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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和生物的
生存和发展正受到严重威胁，这已成为全世界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
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毒理学因此而发展起来，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容非常丰富。
作者在查阅和研习环境毒理学相关内容的基础上，针对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微生物及相关专业等技
术人才培养的需要，认真总结、整理和编写了本教材，并着重介绍环境毒理学的基础理论和环境毒理
学研究常用的实验方法。
本书共计4篇12章。
第1篇（1～4章）主要介绍环境毒理学基础理论，对环境化学物在生物体内的转运和转化、生物蓄积及
环境化学物的代谢动力学和环境化学物的毒性作用及其评价等内容；第2篇（5～7章）分别介绍了环境
毒理学分支学科，包括大气污染环境毒理学、水污染环境毒理学及土壤污染环境毒理学等；第3篇（8
～12章）阐述了环境中不同污染因子的毒性作用，包括金属、农药、石油、内分泌干扰物以及电离电
磁辐射等；第4篇主要介绍了10个环境毒理学教学及研究的经典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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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毒理学教程》主要介绍环境毒理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方法。
《环境毒理学教程》共计4篇12章。
第1篇（1～4章）主要介绍环境毒理学基础理论，对环境化学物在生物体内的转运和转化、生物蓄积及
环境化学物的代谢动力学和环境化学物的毒性作用及其评价等内容；第2篇（5～7章）分别介绍了环境
毒理学分支学科，包括大气污染环境毒理学、水污染环境毒理学及土壤污染环境毒理学等；第3篇（8
～12章）为环境毒理学专题，阐述了环境中不同污染因子的毒性作用；第4篇收录了10个重要的环境毒
理学实验，供教学及科研选用。
本教材可供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生态学和市政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作为教材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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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环境毒理学基本原理1 绪论1.1 概述1.2 环境毒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及内容1.3 环境毒理学
的研究方法2 化学污染物的生物转运、生物蓄积与生物转化2.1 生物转运2.2 生物转化2.3 环境化学物代
谢动力学3 环境化学物的毒性作用3.1 毒性作用3.2 影响毒性作用的因素3.3 靶器官的毒性反应4 环境化
合物的毒性分类及其评价4.1 概述4.2 环境化学物的一般毒性4.3 急性毒性及其评价方法4.4 环境化学物
的特殊毒性及其评价4.5 环境化学物的生殖发育毒性及其评价第2篇 环境毒理学分支学科5 大气环境毒
理学5.1 概述5.2 大气污染物的三致作用5.3 有害气体的毒性作用及其机理5.4 大气颗粒物的作用及其机
理6 水污染环境毒理学6.1 水生态环境概述，6.2 环境污染物在水生态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6.3 水环境污
染物的毒性作用及其机制6.4 水体污染对生物及人体的危害6.5 海洋与河口生态毒理学7 土壤环境毒理
学7.1 概述7.2 污染物进入土壤的途径及其分布7.3 土壤污染的生物降解第3篇 环境毒理学专题8 金属的
毒性8.1 概述8.2 铅8.3 汞8.4 铬8.5 镉8.6 砷9 农药的毒性9.1 农药残留9.2 农药的污染9.3 农药的环境毒性9.4 
有机氯农药9.5 有机磷农药9.6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9.7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9.8 除草剂10 石油的毒性10.1 石
油简介10.2 石油在环境中的迁移及其对环境的影响10.3 原油及其所含硫化物的毒性10.4 石油馏分的毒
性10.5 石油燃烧产物的毒性10.6 石油污染的修复及其防治措施原则11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11.1 内分泌干
扰物的作用机制11.2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毒性作用11.3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控制方法12 环境电离电磁
辐射12.1 电磁辐射的概念12.2 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12.3 环境电磁辐射的防护和管理第4篇 环境毒理学基
础实验实验一 毒理学动物实验的一般操作技术实验二 经呼吸道急性染毒试验实验三 经皮急性毒性试
验实验四 鸟类经口毒性试验实验五 肝微粒体制备及苯胺羟化酶活力的测定实验六 生物标志物实验—
—水生动物谷胱甘肽转移酶活性测定实验七 藻类生长抑制试验实验八 Ames试验(鼠伤寒沙门氏菌回复
突变试验)实验九 微宇宙生态系统毒性试验实验十 鱼类急性毒性试验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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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主动转运对代谢物排出、营养物吸收以及维持细胞内多种离子的正常浓度具有重要意义。
机体内有许多化学物的代谢产物需经过‘肾脏和肝脏排出体外，这一过程主要借助主动转运完成。
机体所需的一些营养元素，如某些糖类、核酸、氨基酸和某些无机盐离子，在由肠道被吸收进入血液
的过程有时也通过主动转运，尤其是当这些物质在肠道中的浓度低于小肠上皮细胞时，必须通过主动
转运过程逆浓度梯度转运。
不易溶于脂质的化学物可通过主动转运透过生物膜。
主动转运载体（如钠钾泵、钙泵等）对维持细胞内正常的钠、钾、钙浓度有重要作用。
又如铅、镉、砷等化学物，可通过肝细胞的主动转运进入胆汁并排出体外。
已知肾脏中有两种主动转运系统，肝脏中有三种，神经组织中有两种，可负责外源化学物的主动转运
。
2）易化扩散易化扩散是指不易溶于脂质的化学物，利用载体由高浓度处向低浓度处转运的过程，又
称帮助扩散或载体扩散。
由于不能逆浓度梯度由低浓度处向高浓度处转运，所以易化扩散不消耗代谢能量。
由于利用载体，生物膜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但因只能从高浓度处向低浓度处转运，而且不需
要细胞提供能量，具有扩散的性质。
其转运机能可能是，载体特异地与某种化学物结合后，其分子内部发生构型变化，形成适合该物质透
过的通道而使该化学物进入细胞。
一些水溶性化学物分子如葡萄糖的转运，由肠道进入血液、由血浆进入红细胞和由血液进人中枢神经
系统均通过易化扩散。
3）膜动转运一些固态颗粒物质与细胞膜上的某种蛋白质有特殊的亲和力，当其与细胞膜接触后，可
改变这部分膜的表面张力，引起外包或内凹，将异物包围进入细胞，这种转运方式称为吞噬作用。
液滴异物也可通过此种方式进入细胞，称为吞饮或胞饮作用。
吞噬和胞饮作用可合称为人胞作用或膜动转运。
膜动转运是细胞与环境进行的一些大分子物质的交换过程，其主要特点是在转运过程中生物膜结构发
生变化。
相对而言，膜动转运在整个生物转运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如其他转运方式，但在一些大分子颗粒物质被
吞噬细胞由肺泡去除或被肝和脾的网状内皮系统由血液去除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而且，除入侵的细菌外，病毒、死亡的细菌、铁蛋白、组织碎片都可以通过细胞的吞噬作用被清除，
因此，膜动转运对体内环境化学物或异物的清除转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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