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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食品类专业规划教材：食品毒理学》以实用性为原则，介绍了毒理学的基本概念、理
论以及常见毒物的知识。
全书共分为两篇，第一篇“基础毒理学”部分包括食品毒理学的基本概念、外源化学物在体内的转运
与转化、我国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及毒理学试验的基本操作方法；第二篇“食品中常见毒性物
质的分析”部分包括动物毒素、植物毒素、微生物毒素、工业污染物、农药残留、食品加工与贮藏中
产生的毒性物质等内容。
各章前面安排有“学习目标”、“技能目标”，后面设计有“本章小结”、“案例分析”、“复习思
考题”，便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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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联合作用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化学毒物对机体的交互作用在毒理学上称为联合作用
。
联合作用可分为以下3种类型： （1）相加作用。
联合作用为各个单独化学毒物作用之和。
多见于化学同系物或其毒作用的靶器官相同的情况。
例如大部分刺激性气体的刺激作用和大多数有机磷农药的胆碱酯酶抑制作用。
 （2）协同作用。
联合作用大于各化学毒物作用之和，亦称增强作用、增效作用、相乘作用。
例如四氯化碳和乙醇对肝的作用以及对肝无毒的异丙醇明显增强四氯化碳的肝毒性作用。
 （3）颉颃作用。
联合作用小于各化学毒物作用之和，又可分为化学颉颃作用和功能性颉颃作用。
化学颉颃作用即一种化学毒物在体内与另一种化学毒物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毒性较低的产物，如二巯
基丙醇与重金属螯合。
功能性颉颃作用指两种化学毒物对同一生理参数产生反作用，如中枢神经兴奋药和抑制药之间的反作
用。
在功能性颉颃作用中，引起同一受体兴奋和抑制的，称为竞争性颉颃作用，如烟碱对神经节的作用，
可被神经节阻断剂所阻断。
又如敌枯双在体内代谢生成氢基噻二唑，可取代辅酶工中的烟酰胺，使辅酶I失活。
而化学毒物的毒作用被另一种化学毒物非特异性阻断，即不占有相同受体者，称为非竞争性颉颃，如
阿托品降低胆碱酯酶抑制剂的毒性等。
 （二）化学因素 多种化学毒物同时接触动物会对其生物转化过程中有关催化酶类的活性产生影响，
表现为酶活性的诱导或抑制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催化反应速度的改变。
在生物化学和毒理学范畴内，凡能使一种酶活性增强或含量增多及催化反应速度加速的现象称为诱导
作用。
具有诱导作用的化学物则称为诱导物或激活物。
凡能使酶活性减弱或含量减少及催化反应速度减慢的现象称为抑制作用。
具有抑制作用的化学物称为抑制物。
一种化学毒物与诱导物或抑制物接触后，由于其代谢转化有关催化酶的活性或含量受到影响，化学毒
物对机体的生物学作用也将发生变化。
 1.化学毒物对代谢酶的诱导 （1）主要诱导物及其作用类型 根据诱导物的作用性质可将其分为以下类
型：①苯巴比妥类。
包括许多药物、杀虫剂等，如苯巴比妥、DDT及六六六等可引起肝滑面内质网明显增生，并诱导产生
细胞色素P—450酶。
经诱导物诱导作用后肝体积增大，磷脂合成和微粒体酶蛋白质合成也增加，同时也可刺激mRNA的合
成并降低酶的分解速度。
通常诱导物摄入机体后大约10h出现诱导作用，2～3d达到最高峰，作用持续6d左右。
本类诱导物可诱导范围广泛的氧化活性反应，如戊巴比妥羟化作用、乙基吗啡脱甲基作用等，其结果
使许多化学毒物的生物转化作用明显加速。
②多环芳烃类。
主要包括多环碳氢化学物，如苯并芘、3—甲基胆蒽和2，3，7，8—四氯二苯二噁英（TCDD）等。
其中的TCDD为当前已知的最强诱导物，仅1μg／kg的剂量即可对某些动物体内的代谢酶呈现诱导作
用。
诱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使细胞色素P—450或细胞色素P—448含量增多，但滑面内质网并不增生，也不降
低酶的分解速度。
诱导物摄入机体后诱导作用出现较为迅速，一般为5h左右，1～2d内达到作用高峰，持续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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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维持10d左右。
与苯巴比妥类诱导物相比，可被多环芳烃类诱导物诱导的化学毒物生物转化过程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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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食品类专业规划教材:食品毒理学》适合于高职食品类专业的学生使用，也适合于从事食品
采购、生产、加工、质量控制、储存、销售等环节和岗位的专业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的
教学参考书或职工培训材料，还适合于关心食品安全的普通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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