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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绿色精细化工概论》以绿色化学化工的基本原则为主线，简要阐述了绿色精细化工的基本原则
和一些绿色技术。
全书共分九章，主要包括绿色化学的定义、绿色精细化工的基本原则及评估准则、安全精细化学品的
设计、精细化工中的绿色溶剂及无溶剂体系、生物质精细化工原料、生物技术及其在精细化工中的应
用绿色精细有机合成新方法、精细化工中的绿色催化、绿色化工工程技术及其在精细化工中的应用。
《绿色精细化工概论》内容丰富，选材新颖，特色鲜明，突出理论，注重基本定义、特点、基本原理
和基本方法。
　　《绿色精细化工概论》可作为应用化学、化学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科书，
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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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安全精细化学品的设计　　3.1　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了解化学物质
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是设计安全精细化学品的前提。
　　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与它们的性质有关，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衡量。
了解了这些指标，我们在设计一个新的绿色精细化工过程和产品时，就会尽可能选择对生态环境和人
类健康影响小的化学物质。
同样，为了减少或消除现有工业过程和产品对环境的污染，我们也会采用对环境影响小的替代化学物
质。
　　化学物质进入环境中会对水质、空气质量、土壤和动植物健康产生影响。
当人们处在含化学物质的环境中时，这些化学物质就可通过皮肤接触、呼吸和饮食三种途径进入人体
。
进入人体的化学物质量受它们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影响。
表3-1给出了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化学物质的性质。
　　通常，在评估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时，首先需要知道它们的基本物理
化学性质，以确定它们是气态，液态还是固态以及在各相中的分配比例等，即确定它们在环境中的存
在状态，然后，考察这些化学物质的持久性、生物积累和毒性三个指标。
将影响化学物质在环境中存在状态的性质与化学物质的排放量相结合，就可以估计它们在环境中的浓
度。
这样，就可以估计人体在环境中与化学物质的接触情况。
当知道了这些化学物质的毒性后，它们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性也就可以评估了。
　　然而，精确评估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难度很大，需要考虑的化学物质的性
质和不确定因素太多。
有些指标难以精确量化。
例如，在持久性评估时，必须考虑化学物质在空气中的化学反应速率、在水环境中的反应速率以及在
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速率，或者它们在大气、水中的半衰期和生物降解的半衰期；在评估毒性时，必
须进行多种生态毒性和人体毒性测量，还包括致癌性和生物多样性等。
由于评估涉及的面很广，对各个指标的重要性认识也各不相同，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大家公认的
估计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的方法。
但是，我们可以采用等级分类的办法，将化学物质的持久性、生物积累性和毒性分为高、中、低三级
，这样就可以评估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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