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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康危险评定与预警，是预防医学和环境科学的关键问题。
保障健康和保护环境是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的既定国策。
国家保障健康和保护环境的决策，需要以环境化学污染物致健康危险评定作为依据；随着化学品的大
量、广泛应用，为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性化学公共卫生事件，也需要建立健康危险预警体系。
直觉的危险评定和危险管理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基础。
能识别危险的人更有可能生存，而不能识别危险的人则有可能死于环境的危害。
自从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于1983年提出危险评定的现代概念和框架以来，健康危险评定一直是预防医
学和环境科学的重要课题。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各国际组织力图通过交流和协调以达成共识，同时也发展了很多新的概念和方法
。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等多个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健康危险评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也曾有相关专著出版（如童建，郭裕中.公众健康危险性评价.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4）。
以魏庆义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金力教授（复旦大学）为首席科学家的973项目“环境化
学污染物（ECP）致机体损伤及其防御的基础研究（2002CB512900）”，以环境一机体应答体系为核
心，着重研究化学污染物与机体在基因、蛋白质与细胞水平以及整体和群体水平上交互作用的重要机
制和规律，也对建立以生物标志物为基础的环境化学污染物危险评价模式和预警系统进行了研究。
作为973项目“环境化学污染物致机体损伤及其防御的基础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我们邀请国内部分学
者编写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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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障健康和保护环境是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的既定国策。
国家保障健康和保护环境的决策需要以环境化学污染物致健康危险的评定作为依据；随着化学品的大
量、广泛应用，为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性化学公共卫生事件，也需要建立健康危险预警体系。
    本书探讨了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环境化学污染物引起的细胞应激及其机制，较全面介绍了美国
环境保护局、欧共体、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国际生命科学学会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关
于危险评定的相关进展，特别是关于毒作用模式、模型拟合和外推、暴露范围等新概念，以及暴露评
定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同时，本书阐明了对化学致癌物、神经毒物、生殖毒物和混合物危险评定的基本要求，还报告了我国
对苯和镉危险评定的最新成果。
    结合973项目的研究结果，本书介绍了健康危险评定方法的新进展，并且提出以生物学标志为基础的
健康危险预警体系，包括结构预警、外暴露预警、内暴露预警、毒效应预警和易感性预警。
    本书适用于预防医学和环境保护工作者、政策和标准的制定部门、有关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参考，
也有助于与关注环境和健康危险问题的公众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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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1基因和环境决定个人特征。
包括疾病在《物种起源》第1章的第1页上，达尔文（Charles Darwin）阐释有两个因素在驱使着生物的
变异——“生物的性质和条件的性质”，这是19世纪达尔文对“遗传和环境”的思索和表述。
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决定了我们的个人特征。
个体性状可分为孟德尔性状和多基因性状。
孟德尔性状也就是单一基因性状；多基因性状至少受一对基因的控制，每对基因彼此之间没有显性与
隐性的区分，而是共显性。
如果这些基因对该遗传性状形成的作用是微小的，则称为微效基因。
但是若干对基因的作用累积起来，可形成明显的表型效应，称为加性效应（additive effect）。
而且控制多基因性状的基因可能存在主基因，其外显度较高并对此性状有实质性贡献。
孟德尔性状和多基因性状都可能是多因子的，即除了基因，还有环境的影响。
多因子性状也称为复杂性状。
不受环境影响的纯粹多基因性状非常罕见。
多因子性状包括通常的特性，如身高、皮肤颜色、疾病罹患和个体行为等。
疾病是在致病因素的损伤与机体的抗损伤作用下，因机体稳态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
凡是能引起疾病发生并决定疾病特异性的体内外因素均称为致病因素。
致病因素是引起疾病发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并且决定该疾病的特异性。
像传染病那样用单一因素来解释其他疾病的发生已不能满足今天对致病因素的认识，许多疾病的发生
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认识和消除致病因素，对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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