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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毒理学的一个分支，环境毒理学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其内容非
常丰富。
尽管有关环境毒理学研究的文献资料可以大量查阅，但要对环境毒理学有一个比较全面和较为深入的
了解，阅读和学习一本知识系统化的专业书籍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我国很多高校都为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环境毒理学》，为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的学校和专业也在
不断增加，顺应了当代社会解决环境问题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2005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环境毒理学》，承蒙师生和同仁的厚爱被多所高校选用，但也存在内容
整体偏浅、知识更新不够等不足，已不能满足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士
对环境毒理学知识的需求。
在广泛收集使用2005年出版的《环境毒理学》教材的师生及同仁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吸收近年来
国内外毒理学研究进展和不同领域对毒理学的应用需求，本书在原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材料进行了
全面更新。
本书主要是针对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安全工程、环境微生物、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专业人才培养
的需要而设计编写的一本综合性技术书籍，打破了老版本的框架，以新的理念重新构建了环境毒理学
的体系。
在此体系内，力求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环境毒理学的各个领域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阐述，既对环境
毒理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予以高度重视，又注重吸收和总结近年来国内外有关的科研成果，介绍新
知识、新方法、新体系，以反映当代环境毒理学的最新成就和发展动态。
本书按照知识结构依次分为五个板块，涵盖了环境毒理学从分子到生态系统水平的大部分内容。
第一板块包括了前四章内容，通过环境毒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污染物的环境生态行为、环境污染物的
毒性作用机理，以及环境毒理学研究的方法论等主要内容的介绍，阐述了环境毒理学的基础、扩展概
念、毒性机理和一般研究思路；第二板块包括第5～8章，分别讨论了典型无机污染物、有机污染物、
生物毒素与病原微生物的环境生态行为和毒性效应，还介绍了辐射与超声波污染的毒性效应；第9章
为第三板块，主要介绍了水体、土壤、大气等复合污染的环境毒理学与研究方法论；第10章为第四板
块，主要介绍了动物毒理学、植物毒理学、陆地生态毒理学、淡水生态毒理学和海洋与河口生态毒理
学的一些具体研究方法；第11章为第五板块，介绍了环境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本书的这一构架体系，有利于读者从概貌到细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系统学习，研究方法和实例
也为实践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本教材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李建政和赫俊国、黑龙江大学的刘春涛、哈尔滨理工大学的秦智、河南城
建学院的刘章现和李晓燕合作完成，由李建政任主编并负责材料的审核和统稿，刘春涛和赫俊国任副
主编并负责全书材料的整理和审校。
各章的主要完成人：第1章、第9章、李建政；第2章，赫俊国；第3章、第6章和第11章，刘春涛；第4
章、第7章和第8章，秦智；第5章，李晓燕；第10章，刘章现。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者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岳秀丽和黑龙
江大学的于秀娟为本书的构架和主体内容构思提供了很好的建议，郑国臣、昌盛、张立国等博士研究
生和王茜、高晨晨、倪佳、赵月、高铭晶等硕士研究生，在资料收集、书稿校对以及教材试用等方面
也对本教材的最终出版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作者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对本教材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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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安全工程、环境微生物、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专业人才培养的需
要而编写，涵盖了环境毒理学从分子到生态系统水平的大部分内容。
本书在阐明环境毒理学的基础、扩展概念、毒性机理和一般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分别讨论了典型无机
污染物、有机污染物、生物毒素与病原微生物的环境生态行为和毒性效应以及辐射与超声波污染的毒
性效应，介绍了水体、土壤、大气等复合污染的环境毒理学与研究方法论，动物毒理学、植物毒理学
、陆地生态毒理学、淡水生态毒理学和海洋与河口生态毒理学的一些具体研究方法，以及环境污染物
的环境风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本书有利于读者从概貌到细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系统学习，研究方法和实例也为实践提供了借
鉴和指导。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各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环境毒理、安全工
程和环境保护工作专业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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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对呼吸道黏膜的刺激和腐蚀作用颗粒物除本身含有的有毒物质外，还能在表面吸附有毒
气体（如S02、N02、HF、硫酸雾、Cl2等）和大量有毒金属及其他化合物，这些有毒化合物可刺激和
腐蚀呼吸道黏膜。
长期接触时可使呼吸道防御机能降低，发生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使呼吸道发病率升高
。
（2）对肺细胞的腐蚀和损伤吸附了各种有毒物质的颗粒物到达肺泡区后，可对肺泡细胞和其他种类
的肺细胞产生刺激、腐蚀甚至破坏作用，引起肺气肿、肺水肿等疾病。
不同来源的颗粒物，其毒性因组分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按照对肺细胞毒性的大小表现为：燃煤烟尘>城市颗粒物>地面扬尘。
（3）诱发心血管疾病粒径在0.01～5μm的颗粒物可进入呼吸道深部，沉积在肺泡壁，引起慢性阻塞性
肺部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弥漫性肺气肿和肺纤维性变等。
因肺气肿而有大量的肺泡受损，使氧在肺泡内失去弥散交换的功能，引起低氧血症，肺泡壁的纤维增
生、变性损害肺泡壁上的微细血管，导致小动脉和小静脉狭窄阻塞，造成肺部血管阻力增加，使肺动
脉压升高进而使右心室肥大，最终导致肺性高血压和肺心病。
（4）免疫毒性颗粒物可引起抗体免疫功能下降。
小学生长期暴露于颗粒物污染的空气中其免疫功能受到明显抑制。
长期居住在颗粒物污染严重地区的人群如咳嗽、咳痰、气急等呼吸道患病率和呼吸道疾病有关症状的
出现率增加。
动物实验证明，其原因主要是颗粒物对局部淋巴结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抑制导致的。
研究发现，颗粒物粒径越小其免疫毒性和肺毒性越大。
（5）职业病石棉在使用和分布上非常广泛，多种职业和场所都能发生对石棉微粒的公共接触。
例如石棉矿石的开采加工、墙板和绝缘材料等石棉产品的制造、石棉防火材料的应用、建筑物的拆毁
及对闸衬和离合器饰面的摩擦等。
吸入石棉一类的纤维碎片是患职业肺病——石棉沉着病的原因。
该病的特点是在下肺叶上有弥漫性纤维生成或瘢痕出现，常见于已接触石棉20～40年的工人身上。
（6）间接毒性作用大气颗粒物可以形成雾，使阴霾天气增多，减弱太阳辐射强度。
据测量，0.5～0.8mg／m3的颗粒物能降低太阳辐射40％左右。
290～315nm波长的紫外线能使皮肤中的7一脱氢胆固醇转变为维生素D，具有抗佝偻病作用，紫外线还
具有杀菌作用，故在颗粒物污染严重的地区，儿童佝偻病和一些借助空气传播的传染病发病率增高。
（7）致突变和致癌作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颗粒物的有机提取物，均有不同程度
的致突变性，且以移码突变为主，说明颗粒物中既含有直接致突变物还含有间接致突变物。
城区大气颗粒物的致突变活性强于郊区及乡镇，城区中又以工业区致突变性最强。
颗粒物粒径越小，致突变活性越高。
粒径不大于2μm的颗粒物其致突变活性占总突变活性的52％～98％。
此外，有机提取物还可以引起细胞恶性转化，并与DNA形成多种加合物等。
对大气颗粒物无机提取物的致突变性研究结果表明，大气颗粒物的无机提取物也具有遗传毒性，也可
引起染色体断裂和DNA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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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毒理学(第2版)》：环境科学与工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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