产
生的遗传毒理效应。
这四章主要涉及生物个体及其以下微观水平的内容。
第七章介绍化学性污染对生物种群动态和种间关系的影响，以及污染胁迫下种群的进化。
第八章介绍化学性污染对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归宿。
这两章主要涉及个体以上宏观水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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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涵盖生物系统的各级主要组构水平。
研究人为逆境中生物多样性丧失在环境生物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此，第九章集中介绍生物多样性及导致其丧失的各种人为逆境因素。
第十章介绍依据环境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发展起来的若干应用领域，包括生物监测、危害性与风
险评价、环境生物技术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本书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国内外有关的专著、论文集、教材、手册和辞书，二是近年来毒理学、生态毒理学、生态学和环
境化学等学科内有关环境生物学内容的原始研究论文和评论。
对某些成熟理论和普遍现象的介绍，本书直接取材于有关书籍。
而对尚处于研究阶段，甚至为当前研究前沿的内容，本书则主要依据原始研究论文，并融人作者本人
的观点。
因此，本书可以作为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供有关专
业的研究生阅渎，以及供有关领域和学科的研究人员参考。
若作为本科教材使用，教师可视具体情况将书中部分内容作为阅渎材料。
　　作者深知首次编著本书的难度和风险。
由于环境生物学本身具有年青和广博的特点，加之作者水平的限制和资料占有的局限性，书中难免有
不妥及错漏之处。
作者恳请渎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本书的出版发行得到武汉大学教务处和武汉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责任编辑黄汉平同志在书稿的编审和发行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本书的写作得到武汉大学环境科学系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也得到同事们的热情帮助。
作者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熊治廷　　武汉大学环境利学系　　一九九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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