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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科学家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大部分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力学术刊物上。
长期以来，最新的知识总是在精通英语的发达国家首先传播，被他们的企业优先应用，率先开发出新
性能、更安全的新产品，迅速占领不发达的国家（如我国）的市场。
我们之所以总是不得不跟踪别人的技术，自己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这种局面不改变，中国的产业界和学术界将永远处于劣势地位。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是我们这个被叫做“科学家”的群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由于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要求中国的企业家、负责产品设计和技术开发的研究人员以及科技管
理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及时跟踪阅读国际学术刊物的相关英语论文，不是一个很现
实的解决方案。
因此，如果各个领域都有人组织专家，及时收集整理、归纳分析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编写出
版有系统、成体系的中文书籍，把最新的知识提供给国内的需求者，如教育工作者、在学的研究生、
大学生、中学生、产业界的新产品研发者、政府管理人员、政策制定和执行人员、科学普及者、基础
科研人员、技术研发人员等，就会大大缩短有效利用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来发展先进技术的周期，有助
于我们抢占先机，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这套《纳米安全性丛书》，就是基于这个想法的一次尝试。
　　从国家利益来讲，基础研究不仅需要在国际公认的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高质量研究论文，也应该
为国内纳税人及时提供系统的知识财富，尤其是便于那些国际化程度还不很高的大量的中国企业尽早
使用。
　　因此，我们在完成国家“973”项目研究的同时，组织全国十余个研究机构的一线科研人员负责收
集整理国内外陆续发表的与纳米安全性相关的最新资料，近百人参与了这套（10本）纳米安全系列中
文书籍的编写工作。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为读者提供最为广泛的纳米材料的毒理学知识和安全性应用的基础知识，包含
了在我国大规模生产和使用的纳米材料、生产规模还不大但是安全性争议很大的纳米材料、.自然界没
有而是完全人造的纳米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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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纳米毒理学与安全性研究方法》从纳米毒理学与安全性研究中的材料表征技术、前处理方法、
生物样品中纳米材料的检测技术、动物实验、细胞实验和分子水平的研究几个方面对现有的资料进行
总结，探讨纳米材料与常规材料毒理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提出了纳米毒理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这对于规范目前的纳米毒理学研究、制定纳米材料安全性评价标准具有参考价值。
　　《纳米毒理学与安全性研究方法》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从事纳米毒理学、纳米生物效应研究和纳米
技术相关标准制定的研究生和科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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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子吸收光谱法是一种通过测量元素气态原子对光辐射吸收以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
这种方法根据蒸气相中被测元素的基态原子对其原子共振辐射的吸收强度来测定样品中被测元素的含
量。
原子吸收光谱仪器由光源、原子化器系统、分光系统、光电检测及显示系统等部分组成。
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样品中被测元素的原子化是整个分析过程的关键环节。
实现原子化的常用方法有两种：火焰原子化法和非火焰原子化法。
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石墨炉电热原子化法。
原子吸收光谱仪结构较简单，光源为空心阴极灯，分光系统由分辨率一般的单色器组成，火焰原子化
器和石墨炉原子化器系统的技术都比ICP-MS的简单，既经济又易操作。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的检出限一般在ng／mL级，由于石墨炉原子化效率高，它的检出限比火焰原子化
高4～6个数量级。
原子吸收光谱是元素的固有特征，光谱谱线重叠干扰的可能性很小。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是一种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的分析方法，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气相色谱或液相色
谱等其他方法联用还可进行元素的形态分析。
但它的主要缺点在于一次只分析一个元素，分析速度慢。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光源为空心阴极灯锐线，用普通的分光单色器分离开待分析元素
的光谱线，通过样品原子化的蒸气相，被待分析元素共振吸收，通过吸收强度来测定试样中被测元素
的含量。
无论锐线光源还是原子化器中原子线的谱线宽度，所测量到的谱线由于多普勒变宽效应都被加宽，但
谱线的中心位置没有发生位移，因而，在实际应用中，用峰值吸收测量法简便又切实可行，吸收系数
正比于原子吸收池内原子蒸气的浓度，在标准曲线法进行测定时，浓度是已知的，只需测定在分析谱
线峰值吸收处的吸光度值，根据吸光度与待分析样品浓度之间的线性关系就可计算分析样品的浓度。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的定量方法：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是一种相对分析方法，用校正曲线进行定量。
常用的定量方法有标准曲线法、标准加入法和浓度直读法。
标准系列与被分析样品组成的精确匹配、标样浓度的准确标定、吸光度值的准确测量是分析工作者一
向比较重视的，而对校正曲线的正确制作和使用对获得准确测定结果的重要性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被分析样品组成相匹配的标准物质不易得到时，可用标准加入法：在几份等量的被分析试样中分别
加入不同量的被测元素的标准溶液，因基体组成相同，可以自动补偿样品基体的物理干扰和化学干扰
，提高测定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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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丛书组织全国10余个研究机构的一线科研人员，近百人参与搜集、整理、编写工作。
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最为广泛的纳米材料的毒理学知识和安全性应用的基础知识：包含在我国大规模
生产和使用的纳米材料，生产规模还不大但是安全性争议很大的纳米材料。
自然界没有而是完全人造的纳米材料等。
并希望能够为保障国家纳米科技整体发展所需的安全性和国际竞争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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