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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分析答疑》

书籍目录

目 录
序
前言
1.毒物分析对象是什么？
2.毒物分析有哪些方法？
3.什么叫毒物？
4.毒物引起机体中毒的机理是什么？
5.什么叫中毒量和致死量？
6.毒物是如何分类的？
7.何谓毒物分析？
8.毒物吸收的途径有哪些？
9.毒物在体内如何代谢？
10.毒物从体内如何排出？
11.影响毒物作用的因素有哪些？
12.列表说明常见毒物的中毒症状。
13.列表说明口服急性中毒应采取的检材。
14.采取检材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15.当检验结果为阳性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16.当检验结果为阴性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17.如何书写毒物分析鉴定书？
18.简述我国毒物分析发展史
19.水溶性毒物主要指哪些毒物？常见的有哪
几种？
20.简述水溶性毒物的分离提取方法。
21.在水溶性毒物提取方法中 透析法和水浸法各
有什么优缺点？
22.在应用透析法提取水溶性毒物时 为什么用蒸
馏水更换透析液可提高提取率？
23.简述强酸强碱的毒性和中毒所见。
24.检验强酸强碱时 酸度检验（pH值试验）有
何重要意义？
25.亚硝酸盐类毒物的中毒机理是什么？
26.检验亚硝酸盐毒物时，应怎样采取检材？
27.亚硝酸盐和酚中毒的机理有什么不同？你能否
从解剖病变上区别这两类毒物？
28.在嫌疑亚硝酸盐和盐卤中毒检验中，应注意哪
些问题？
29.简述盐卤的理化性质、毒性和中毒所见。
30.血中亚硝酸盐容量分析时应注意什么问题？对
陈旧性血样检材能否进行定量测定？
31.重氮化反应为什么要在冰浴条件下进行？
32.用分光光度法定量中毒兔血制得的测试液中
亚硝酸盐时，测吸光度以什么做空白对照液
最合理？
33.一氧化碳是怎样产生的？简述一氧化碳的理化
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34.采取一氧化碳中毒检材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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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者尸体时，为什么
要采取死者心脏血？为什么要及早采取及时
检验？
36.对一氧化碳中毒血的检验为什么要强调用
正常血液做对照试验？
37.挥发性毒物主要指哪些？常见的有哪几种？
38.简述挥发性毒物的分离方法。
39.加水直接蒸馏法分离挥发性毒物时应注意
哪些事项？
40.通水蒸气蒸馏分离挥发性毒物应注意哪些
事项？
41.为什么说氰化物是剧毒品？它对生物体的
毒性特点是什么？
42.在氰化物的普鲁士兰反应中.为什么常常
在最后的反应中不加高铁离子即出现阳性
反应？
43.现有一检材.需区别是含氰络盐还是含氰甙？
请说明鉴别方法。
44.氰化物和氰络盐共存时，如何鉴别氰化物？
45.蒸馏法和扩散法分离氰化物，各有何特点？
46.氰化物紫外分光光度法与气相色谱法定量各有
什么优缺点？对高度腐败检材能否进行定量分
析？为什么？
47.简述酚与来苏尔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
所见。
48.简述甲醇和乙醇的理化性质 毒性及中毒
所见。
49.简述水合氯醛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50.列表说明苯胺和硝基苯的理化性质。
51.现有一含醇胃内容检材，其中含有大量植物油，
如何选择提取分离方法？怎样除去油？
52.黄原酸盐反应灵敏度较低，如果要求蒸馏液中
醇量较高时，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53.水合氯醛中毒者的血液中能否检出水合氯醛？
为什么？
54.哪些物质能干扰水合氯醛的化学检验？怎样才
能排除它们的干扰？
55.顶空气相色谱法与一般色谱分析有什么不同？
其定量分析的原理是什么？是否所有的常见毒
物都可用该法定量？应用该法定量的毒物本身
应具备哪些条件？
56.顶空气相色谱定量和取血液直接定量各有什么
优缺点？
57.什么是金属毒物？常见的金属毒物有哪些？
58.金属毒物的分离方法有哪些？试简要说明之。
59.化验金属毒物的生物检材，为什么要进行破机
处理？
60.金属毒物的中毒机理是什么？解剖病变有何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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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简述砷化合物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62.在砷的检验中，雷因希氏试验是较古老的传
