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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毒理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同步并互为促进，它是研究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对机体的损害作用、生物
学机制、危险度评价和危险度管理的科学。
毒理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是现代医学尤其是公共卫生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
新世纪的现代医学教育更加着力于学生综合创新素质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毒理学的实践技
能对于高素质、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毒理学基础实验指导》一书由广东医学院、北华大学、徐州医学院和泸州医学院从事毒理学教学多
年的一线教师编写而成。
编写过程中按照“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
、启发性、适用性）的原则，结合各编者的教学实践，尽量做到具有针对性、实用性。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实验基本技术和方法、验证性实验和综合性及拓展性的实验，便于系统培
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观念和综合素质。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科学出版社的直接指导和广东医学院有关领导的鼎力支持。
作为《毒理学基础》的配套教材，主要供预防医学专业和卫生检验专业学生使用。
全体编写人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团结协作，克服困难，按时完成编写任务，为本书付出了
辛勤劳动和汗水，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限于学术水平和时间仓促，书中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师生和同仁不吝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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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章16个实验内容。
第一章为实验基本技术和方法，包括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基本理论，实验动物的一般操作技术，GLP
简介，分子毒理学实验技术与方法简介，酶、蛋白测定相关方法与技术，小鼠行为与运动功能检测方
法，毒理学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设计要点；第二章为验证性实验，主要包括全血胆碱酯酶活性的测
定、彗星试验、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急性皮肤和眼刺激性试验、Ames试验、小鼠精子畸形试验和
细胞毒理学实验；第三章为综合性及拓展性实验，主要用于拓宽学生思维和综合运用能力，包括急性
毒性试验和三聚氰胺毒理学安全性评价。
本教材既有毒理学实验所用的使用技术与方法、经典实验，同时还包括综合性及拓展性实验内容，适
用性和可操作性强。
    本书可供预防医学专业和卫生检验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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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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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GLP简介  实验四  分子毒理学实验技术与方法简介  实验五  酶、蛋白测定相关方法与技术  实验
六  小鼠行为与运动功能测验方法  实验七  毒理学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设计要点第二章  验证性实验  
实验八  全血胆碱酯酶活性的测定  实验九  彗星试验  实验十  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  实验十一  急性皮
肤和眼刺激性试验  实验十二  鼠伤寒沙门氏菌回复突变试验(Ames试验)  实验十三  小鼠精子畸形试验  
实验十四  细胞毒理学实验第三章  综合性及拓展性实验  实验十五  急性毒性试验  实验十六  三聚氰胺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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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实验基本技木和方法实验一 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基本理论一、实验动物的选择动物实验是毒理
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为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关键是正确地选用实验动物。
在实际工作中选择实验动物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实验动物物种的选择外源化学物的固有毒性
在人和不同物种实验动物之间往往表现不同，物种差别可表现在量和质的差别上。
因此，需要对实验动物物种进行选择。
一般认为，从动物实验结果外推到人，定性外推的可靠性高于定量外推，毒效学预测优于毒动学预测
。
对实验动物物种的选择，原则上应选择在代谢、生物化学和毒理学特征与人最接近、自然寿命不太长
、易于饲养和实验操作及经济并易于获得的物种。
在实际工作中，选择实验动物时常受到某些因素的限制，如经济条件、实验动物的寿命、行为和生活
能力、处置及实验前需要了解实验动物物种和人对受试化学物的吸收、生物转化等资料。
因此，没有一种实验动物完全符合上述物种选择的原则。
目前常用的动物是啮齿类和非啮齿类两个种系。
系统毒性研究常选用的啮齿类是大鼠和小鼠，非啮齿类是犬。
皮肤刺激试验常用豚鼠和兔。
遗传毒理学试验多用小鼠，致癌试验常用大鼠和小鼠，致畸试验常用大鼠、小鼠和兔。
迟发性神经毒性试验常用母鸡。
一般认为，如以与人相同的接触方式、大致相同的剂量水平，在两个物种有毒性反应，则人有可能以
相同的方式发生毒性反应。
当不同物种的毒性反应差异很大时，必须研究外源化学物在不同物种的代谢、动力学及毒作用机制，
然后才可将实验结果外推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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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毒理学基础实验指导》：全国高等院校医学实验教学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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