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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监测和生物标志物：理论基础及应用（第2版）》系统介绍了生物监测与生物标志物的基
本概念和应用，结合国内外本领域最新研究进展，重点介绍了生物监测与生物标志物在常见有毒、有
害因素研究中的应用及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介绍了生物监测在环境生态以及维生素、药物滥用等多领
域的广泛应用，并同时提供了中国、美国及德国等用于生物监测的最新参考值及有关化合物的基准值
。
　　《生物监测和生物标志物：理论基础及应用（第2版）》的内容丰富多彩，理论知识深入浅出，
实践指导详尽实用。
《生物监测和生物标志物：理论基础及应用（第2版）》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反映了国际前沿动态，
不仅很好地把握住了科学前沿和发展趋势，适应预防医学生物监测的实际需求，有利于人才培养；同
时创造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比如增添了环境生态学方面生物监测的内容，旨在抛砖引玉，引来百
家争鸣，更好地促进生物监测与生物标志物的发展，促进多学科的发展及更加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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