统的检验方法 它在现今砷中毒检验中的地
位如何？为什么？
63.雷因希氏试验能否作硒的预试验？为什么？
64.在雷因希氏试验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65.简述汞及汞化合物的理化性质、毒性和中
毒所见？
66.对含汞生物检材可否采用炭化破机处理？
为什么？
67.如何鉴别醋酸苯汞和氯化乙基汞？
68.采用双硫腙比色法进行汞定量时应注意哪
些问题？
69.简述钡化合物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70.为什么含钡的检材不宜用硝硫酸法破机？
71.现有一含钡检材，采用了硝硫酸法破机处理，
你如何补救？请写出处理方案。
72.有两种检材，分别为面粉和面碱，要求检验碳
酸钡，请你设计检验方案。
73.简述硒化合物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74.简述铬化合物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75.采用二苯碳酰二肼比色法定量铬时应注意哪些
问题？
76.简述镉化合物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77.伏安溶出法除可定量镉以外还可定量哪些金属
毒物？请写出毒物名称及测定原理和方法。
78.常见的催眠安定药有几类？各是什么？
79.催眠安定药中毒有何特点？
80.采取催眠安定药中毒检材时应该注意哪些
问题？
81.试述斯－奥氏提取法的提取原理和操作方法。
82.斯－奥氏提取法有何特点？该法适用于何种检材
的提取？
83.简述巴比妥酸类催眠药的理化性质 中毒所见
和体内过程。
84.巴比妥酸类催眠药气相色谱分析中 脂肪等杂
质有何干扰？如何排除？
85.巴比妥酸类催眠药二甲基衍生物气相色谱分析
有什么特点？
86.在用薄层分析，化学分析检验，巴比妥类、眠
尔通、导眠能等药物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87.有一安眠药中毒开棺尸体肝区检材，要求化验
是否含有巴比妥类.导眠能和眠尔通，试设计
检验方案。
88.紫外光分光法定量速可眠的原理是什么？
89.紫外分光法定量速可眠的操作步骤是怎样的？
90.沉淀蛋白质提取法有何特点？
91.中毒检材中硫喷妥的检验是如何进行的？
应注意哪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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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硫喷妥汞盐－二苯偶氮碳酰肼可见分光光度法定
量原理是什么？
93.硫喷妥汞盐－二苯偶氮碳酰肼可见分光光度法定
量中需注意哪几个问题？
94.简述吩噻嗪类安定药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
所见
95.如何进行生物检材中吩噻嗪类和泰尔登的定性
分析？
96.吩噻嗪类药物和泰尔登的薄层色谱法和化学分
析法效果怎样？
97.氯丙嗪的荧光分光光度定量分析原理是什么？
98.中毒检材中氯丙嗪荧光分光光度定量分析步骤
是怎样的？
99.简述苯并二氮杂卓类弱安定药的理化性质、毒
性及中毒所见。
100.如何进行中毒检材中苯并二氮杂卓类弱安定药
的提取与净化？
101.薄层分析要点是什么？在苯并二氮杂卓类安定
药薄层色谱定性中应注意什么？
102.在薄层色谱法定量苯并二氮杂卓类安定药中应
注意哪些问题？
103.简述安眠酮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104.如何进行中毒检材中安眠酮的分析？
105.比较直接提取法，沉淀蛋白法 酸水解法 酶
水解法的效果如何？
106.简述中毒检材中催眠安定药的气相
色谱分析。
107.简述中毒检材中催眠安定药的高效液相
色谱分析
108.在分析比对未知毒物红外吸收光谱时
应注意什么？
109.什么是生物碱？常见的生物碱有哪些？
110.尸碱对生物碱检验有什么干扰？怎样除去
尸碱？
111.简述士的宁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112.乌头碱、阿托品和阿片生物碱动物中毒机理
各是什么？中毒后从症状上和病变上各有什
么特征？
113.乌头碱、士的宁和阿片生物检对动物是影响什
么系统造成死亡的？它们各自在尸体内的稳定
性如何？
114.简述钩吻生物碱的理化性质 毒性及中毒
所见。
115.简述阿片类生物碱的理化性质 毒性及中
毒所见。
116.吗啡生物碱用乙醚提取时，为什么采用氨水
碱化？如改用氢氧化钠溶液碱化可否？碱化
pH值超过10或低于8时对吗啡生物碱提取
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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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在生物碱提取与净化中，乙醇沉淀蛋白法和三
