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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毒理学》

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环境类、生态类及资源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教材。　　生态毒理学是运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态学及毒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各种有毒有害因素，特别是环境污染物对动物、植物、微生物等非人类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损害作用
及其防护的科学。目前它着重研究各种环境污染物，尤其是化学污染物，对非人类生物的不良效应及
其机制、对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及规律、对生物种群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及防治；
同时，探讨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分布与转化的特点，及在食物网中的传递、积累和放大的规律，
探讨适用的生物标志物，并建立生态风险预警技术，研究和建立各种生态毒理学模型，为环境监测、
治理及发展绿色经济服务。因此，生态毒理学为研究和解决重要的生态资源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必需的
理论和工具。由此可知，不论是对于认识环境变化对生态危害的实质，还是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途径，学习和掌握生态毒理学的知识和技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环境毒理学是研究环境中有毒有害
因素对人体和人群健康的危害及其规律的科学。目前它主要研究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和人群健康的毒性
作用及其生物标志物，包括研究污染物对人群健康的风险及其评价，从而为环境质量卫生标准的制定
提供科学依据等。　　综上所述，虽然生态毒理学与环境毒理学均属于毒理学范畴，二者的理论基础
与研究方法有很多交叉和相似之处，但这两门学科的知识结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及主要解决的环
境问题却是不相同的。因此，这两门学科只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不能相互取代。　　本书主要
介绍生态毒理学基础知识及其研究方法，是各位编者在长期从事相关教学的基础上，参考了近年来国
内外出版的生态毒理学、环境毒理学、毒理学及生态学专著和研究论文，根据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学发
展和环境保护工作对生态毒理学知识的需求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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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毒理学》

内容概要

《生态毒理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供环境类、生态类及资源类专业本科
教学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学生、科研工作者及管理人员学习参考。全书分三大部分，共十三章。
第一部分为第一至六章，系统阐述生态毒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生态毒理学概念与任务、环境污染与
生态系统基本理论、毒物毒性作用的概念与基本机制、污染物的生物吸收与转化规律、生物富集及不
同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等。第二部分为第七至九章，论述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生态毒理学，主要阐
述实验室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第三部分为第十至十三章，其中第十至十二章对陆地、淡水、海洋与
河口生态系统生态毒理学进行介绍，主要阐述野外研究的成果和建树。第十三章 对生态风险评价在理
论和应用方面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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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一、生态毒理学概念二、生态毒理学任务三、生态毒理学的分支学科四、生态毒理学发展
的历史与展望五、生态毒理学基本研究方法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第二章 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第一节 
环境与环境污染物概论、环境与环境污染二、环境污染物概论第二节 生态系统及其特征一、生态因子
及其作用特征二、生物种、种群及群落三、生态系统及其特征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第三章 毒物毒性作
用的主要概念与基本机制第一节 毒性作用的主要概念与类型一、主要概念二、毒性作用的类型三、联
合毒性作用第二节 毒性作用的机制一、干扰正常受体一配体的相互作用二、细胞膜损伤三、干扰细胞
内钙稳态和细胞能量的产生四、自由基与氧化损伤五、其他第三节 影响毒性作用的因素一、毒物的结
构与性质二、机体(宿主)状况三、接触条件四、环境因素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第四章 环境污染物的生
物转运与转化第一节 生物膜的结构与环境污染物的生物转运一、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二、生物转运的
方式三、环境污染物的吸收、分布及排泄第二节 环境污染物在体内的生物转化一、生物转化的反应类
型二、影响生物转化的因素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第五章 生物富集第一节 生物富集的基本概念第二节 
生物富集动力学一、吸附动力学二、生物富集动力学第三节 影响生物富集的因素一、环境污染物的物
理化学性质二、生物特性三、环境因素第四节 生物放大及其研究一、生物放大的生态毒理学意义二、
金属和类金属的生物放大三、有机化合物的生物放大四、生物放大研究技术第五节 生物富集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与对策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第六章 环境污染物的生态毒理学效应第一节 环境污染物生态毒
性作用的特点一、涉及面广、范围大，接触污染的生物种类多、数量大二、在不同生物学水平上产生
毒性作用三、低浓度、长时间、反复作用四、多种途径进入体内五、多种污染物同时存在、作用类型
多样、作用机制复杂第二节 分子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一、环境污染物的酶效应二、DNA损伤三、蛋
白质合成的诱导四、氧化应激与抗氧化状态五、对卟啉合成的影响第三节 细胞、组织及器官水平的生
态毒理学效应一、细胞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二、亚细胞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三、细胞突变与癌变
四、组织、器官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第四节 个体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一、亚致死效应二、致死效
应三、影响致死效应的因素第五节 种群、群落及生态系统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一、环境污染物对种
群的影响二、环境污染对生物群落的影响三、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第六节 景观及全球水平的生
态毒理学效应一、景观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与研究二、大陆和半球范围的生态毒理学效应三、生物
圈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第七章 动物生态毒理学第一节 动物对环境污染物的吸
收、分布、排泄及转化一、吸收二、分布与贮存三、环境污染物的排泄四、环境污染物的生物转化第
二节 环境污染物对动物的生态毒理学效应及机制一、环境污染物对动物生态毒性的主要类型二、农药
三、多氯联苯及其他卤代芳烃四、金属和类金属五、环境气体污染物?第三节 人工饲养动物生态毒理
学一、有毒植物和微生物引起的中毒二、化学物引起的中毒第四节 环境污染物对动物毒性作用的研究
及评价方法一、对动物中毒的病因调查与诊断二、环境污染物对动物一般毒性的研究及评价方法?三、
致突变、致癌变研究及评价方法四、生殖发育毒性的研究及评价方法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第八章 植物
生态毒理学第一节 植物对环境污染物的吸收、运输与转化一、黏附和吸收二、运输?三、分布与积累
贮藏四、转化第二节 环境污染物对植物的生态毒理学效应及机制一、不同水平的生态毒理学效应?二
、农药、化肥及其他化合物三、大气气体污染物?四、重金属五、物理因素第三节 植物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一、植物毒素二、外来入侵植物三、植物对生态环境的净化作用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一、有害
气体对植物毒性作用的染毒技术二、环境污染物对植物毒性作用的形态学与解剖学研究技术三、环境
污染物对植物毒性作用的生理生化研究技术四、环境污染物对植物细胞遗传毒理学效应的研究技术五
、重金属在植物中的残留量研究技术六、农药在植物中的残留量研究技术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第九章 
微生物生态毒理学第一节 微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作用与地位一、自然界微生物的种类与分布二、微生
物在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三、微生物在生态平衡中的作用四、环境污染物对微生物物质循环作用的影响
第二节 环境污染物对微生物的生态毒理学作用一、环境污染物的种类与侵害途径二、环境污染物对微
生物的生态毒理学作用与机制第三节 微生物污染的生态毒理学作用一、微生物污染的种类与特点二、
有害微生物种群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三、病原微生物对人与动物的生态毒理学作用四、病原微生物对植
物的生态毒理学作用五、病毒对微生物的生态毒理学作用六、微生物污染的防治对策第四节 研究方法
与技术一、样品的采集与微生物计数二、富集培养、菌种分离与微生物鉴别三、环境污染物对微生物
毒性作用的研究方法四、环境污染物对微生物群落影响的研究方法第十章 陆地生态系统生态毒理学第
十一章 淡水生态系统生态毒理学第十二章 海洋与河口生态系统生态毒理学第十三章 生态风险评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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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毒理学》

