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的危害与风险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的危害与风险评估>>

13位ISBN编号：9787122092755

10位ISBN编号：7122092755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滕葳　等编著

页数：410

字数：54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的危害与风险评>>

前言

人类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自己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危害。
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使人们在享受工业文明创造的丰硕果实的同时，也
遭受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危害。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查明“骨痛病”、“水俣病”的成因，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
重金属污染对食品和人类健康的危害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许多有毒
有害的重金属污染物质，通过农业生产在食物链吸收浓缩，达到了令人忧心的地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约400亿吨／年，其中工业废水排出镉、汞等重金
属2700t左右。
我国20％以上的耕地、90％以上的城市河流、75％以上的湖泊、50％以上的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污染。
重金属污染元素以其特殊的化学特性，对环境、农产品等的污染具有持久性和强烈的生物毒性。
多年来，预防和避免重金属污染，一直是环境保护、农业生产、食品安全等科学工作者研究的重点方
向之一。
近几十年来，由于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污水灌溉、工业废渣与垃圾填埋渗漏和大气沉降等污染的
加重，造成了重金属污染的日趋严重。
重金属污染，可改变土壤化学组成，直接或间接地破坏土壤的生态结构，并通过土壤-作物系统迁移累
积，进而影响农产品安全乃至人体健康。
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数百万吨。
重金属污染导致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已对我国的环境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的危害与风险评>>

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和农作物的危害，农产品中重金属污染物的来源、迁移、转化及富
集，土壤环境重金属背景值和重金属容量等内容，并通过实例介绍了重金属污染危害及其重金属污染
元素对农业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危害与风险评估方法。
使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重金属污染对人体、环境和农作物污染的规律、污染的现状和危害症状，了解
和掌握在环境与农产品生长过程中如何避免重金属污染危害的方法。
     本书可供从事农产品与食品安全生产、管理、检测、环境监测与管理等工作的人员阅读，也可供高
等院校食品、土壤环境、植保、食品安全等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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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流行病学研究的设计和解释以先验的假设为基础，即假设某一暴露和该暴露下产生的有害作用
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
一般该假设来源于动物毒性数据，流行病学研究的潜在价值在于观察高剂量动物试验与人类摄人量间
的关系。
发展了暴露－效应因果关系的标准，该标准包括了这种联系的强度、牢固性、特异性、暂时性、剂量
效应关系、合理性以及一致性。
影响流行病学数据质量的因素可分为两类：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
随机误差指测定暴露量和产生的效应时缺乏精度或不准确。
随机误差影响研究的统计学水平，并可能导致其无法描述较弱的结果。
相反，系统误差可能会使由研究结论产生偏差或曲解。
偏差可归为数据偏差和混淆性偏差。
这种偏差可能会导致错误判断。
与随机误差不同，理论上可以通过合适的研究方案设计、操作和分析来消除系统偏差。
（2）风险评估 控制人体研究以两种方法进行：耐受性评估，明确化学物在体内的新陈代谢和毒性动
力学，这种研究的明显特征为暴露量（或剂量）被研究者所控制。
因此，也克服了流行病研究的主要弱点。
对试验志愿者进行食品化学物研究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化学物质的新陈代谢和毒性动力学，而不
是鉴定其危险性。
一种物质通过了一定范围的检测，那么评估它的预期耐受性或给予稍微高的暴露量则是可接受的。
耐受性研究时，让一组受检者摄人某种物质的被认可最高剂量，从总体上筛选健康效应。
耐受性研究事实上是临床试验，因此，对照组的设计是该研究的要点，耐受性研究的重点是观察对试
验动物有不利影响的敏感性和安全标志。
例如，血浆中胆碱酯酶的抑制程度，低水平高铁血红蛋白的产生，或微粒体酶的诱导合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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