氯醋酸沉淀蛋白法，有什么不同点和相同点？
沉淀蛋白法适用于哪些毒物和检材？
118.索氏连续回流提取法适用于哪些种类检材？
为什么说它有较高的提取率？
119.简述烟碱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120.简述喹宁生物碱的理化性质 毒性及
中毒所见
121简述秋水仙碱的理化性质 毒性及中毒所见
122.毒物气相色谱分析有什么优点？如何选择理
想的色谱柱？
123.用紫外光谱法测定毒物为什么要对检材进行
严格净化处理？
124.现有一颠茄植物，你如何设计提取净化操作
方法？请写出具体操作步骤。
125.植物中总生物碱能否进行紫外光谱定性分析？
为什么？
126.为什么钨酸沉淀蛋白法不适用于生物碱的提
取分离？
127.在常见生物碱中哪些生物碱理化性质不稳定？
在提取过程中应怎样防止分解？
128.哪些毒物在生物体内不稳定 应及早采取检
材和及早提取鉴定？
129.阿片生物碱的理化性质与其他生物碱有何不同？
能被什么溶剂更完全地提取？检材如果是尿时
提取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30.生物碱预试验应怎样进行？系统预试验应选择
什么显色试剂？当检验结果为阴性时应怎样下
结论？
131.生物碱的显色反应和显微结晶反应能否作为生
物碱的确证反应？为什么？
132.当中毒检材为钩吻和乌头碱时 为什么强调要
用已知中草药做对照？
133.碘化铋钾试剂应用于生物碱薄层分析和化学分
析有何不同？
134.当遇有腐败生物检材时，在选择提取分离上应
注意什么？如果用一般常规方法提取分离会造
成什么不良结果？
135.当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乌头碱的含量时，对
植物中的总碱能否进行准确定量？为什么？
136.如有一乌头碱中毒者是因乌头植物中毒造成死
亡，现要求测出含量，你如何选择标准品？
137.请你设计应用氧化法测定吗啡含量的具体操作
方案？
138.吗啡或可待因荧光分光光度计定量时，为什
么要严格控制pH值？不控制会有什么不良
后果？
139.简述吗啡定量常采用什么方法？
140.度冷丁的荧光分光光度定量所生成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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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及早测定或放在冰箱内保存？不这
样会造成什么不良结果？
141.什么是强心甙？常见引起中毒的强心甙有
哪些？
142.简述洋地黄甙类的理化性质 毒性及中毒
所见。
143.简述夹竹桃甙类理化性质 毒性及中毒
症状。
144.提取植物中强心甙应怎样进行？同时应注意
哪些问题？
145.从尸体中检验强心甙 采取哪个部位检材
最好？
146.请你写出从尸体中提取强心甙的具体操作
方案。
147.如何区别甲型强心甙和乙型强心甙？
148.当某人是因强心灵（黄夹甙）造成中毒死亡
的，现有血液检材要求定量 应选用什么方
法定量？
149.简述蟾酥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151.蟾酥毒基与强心甙元的结构有什么区别？
151.简述斑蝥素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152.你如何选择设计斑蝥素或斑蝥的薄层分析
系统？请写出具体的分析条件。
153.简述异烟肼的理化性质、毒性及中毒所见。
154.异烟肼中毒检材处理如何进行？
155.简述大麻酚类物质的毒性、中毒所见和
体内过程。
156.异烟肼、斑蝥和大麻按斯－奥氏法系统提
取分离，各成分应在哪一部分？
157.简述皂甙的一般性质、毒性和中毒所见。
158.检验生物体内皂甙，采取哪部分检材最好？
为什么？
159.皂甙提取时应注意哪些问题？为什么说皂
甙易于水解？
160.皂甙检验方法中的溶血试验，能否作皂甙
的确证试验？为什么？
161.哪些物质对皂甙的溶血试验，有干扰？怎样
排除干扰？
162.什么是农药？
163.经常引起中毒的农药有哪些？
164.农药按用途是如何分类的？
165.列表说明常见市售农药的一般介绍包括哪些
方面内容？
166.举例说明农药作用方式及其分类。
167.举例说明农药按毒性大小如何分类？
168.举例说明农药按原料来源如何分类？
169.我国常用的农药剂型有哪几种？
170.农药助剂有什么用途？其分类如何？
171.举例说明农药中毒有哪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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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什么是农药的累积中毒作用？有机磷农药和
有机氯农药的毒性和累积中毒作用有什么
不同？
173.举例说明一般有机农药的提取与净化基于它
们的哪些性质？
174.提取有机农药选择溶剂时应注意哪几点？
175.有机农药常用提取方法有哪些？
试简要说明。
176.农药净化有哪些方法？它们的原理是什么？
