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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食品毒理学是食品安全学科的基础，属于毒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食品中各种外源化学物的来源、
性质、它们的不良作用与可能的有益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并确定这些物质的安全限量和评价食品的安
全性，从而确保人类的健康。
食品毒理学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关键技术手段；食品毒理学的发展提高了风险评估的工作水平。
食品毒理学研究的外源化学物包括工业污染物、农药、兽药、食品添加剂和霉菌毒素等传统的物质，
也包括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有害物，如烤鸭和烤羊肉串可能产生的如多环芳烃和杂环胺等致
癌物和致突变物，油炸淀粉类食品中可能产生的丙烯酰胺以及用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配制的酱油中
的氯丙醇等；违法添加的苏丹红、三聚氰胺等，还有疯牛病病毒等新的毒理学问题。
另外，食品毒理学研究还包括必需营养素过量摄入引起的毒性作用等。
食品毒理学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整体一细胞到分子、从分析到综合、又至整体和群体、试验到理论
、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
当今的食品毒理学是诸多学科的交叉，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且相互渗透。
我国食品毒理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尚有相当差距。
必须与时俱进，发挥自身的优势，克服困难，迎头赶上，以饱满的激情面对挑战，使我国食品毒理学
更好地为国民健康和国家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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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2章，其内容大体包括食品毒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食品中各类有
害物质的毒性、食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内容，可作为食品毒理学教学的教材，
也可供从事食品安全的科研、管理人员阅读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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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食品毒理学基础2.1 毒性和毒性作用2.1.1 毒物“民以食为天”，人类每天需要从食物中获
得各种营养素以满足人体需要；“食以安为先”则充分说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我国的《食品卫生法》第六条明确规定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要有相应的色
、香、味等感官性状。
食品中除了含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外，也可能含有一些有害成分。
某种有害成分会通过物理损伤以外的机制引起细胞或组织损伤，称为有毒（toxic）。
在一定条件下，当此有害物质进入机体后，积累达一定的量，能与身体内体液和组织发生生物化学作
用或生物物理变化，扰乱或破坏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性或持久性的病理状态，甚至危及生
命，这样的有害物质称为毒物（toxicants）。
根据毒物的来源，可将其分为5类：第1类是人为添加的，如食品添加剂中的防腐剂、着色剂等；第2类
是食品生产原料自身产生或有害微生物产生的，如大豆中的蛋白酶抑制剂、棉籽油中的棉酚，花生中
的黄衄霉毒素、肉类中的肉毒素等；第3类是无意加入到食物中的，如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消毒剂
残留等；第4类是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如酱油酿造产生的氯丙醇、油炸食品中产生的丙烯酰胺等
；以上4类有害物质都来自外部环境，所以又有人将其统称为外源化学物。
通常所说的食品中的毒物主要指的是外源性化学物。
第5类是食品在人体内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有害中间产物或终产物（如肝脏氧化脂
肪酸产生的酮体），称为内源性化学物。
通常毒物以固体、液体或气体形式存在，也有的以粉尘、烟尘、雾等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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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毒理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精品课程建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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