要参考文献附录中英文关键词对照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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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毒理学》

章节摘录

　　生态毒理学与环境毒理学最主要的区别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不同上，而不在于研究对象的
数量（个体或群体）上。环境毒理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和阐明环境有毒有害因素对人体和人群的生物
学效应和健康损害及其规律，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个人和人群，由于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常常
采用非人类的实验室模式生物进行毒理学试验，如采用哺乳类实验动物、实验植物及实验微生物等。
生态毒理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和阐明有毒有害因素对动物、植物、微生物的个体和群体的生物学效应
及其规律，其主要研究对象是非人类生物，特别是野生生物，其中包括一些非人类的模式生物（如试
验用的哺乳类和非哺乳类实验动物、实验植物及实验微生物等）。　　生态系统由生物和非生物共同
构成，生态环境是人类和非人类生物共同生存的空间，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对生态系统的
任何干扰都会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传播、扩展，并发生连锁反应，受到危害的生物不仅是非人类生物种
群，而且也要涉及人群，甚至人类。加之，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位置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作
用越来越被认识和关注。因此，当生态毒理学研究环境污染物危害生态系统并通过连锁反应危及人类
安全时，也可能把研究环境有毒有害因素对人体及人群健康的影响作为该研究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
下，生态毒理学与环境毒理学之间的研究领域就要发生部分交叉甚至重叠。　　毒理学研究的有害因
素更为广泛，例如毒理学研究的有毒有害因素包括：药物、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T业用品、农
业用品甚至宇宙射线等，环境污染物也被包括在毒理学研究的有害因素之中。环境毒理学是以研究环
境有毒有害因素对人体和人群健康危害为中心的学科，但是由于人类和非人类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
互制约，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非人类生物受到环境污染的伤害时也可能通过连锁反应危及人类，这
时环境毒理学的研究势必要涉及环境污染物对非人类生物毒性作用的研究，从而使环境毒理学这一研
究领域与生态毒理学发生交叉和重叠。例如，为了揭示水俣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除了研究甲基汞对
人体的毒性作用外，还要研究当地海水中无机汞污染物在微生物体内如何转变为甲基汞的过程，以及
后者如何在鱼体内富集并通过捕食海鱼进入渔民体内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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