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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毒理学原理和方法》共分上、中、下3篇32章。
作者在三十几年来毒理学研究生教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的需求，《21世
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毒理学原理和方法》将毒理学原理和方法的现代进展详尽地展示给学生，
以期他们对毒理学进展的总体概念有详细的了解，在方法学上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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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风险特征描述 风险特征描述主要通过综合分析、判定、估算获得评估对象
对接触评估终点中引起的风险概率以及危害程度，以明确的结论、标准的文件形式和可被风险管理者
理解的方式表述，达到为风险管理部门和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实施分级管理。
 1.有阈值化学物暴露评估剂量（estimated exposure dose，EED）大于RfD，可认为出现风险的可能性较
大。
USEPA在评估非致癌污染物时，运用危害份额（HQ）来评价，HQ=CDI／RfD，CDI为慢性每日摄入
量，RfD为参考剂量，当HQ大于1时提示有明显的危害的风险。
 （1）暴露界限值（margin of exposure，MOE）：MOE=NOAEL或LOAEL／EED，一般与RfD的不确定
系数和修饰系数的乘积进行比较，若MOE大于该值，则表示风险可能性较小。
 （2）风险估计值，可计算暴露人群的终生风险：R=（EED／RfD）×10—6，其中R表示风险概率，10
—6表示与RfD可对应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2.无阈值化学物该类化合物主要是指致癌物，无法确定剂量一反应关系，通常采用计算超额风险度、
人均年超额风险及特殊人群的年超额病例数。
如计算终生（70岁）超额风险度：R=1—exp[—QD]，式中R表示致癌的终生概率，在0～1范围；D表
示个体日均暴露剂量率，单位为mg／（kg·d）。
 此外，基于基准剂量（bench mark dose，BMD）的暴露限值（MOE）MOE是评估具有致突变性的致
癌物的一种比较公认的方法，可以定量地评估致癌性强弱，以满足风险管理者根据致癌风险大小分别
制定监管措施的需求。
 （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不确定因素 风险评估不确定因素最主要是：①设计方法带来的不确定性：
由于信息不完整不足以对危害进行特征描述与暴露评估等过程造成；②参数设定不确定性：由于数据
与信息不完整或不充分等造成，如检验方法误差、采样出现误差、采用非同类样本检测的数据或其他
代推导而来的数据（如由动物外推到人的风险）等；③模型不确定性：由于风险评估技术本身要求的
科学性与数学模型模拟结果的差异所致，包括了关联性误差和模型误差。
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直接影响风险评估的结论。
分析不确定因素能给决策者提供评估过程中可能的变异信息。
 （六）展望与建议 1.食物化学物暴露量的生物学标志物食品中的污染物被机体摄入后仅有部分从基质
中释放出来，且只有释放出的这部分污染物（即生物可利用部分）可对机体产生毒性作用。
目前各在进行人群污染物膳食暴露评估时是基于食品中污染物的污染水平（即外暴露剂量）而非污染
物被机体摄入后经过消化、吸收而到达组织产生毒性作用的剂量（内暴露剂量），可能会导致人类对
污染物的暴露量的过高估计。
 2.聚集风险评估和累积风险评估集合暴露（aggregate exposure）对通过多个途径（口腔、皮肤、吸入）
和多种渠道（食品、饮用水、住宅／职业）对单一化学品的联合暴露的考虑，综合考虑暴露风险对人
体的危害。
累积暴露（cumulative exposure）具有相同作用机制的多种化学品，会导致共同毒性效应的风险。
累积风险评估弥补了聚集性风险评估仅单一考虑某化学物所带来的缺陷，因此，需要建立具有共同毒
性机制的化学物质累积性暴露评估方法。
 WHO正在构建从食品污染物监测向食品中出现的危害物（HOF）风险评估转变技术路线图。
HOF暴露评估的基础是将食物消费量数据与相应食物种类中所含危害物出现的水平结合起来。
WHO对于开展风险评估的数据的预期要求：①更好地定量急性风险暴露能力；②慢性暴露评估要求
进行概率评估得到浓度数据分布，以取代目前的均值／中位数和高端百分位数；③开展风险／获益评
估，对危害物暴露和营养素摄入可能带来的好处之间进行平衡，包括所需的营养素信息；④获得包装
材料的信息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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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毒理学原理和方法》不仅可用作研究生的教科书，也可作为高级科
研人员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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