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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职业卫生工作指南》

内容概要

《基层职业卫生工作指南:职业健康监护与职业病诊断》立足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以理论
为基础，深入浅出、系统地描述了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病诊断理论依据、基本原理，以及基层如何申
请相关资质，如何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病诊断工作；在质量控制方面，结合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
病诊断工作的特点，按照ISO9000：2000的要求，就如何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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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经皮肤吸收 人的皮肤常与许多毒物相接触，幸而皮肤有一种不易通透毒物的脂质
，具有一定的屏障作用，将人与外界环境分隔，然而，某些毒物可通过受损的皮肤或经毛囊的皮脂腺
被吸收，足以产生全身致毒作用。 3.经胃肠道吸收 脂溶性毒物常以扩散的方式通过胃肠道细胞膜而被
吸收。胃肠道内的酸碱度是影响毒物吸收的重要因素。一般弱有机酸在胃内呈非离子化的脂溶型者易
在胃内被吸收，如苯甲酸；相反，弱有机碱在胃内不呈脂溶型，故不易被吸收。少量毒物可在胃肠道
被主动吸收，多数毒物则以单纯扩散方式被吸收。虽然脂溶性物质比非脂溶性物质更迅速、广泛地以
扩散方式被吸收。若为剧毒物质，少量的吸收也足以产生严重后果。 二、毒物在体内的分布 毒物被
吸收后，随血液循环分布到全身。毒物在体内分布的情况主要取决于其进入细胞的能力及与组织的结
合力。大多数毒物在体内呈不均匀分布，相对集中于某些组织器官，如铅、氟集中于骨骼，一氧化碳
集中于红细胞。在组织器官内相对集中的毒物随时间推移而呈动态变化。最初，常分布于血流量较大
的组织器官，随后则逐渐转移至血液循环较差的部位。 三、毒物在体内的生物转化 进入机体的毒物
，有的直接作用于靶部位产生毒效应，并可以原形排出。但多数毒物吸收后需经生物转化（主要包括
氧化、还原、水解和结合四类反应），即在体内代谢酶的作用下，其化学结构发生一系列改变，形成
其衍生物以及分解产物，亦称代谢转化。毒物经生物转化后，亲脂物质最终变为更具极性和水溶性的
物质，有利于经尿液或胆汁排出体外；同时，也使其透过生物膜进入细胞的能力以及与组织成分的亲
和力减弱，从而降低或消除其毒性。但也有不少毒物经生物转化后毒性反而增强，或由无毒转变为有
毒。 四、排出 毒物可以原形或其代谢物的形式从体内排出。排出的速率对其毒效应有较大影响，排
出缓慢的，其潜在的毒效应相对较大。 1.肾脏 肾脏是排泄毒物及其代谢物极为有效的器官，也是最重
要的排泄途径。尿中毒物或代谢物的浓度常与血液中的浓度密切相关，所以测定尿中毒物或其代谢物
水平，可间接衡量毒物的体内负荷情况；结合临床征象和其他检查有助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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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层职业卫生工作指南:职业健康监护与职业病诊断》具有理论易懂、实践指导性强的特点，对基层
职业病防治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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