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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免疫毒理学是一门研究外源物（化学性、物理性和生物性）对机体免疫系统的不良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的学科。
它是随着毒理学和免疫学的迅速发展和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毒理学的重要分支。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知识，主要介绍免疫毒理学的定义、研究范畴、国内外免疫毒理
学发展简史和免疫毒理学研究者所需了解的免疫系统基础理论。
第二部分属总论性质，这部分首先论述免疫毒性的四个方面——免疫抑制、免疫刺激、超敏反应和自
身免疫的特点、发生机制和后果，从机制中引申出时间免疫毒理学，对免疫毒性的非临床评价和临床
评价（包含流行病学调查）及其策略，并提出研究技术发展方向。
第三部分属各论，主要论述发育免疫毒理学、野生动物免疫毒理学，以及化学因素的免疫毒性和生物
与物理因素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同时顾及基础营养成分和生物活性营养物质以及保健食品对免疫系统
的有利影响。
本书既有深入的理论内容，又有各个因素的全面描述，亦有具体的应用性的评价方法和方案，具有科
学性、先进性、实用性。
本书对于高等院校毒理学、环境科学、药物药理学的师生，以及从事公共卫生、卫生监督、食品和药
品监督、兽医和环境科学工作者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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