177.浓缩有机农药提取净化液常用方法有哪些。
在浓缩时要注意哪几点？
178.简述常见有机磷农药的化学性质。
179.举例说明 根据分子结构 有机磷农药可
分哪几类？
180.有机磷农药的毒性与其分子结构的关系
是怎样的？
181.有机磷农药的毒理性用是怎样的？
182.有机磷农药的中毒症状有哪些？
183.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184.常见有机磷农药的代谢产物是怎样的？
185.有机磷农药中毒致死尸体观察和解剖所
见是怎样的？
186.列表说明有机磷农药中毒致死尸体组织中有
机磷含量。
187.有机磷农药提取的原理和方法与一般不挥发
性有机毒物有何不同？
188.有机磷农药在提取净化过程中需注意
哪些问题？
189.油类检材中有机磷农药如何进行提取净化？
190.血中有机磷农药如何进行提取净化？
191.固体和液体检材中有机磷农药如何进行
提取净化？
192.用醋酸锌法在含脂肪多的检材中提取有机磷，
其原理和步骤是怎样的？
193.有机磷农药实验中需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194.列表说明常见有机磷化学鉴别反应原理、
操作及注意事项。
195.哪些有机磷农药能起偶氮色素反应？
在什么条件下与碱性乙萘酚或萘基乙二胺
发生偶合反应？
196.偶氮色素反应鉴别原理是什么？有哪些常见
毒物可以进行偶氮色素反应？各在什么条件
下进行？注意事项是什么？
197.偶氮色素反应操作中，开始要加锌粉，而后又
要除去锌粉取上清液，各为什么？
198.异羟肟酸铁鉴别反应原理是什么？有哪些常
见毒物可以进行异羟肟酸铁反应？各在什么
条件下进行？注意事项是什么？
199.列表说明常见含硫有机磷薄层显色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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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结果 灵敏度、注意事项。
200.间苯二酚－氢氧化钠薄层显色法适用于哪些
常见毒物？其原理和操作是怎样的？
201.哪些有机磷农药能和间苯二酚－氢氧化钠反
应？除某些有机磷农药外，还有哪些化合物
也能起此作用？
202.氧化薄层色谱中，含硫有机磷农药氯化不完
全，有何影响？如何检验氧化是否完全？
203.列表说明有机磷农药通用薄层显色法种类、
原理操作、灵敏度及注意事项。
204.二氯醌氯亚胺－溴法，除能使含硫有机磷显色
外，还有哪些毒物能显类似颜色？
205.一硫代和二硫代有机磷农药用氯化钯－钙黄
绿素荧光法显色时有何不同？
206.用酶抑制法显现有机磷农药时，应注意
哪些环节？
207.阐述含硫有机磷氧化薄层色谱法原理和
操作方法。
208.有机磷农药显色法各受哪些杂质干扰？
如何排除？
209.双向展开操作时应注意些什么？它与单
向展开法相比较有何优缺点？
210.薄层色谱扫描法原理是什么？举例说明
在常见毒物定性分析中有什么优点？
211.有机磷气相色谱分析常采用何种检测器？
为什么？
212.有机磷的气相色谱分析用外标法定量时，
标准品的含量应如何选择？
213.氢氧化钠－亚硝酰铁氰化钠反应和亚硝酰铁
氰化钠－盐酸反应在原理和方法上有何不同？
各适合哪些有机磷农药的鉴别？
214.血中敌敌畏的气相色谱分析是如何进行的？
215.什么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216.列表介绍常见氨基甲酸酯农药。
217.氨基甲酸酯农药的理化性质是怎样的？
218.氨基甲酸酯农药的毒性如何？其中毒机理和
有机磷比较有何不同？
219.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中毒所见是什么？
220.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体内代谢过程
是怎样的？
221.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中毒在生物体内
含量如何？
222.从呋喃丹中毒兔各脏器及体液中的含量看
口服中毒时，应取哪些检材？
223.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提取、净化应注意
哪些问题？
224.氨基甲酸酯农药化学鉴别常用哪两种反应？
试分别说明之。
225.氨基甲酸酯类农药薄层色谱法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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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具体说明之。
226.氨基甲酸酯农药的薄层显色法是否受
杂质干扰？
227.芳基－N－甲基氨基甲酸酯农药的薄层显
色法是否为这类农药所专有？
228.氨基甲酸酯农药偶氮化合物薄层色谱法是如
何进行的。
229.4－氨基安替比林反应需在什么条件下进行？
230.简述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气相色谱法有哪
