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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五”期间是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各重点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增加了一倍
以上。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十一五”期间需要更进一步抓好培养质量，其中规范化的教材建设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
译者自1998年起承担硕士生专业必修课“生态毒理学”的教学工作，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教材。
国内已有的几本可用的书要么是专著类型，要么内容偏浅，不太适合作为研究生的专用教学用书。
从网上查了国外相关教材的情况，2000年以后出版的《环境毒理学》或《生态毒理学》只有这一本是
第一版，其他都是第二版或第三版。
那些再版书整体上内容偏浅，更适用于本科生教学。
据了解，国内给环境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开这门课的学校很少。
但给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开这门课的学校却有很多，而且将其列为专业必修课。
我们翻译的这本《环境毒理学》在国外是为这个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设计的一本综合的介绍性教材
，打破一些老版本的框架，以新的理念重新整合了环境毒理学的体系。
这本教材分四个部分，涵盖了环境毒理学从分子到生态系统水平的大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环境毒理学的基础和扩展的概念、方法和手段；第二部分讨论了个别有毒物质和各类有
毒物质的环境毒理学；第三部分阐述了前两部分涉及的需要整合的一些概念、研究方法和重点有毒物
质的复杂问题；第四部分包括风险评价、修复和管理毒理学的内容；最后一章讨论了目前和未来的重
点研究领域。
每章后给出了思考题及深入阅读的建议。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文中列举了很多研究实例，这对深入了解有关概念很有帮助。
在本领域中，关于“环境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之间的差异及其定义一直存在讨论。
本书原作者认为：现代环境毒理学是集经典毒理学与生态毒理学之大成。
虽然所进行的多是人类替代品的啮齿动物的亚细胞或生理学水平的测试，但也会以相似的方法测定特
定生态系统中其他组分，如鸟、鱼等自然界中的生物。
另外，人们认识到，环境毒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经典毒理学的研究内容，即化学品暴露问题涉及
食物链，也需要研究其他的物种。
而生态毒理学主要研究化学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带来的、在不同营养层次上的损害效应。
从这一点上看，生态毒理学与环境毒理学的区别就很模糊了。
近来孟紫强教授撰文(《生态毒理学报》2006年第2期)专门论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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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环境毒理学》是两位在该领域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授，在他们的教学讲义基础上编写而成，是
为这个学科的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设计的一本综合的介绍性教材。
与其他类似书名的教材的最大不同是作者用一种新的框架体系整合了环境（生态）毒理学的内容，从
较为宏观的角度介绍相关知识，特别是围绕环境毒理学的实际应用领域——生态风险评价来展开所要
讨论的内容。
这样更适合于“环境科学”大学科的学生学习。
     这本教材包括13章，可分为四个部分，涵盖了环境毒理学从分子水平到生态系统水平的大部分内容
。
第一部分包括环境毒理学的基础的和扩展的概念、方法和手段；第二部分讨论了单个和不同类别有毒
物质的环境毒理学。
三部分阐述了前两部分中涉及的、相互联系的和需要整合的许多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重点有毒物质
所引起的复杂问题。
第四部分包括风险评价、修复和管理毒理学等有关实际应用的内容。
最后一章讨论了目前和未来的重点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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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DaVid A．wright（1938－）在Tyne的纽卡斯尔大学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现在是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中
心的教授，也是马里兰州Chesapeake海湾周边地区毒性项目的主任。
Wright教授已经在各种期刊发表了论文100多篇，主要是关于离子调节生理学和水生生物对微量金属的
吸收、毒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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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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