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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部&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教材&middot;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middot;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毒理学基础（第6版）》共分23章，毒理学总论12章，毒理学各论11章，重点作了
如下修订：①更新了每章内容。
着重对绪论、毒理学基本概念、毒作用影响因素、致癌作用、发育毒性与致畸作用、管理毒理学以及
靶器官毒理学等章节作了修改和补充。
②增加了重要章节。
增编第十二章转化毒理学，以突出现代毒理学的研究宗旨、发展方向与目标；纳米毒理学、放射毒理
学分别被增编为第十三章、十四章，以强调新物质、新材料的安全问题以及物理因素在毒理学研究中
的重要性；在对配套教材第3版《毒理学实验方法与技术》各章节进一步修改和补充的基础上，增编
了毒理学试验替代方法作为第十五章，旨在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的
同时，了解替代动物实验的体内、外模型研究已成为现代毒理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③改革了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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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霉毒素致癌的化学预防 ⋯⋯ 第二部分毒理学各论 附录毒理学网络信息资源 主要参考文献 中英文名
词对照索引 英中文名词对照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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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物种 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在人和不同实验动物之间往往表现不同。
由物种不同而导致的毒性差异可表现在两方面，即引起毒性的剂量大小的差异，或表现在质方面，即
毒性效应的差异，如除草剂百草枯对人可引起肺损伤，但对狗则未见到此毒性。
因此，应根据受试物已知的毒性特点，合理选择实验动物。
 对实验动物物种选择的基本原则是：选择对受试物的吸收、代谢、生物化学和毒理学特征与人最接近
的物种；自然寿命不太长的物种；易于饲养和实验操作的物种；经济并易于获得的物种。
在选择动物物种和品系时，如无特殊理由，应与传统常用或有关文献使用的动物一致，便于实验结果
的相互比较。
 在常用的实验动物中，实际上没有一种能够完全满足对不同受试物和不同毒性评价的要求。
一般假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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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人有较大
可能以相同的方式发生毒性反应，故通常选择物种的方式是使用两个物种，即啮齿类和非啮齿类各一
种。
一般毒性评价和研究最常用的啮齿类动物是大鼠和小鼠，非啮齿类是犬。
豚鼠常用于皮肤刺激试验和致敏试验，兔常用于皮肤刺激试验和眼刺激试验。
当不同物种的毒性反应有很大差异时，必须研究外源化学物在不同物种的代谢和动力学特点以及毒作
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才可将实验结果外推到人。
 2.品系 不同品系实验动物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反应有差异，因此一般毒性评价和研究应选择适宜的品
系。
一般而言，对某种外源化学物的毒理学系列研究应固定使用同一品系的动物，以求研究结果的稳定性
和可比性。
 3.级别 应使用Ⅱ级（清洁级）或Ⅱ级以上的动物，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4.性别 同一物种、同一品系的实验动物，通常除与性别相关的毒性外，雌雄两性对相同外源化学物毒
性反应性质类似，但对其毒性的敏感性常存在性别差异。
如已知动物对受试物的敏感性有性别差异，则应选择敏感的性别。
如不清楚有无性别差异，则应选用雌雄两种性别。
一般而言，对于初次评价的受试物，也应采用两种性别。
如实验结果发现雌雄动物间存在差异，则应将雌性和雄性动物的实验结果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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