两种方法？
231.列表说明常见有机氯农药名称、分子结构
及理化特性。
232.氨基甲酸酯农药的直接气相色谱测定和衍生物
的气相色谱测定有何不同？
233.什么是有机氯农药？
234.有机氯农药的毒性是怎样的？
235.有机氯农药中毒所见有哪些？
236.有机氯农药常用提取净化方法有哪些？
各是如何进行的？
237.磺化净化法适用于哪些农药的净化？操作中
应注意哪些问题？
238.显微结晶法鉴别有机氯农药是怎样进行的？
239.有机氯农药的化学鉴别法有哪几种？
240.有机氯农药的薄层色谱法显色剂有哪几种？
各自显色原理和灵敏度如何？
241.有机氯农药的薄层显色法是否受杂质的
干扰？
242.如何确定混合农药八八九？
243.列表说明常见杀鼠药的名称、结构式及一般
性质。
244.磷化锌的毒性及中毒所见如何？
245.磷化锌中毒应取何种检材为好？
246.磷化锌中毒尸体检材应如何采取和处理？
247.磷化锌定性分析常用方法原理和步骤是怎
样的？
248.在检材中只检出磷化氢，能不能下磷化锌
中毒的结论？为什么？怎样才能确定为磷化
锌中毒？
249.磷化锌与砷化物都可与溴化汞试剂作用，
其原理和操作是否相同？
250.磷化锌定量分析常用方法、原理和步骤是怎
样的？在操作中应注意哪些环节？
251.氟乙酰胺分子结构、理化性质是怎样的？
252.氟乙酰胺毒性及其特点如何？
253氟乙酰胺中毒机理及中毒所见是什么？
251.氟乙酰胺中毒尸体中其含量分布情况
252如何采取氟乙酰胺中毒检材？
256氟乙酰胺中毒后，在内脏检材中是否都能检
出氟乙酰胺？为什么？如何才能较好地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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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57.从生物检材中如何提取净化氟乙酰胺？
25.氟乙酰胺在体内代谢物是什么？其提取净化
如何进行？
259.氟乙酰胺中毒检验中化学鉴别法有哪几种？
其原理和操作各是怎样的？
260.氟乙酰胺化学鉴别法中，异羟肟酸铁反应的酸
度如何控制？还应注意些什么？
261.硫靛反应是氟乙酰胺特有的吗？还有哪些化
合物能起此反应？
262.氟乙酰胺薄层色谱显色有哪些方法？
如何进行？
263.氟乙酰胺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定性定量的
依据是什么？如何进行操作？
264.如何进行氟乙酰胺的气相色谱分析？
265.如何进行氟乙酸的气相色谱分析？
266.如何进行氟乙酰胺和氟乙酸甲酯的
质谱分析？
267.如何用氟离子选择电极法对氟乙酰胺
进行测定？
268.敌鼠及敌鼠钠盐的分子结构及理化
性质如何？
269.敌鼠毒性如何？其中毒机理是什么？
270.敌鼠中毒所见有哪些？
271敌鼠中毒如何采取检材？
272.试述提取敌鼠钠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73.敌鼠或敌鼠钠常用化学鉴别法有几种？
试分别说明。
274.除敌鼠和敌鼠钠外，还有哪些毒物能起
硝化反应？其颜色是否相同？
275.敌鼠的薄层色谱法如何进行显色？
276.敌鼠的紫外光谱是怎样的？
277.敌鼠的含量测定有哪些方法？各怎样进行？
278.五氯酚钠的理化性质是怎样的？
279.五氯酚钠的毒性、中毒所见及体内
过程如何？
280.提取五氯酚钠的原理是什么？
281.五氯酚钠中毒检材如何进行提取？
282.五氯酚钠化学鉴别法有哪些？
试分别说明之。
283.除五氯酚（钠）外，还有哪些农药能起4－氨
基安替比林反应？结果是否相同？
284.五氯酚钠的薄层色谱法是怎样进行的？
285.五氯酚钠的中毒定量方法有哪些？
如何进行？
286.杀虫脒的理化性质如何？
287.杀虫脒的毒性、中毒 所见及体内过程
是怎样的？
288.杀虫脒应在什么条件下提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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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取其他农药的条件有何区别？
289.如何进行杀虫脒的中毒检验？
290.有哪些毒物与萘基乙二胺发生偶合反应？
它们原理与操作是否相同？
291.代森铵的一般介绍及理化性质。
292.代森铵的毒性、中毒所见及体内过程如何？
293.如何进行代森铵的中毒检验？
294.代森铵的黄酸盐反应在操作中要注意哪些
问题？还有哪些化合物能起此反应？
295.矮壮素的理化性质有哪些？
296.矮壮素的毒性、中毒所见及体内过程是
怎样的？
297.矮壮素需在什么条件下提取？能否在酸性或
碱性条件下提取？为什么？
298.如何进行矮壮素的中毒检验？
299.化学物质的毒性与其结构有什么关系？
300.如何进行常见药物的快速检验？
附录I
附录Ⅱ
附录Ⅲ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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