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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毒理学》教材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2005年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
于申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的通知》精神，申请获批准出版的教育部“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从申请立项到正式出版经历了两年时间。
可以说，没有教育部的文件精神，没有复旦大学教务处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强力推动支持，这本书是
不会问世的。
毒理学作为预防医学的基础学科，在我国教学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
人民卫生出版社从1987年出版第一版规划教材以来，至今已经有了第五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都出版过相关的教材。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20世纪80年代末自编了《基础毒理学》内部教材，在预防医学、药学专业教
学中使用。
众所周知，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因此，不同学校，
甚至不同教师在毒理学教学中根据自己的教学计划、教学重点选择不同教科书是正常现象。
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毒理学》为毒理学教学的教材选用又多
了一份选择。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中教材出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特色的具体体现。
毒理学发展至今，不再是简单地研究化学物所造成的生物体不良效应的一门学科。
现代毒理学不仅以化学物为研究对象，阐明化学物与生物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及造成的不良效应和剂量
一反应(效应)关系，也是以化学物作为工具，研究机体内部的正常生理、生化及调节机制，从而认识
自我。
毒理学是一门涉及领域广泛的学科，它既是一门有明确服务对象的应用科学，又是化学工业、药理、
法医、预防医学、环境保护、生态学等专业的基础科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认真学习、借鉴其他教材的成功经验，参考相关毒理学专著，
注意教材与专著的异同，力求以本科生必须掌握的毒理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重点，简
明扼要地阐述毒理学的概念、原理和应用。
力求用较少的文字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讲清楚，对基本技能有介绍。
在编写框架上，强调了“基础”，以描述毒理学中的毒性(toxicity)、机理毒理学中的危害(hazard)和管
理毒理学中的危险(risk)为主线，以剂量一反应(效应)关系为核心，系统介绍毒性发生、发展过程，以
及毒性评价、控制和管理等。
在内容上，增加了危险性交流的相关内容，减少了具体试验方法的介绍，只保留了目前本科教学中经
常使用的实验方法。
从而，使《基础毒理学》更为精练，便于学生学习。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复旦大学教务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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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毒理学的基本概念，并结合近年来毒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些进展，介绍了毒理学
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及其发展应用；毒物在体内吸收、分布、转化、排泄的基本知识及毒物动力学
参数和毒物在体内过程的研究方法；毒物产生的各种毒效应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影响这些效应的机
体和环境因素及毒物的联合作用。
详尽地说明了毒性的测量过程及发现非靶器官损害，即致癌、遗传及发育毒性过程；描述了主要靶器
官毒性及其检测和评价方法。
详细介绍了安全性评价、危险度评价的概念和过程以及危险性管理和交流。
介绍了毒理学的应用，如卫生毒理学、临床毒理学、环境毒理学、工业毒理学、生态毒理学与法医毒
理学等分支学科发展情况。
介绍了从整体动物到细胞、分子水平毒理学常用的实验方法；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过程中，化学品
毒性鉴定承担着法律层面的责任，为此本书引人了毒理学实验室质量控制的基本概念、实验室认可以
及GLP实验室等基本知识。
   《基础毒理学》是一本针对预防医学本科生教学编写的教材，药学专业、法医学专业也可选用。
同时可作为从事毒理学工作的教师以及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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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卫生毒理学“二极”分化现象非常突出。
宏观上，管理毒理学研究大大加强，为化学毒物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微观上研究更加深
入，研究水平越来越精细，从细胞、分子到基因水平研究面临许多问题。
上述两方面既分化，又相互渗透和结合，使卫生毒理学的科学性与应用性更为突出。
过去卫生毒理学研究主要以整体动物试验和人体观察相结合，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是重要和必要
的手段。
但随着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毒理学的研究，将使外源化学物的毒性评价发展到体外细胞、
分子水平的毒性测试与人体志愿者试验相结合的新模式，而传统以动物为基础的毒理学研究将减少。
某些复杂的整体实验将逐步为体外试验或构效关系数学模式所代替。
目前用于有害因素的毒性试验系统将被基因工程的动物和细胞所代替；传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终点将
被生化、生理指标或其他的生物标志所替代；现在需要数月给药和评价的毒性研究将在较短的时间内
完成。
预期建立的转基因动物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反应将与人体极为一致，现行毒性试验的解释和外推方式
将改变。
大量新技术和新方法在卫生毒理学领域应用，推动了卫生毒理学发展，分子生物学技术和方法已经广
泛地应用于卫生毒理学领域，如体外采用细胞培养等检测遗传毒性，整体动物试验采用转基因动物模
型，这对于揭示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及其机制均有重要意义。
转基因动物是在其基因组中含有外来遗传物质的动物。
由于转基因动物集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于一体，更能体现生命整体研究的效果，因此成为卫生毒理
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例如，c-fos-Lacz转基因小鼠用于神经毒性的研究；金属硫蛋白(MT)基因的转基因和基因删除小鼠用于
金属和某些非金属的毒理研究。
如用MT转基因小鼠对镉等的抗性增加，而MT的基因删除小鼠对镉、银、汞、顺铂和四氯化碳的毒性
敏感性增强。
转基因动物也用于生殖毒性研究，如ZP3(编码)透明带硫酸糖蛋白基因删除小鼠、雌激素受体基因或孕
酮受体基因删除小鼠、DNA甲基转移酶基因删除小鼠等。
在卫生毒理学的研究中，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从动物所获得的资料用于人，把体外资料用于体内，把
复杂的整体系统化为简单的并能人为控制的系统，以及如何提高检测的敏感性等。
转基因技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手段。
在代谢途径上，通过基因转移能人为控制某一化学物的代谢；在整体水平上，可以人为控制某一基因
的表达水平，从而揭示该基因在化学物致毒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言，各种不同的转基因动物或基因剔除动物的建立，将对阐明化学物的毒性作用机制起到重大
的作用。
当然，将这些先进的研究方法规定为安全性评价过程规范的实验，尚待时日，需要进一步的验证确定
其阳性结果的意义以及与传统实验间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近年来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仅从基因分子水平研究外源
化学物的毒性及其机制是不够的，因为机体还有宏观的“调控”一面，必须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紧
密结合起来，把“组学”研究与传统指标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将整体试验与体外细胞、分子水平的
研究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化学物的作用作用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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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旦博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系列·基础毒理学》是一本针对预防医学本科生教学编写的教材，
药学专业、法医学专业也可选用。
同时可作为从事毒理学工作的教师以及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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