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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污染化学》

前言

　　13年前本人曾出版了一本《有机污染物化学》作为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该书取材于1983年开始
给研究生讲课的内容，几经修改、补充、完善，于199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值得欣慰的是该书被不
少科研院所和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并于1995年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1998年又获科技进步
二等奖（教材类），得到了国内同行们的认可。　　历经多年，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深感该书的内
容急需更新。经我校研究生院推荐，教育部组织专家评议，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会议审定，将该书正式列为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为了写好这本书，
我们还组织了国内有关专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的专家包括大连理工大学陈景文教授、清华大学
魏东斌博2、北京师范大学刘新会博——2、华南理工大学吴纯德博士、暨南大学钟萍博2、中科院南海
研究所林志芬研究员等。专家们对该书的内容及章节结构都进行了具体论证，为该书撰写的框架奠定
了基础。　　经讨论，决定将该书分为三部分，共二十五章。第一部分为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行为，这
是有机污染物的基础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有机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所谓迁移，指污染物在环境中
的物理过程，在此过程中，污染物的结构未发生变化，包括污染物的分配、溶解、挥发、吸附等过程
；所谓转化，即有机物的生物化学过程，在此过程中，污染物的结构发生变化，包括光降解、水解、
氧化还原和生物降解、富集等过程。主要阐明有机物在环境中的过程机制。在这一部分，作为案例，
我们还将污染物在河流、湖泊、地下水的变化过程纳入其中，加入一些物理和数学模型，以便更深入
地评价有机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行为。　　第二部分是关于有机物结构一性质／活性相关。有机污染化
学发展至今，已呈现出由描述性向推理性、由定性向定量、由宏观向微观发展的趋势，因而，对分子
结构特征的定量描述并阐明生物、化学等过程的重要规律，自然成为有机污染化学基础研究的重要范
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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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污染化学》

内容概要

《有机污染化学》为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
《有机污染化学》分为三部分，共二十五章。第一部分系统阐述了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过程机制（包括
分配、吸附、生物富集等物理过程以及光降解、生物降解、氧化与还原等生物与化学过程）和迁移转
化行为模型；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有机污染物定量结构-活性关系的理论、实践及最新进展，内容包括
分子拓扑学方法、量子化学方法、三维结构-活性关系方法、人工智能技术等理论及应用实践；第三部
分对典型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与二噁英、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等进行了分类介绍，并对化
学品风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全书在介绍较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着重介绍国内外有
机污染化学领域的最新进展。
《有机污染化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与化工、药物等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供
相关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同时可为环境管理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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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的多环芳烃的分离17.7.5　烟草及烟草焦油中多环芳烃的富集17.7.6　煤液化油中多环芳烃的富
集17.7.7　煤焦油及大气飘尘中含氮多环芳烃的分离与富集17.7.8　石油中杂环PAH的分离与富集17.7.9
　石油中碱性组分的分离与富集17.7.10　烟草烟雾冷凝物中含氮PAH的富集17.7.11　燃起发生器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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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硫PAH的富集17.7.12　合成燃料中PAH及杂环PAH的分离与富集习题参考文献第十八章　有机金
属化合物18.1　引言18.2　环境中有机金属化合物的形成机理18.3　环境中的有机汞化合物18.3.1　有机
汞化合物的应用18.3.2　无机汞的甲基化18.3.3有机汞在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18.3.4有机汞的生物活
性18.4　环境中的有机锡化合物18.4.1　有机锡化合物的应用18.4.2　无机锡的甲基化18.4.3　有机锡在
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18.4.4　有机锡化合物的生物效应18.5　环境中的有机铅化合物18.5.1　有机铅化合
物的应用18.5.2　无机铅的甲基化18.5.3　环境中有机铅的迁移和转化18.5.4有机铅的摄入和生物效应习
题参考文献第十九章　酚类化合物19.1　引言19.2　环境中酚类化合物的来源19.3　酚的物理、化学及
生物行为19.3.1　酚的吸附19.3.2　酚的挥发19.3.3　酚的化学氧化和水解19.3.4　酚的光解19.3.5　酚的
生物转化19.3.5.1　氯酚的微生物降解机制19.3.5.2　五氯酚土壤环境中的降解19.3.5.3　五氯酚在生物体
内的降解代谢19.4　酚类化合物在环境中的残留19.4.1　酚在大气和水中的残留19.4.2　酚在沉积物中的
残留19.4.3　酚在水生植物和无脊椎动物体内的残留19.4.4　酚在鱼体内的残留19.5　酚类化合物的毒
性19.5.1　酚对水生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毒性19.5.2　酚对鱼的毒性19.5.3　酚对人类健康的影响19.6　
酚类化合物的分析19.6.1　4-氨基安替比林比色法（4-AAP）19.6.2　EPA604法习题参考文献第二十章
　硝基芳烃和芳胺20.1　来源20.1.1　硝基芳烃的来源20.1.2　芳胺的来源20.2　物理化学性质20.2.1　硝
基芳烃的主要物化性质20.2.2　芳胺的主要物化性质20.3　毒性20.3.1　硝基芳烃的毒性20.3.2　芳胺的
毒性20.4　降解行为20.4.1　硝基芳烃的降解20.4.2　芳胺的降解20.5　小结习题参考文献第二十一章　
多氯联苯与二噁英类物质21.1　多氯联苯21.1.1　多氯联苯的分子结构与命名21.1.2　多氯联苯的理化性
质21.1.3　多氯联苯的生产、应用与排放21.1.4　多氯联苯的环境行为21.1.5　多氯联苯的环境残留水平
与人类暴露21.2　多氯代二噁英21.2.1二噁英的结构与性质21.2.2二噁英的环境来源21.2.3二噁英的环境
残留21.2.4　二噁英的环境行为21.2.5　二噁英的食品污染21.3　多氯联苯与二噁英的毒性效应21.3.1多
氯联苯与二噁英的毒性效应21.3.2　二噁英类物质的分子毒性机理21.3.3　二噁英类物质的等价毒性系
数方法习题参考文献第二十二章　石油烃类污染物22.1　石油烃类的大气污染22.2　石油烃类的地表水
与海洋污染22.2.1非生物过程22.2.2生物过程22.2.3石油在地表水环境中归趋的分析研究实例22.3　石油
烃类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22.3.1石油烃类物质进入土壤环境的途径及存在状态22.3.2石油烃类污染物对
土壤生态环境的危害22.3.3石油烃类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习题参考文献第二十三章　有机农
药23.1　引言23.2　农药对大气的污染23.2.1　大气中的农药来源23.2.2　农药进入大气的方式23.2.3　农
药在大气中的行为23.3　水环境中的农药23.3.1　地面水中农药的来源23.3.2　影响农药进入水环境的因
素23.3.3　地面水中农药的生态意义23.4　土壤中的农药23.4.1　土壤中农药的来源23.4.2　土壤中农药
的残留23.4.3　影响土壤中农药残留的因素23.5　有机氯农药23.5.1　DDT及其类似物23.5.2　林丹23.6　
有机磷农药23.6.1　磷酸衍生物23.6.2　硫代磷酸衍生物23.6.3　二硫代磷酸衍生物23.6.4　膦酸类的衍生
物23.7　有机氮农药23.7.1　西维因23.7.2　涕灭威23.7.3　氯苯胺灵23.7.4　苯菌灵习题参考文献第二十
四章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EDCs）24.1　环境中的内分泌干扰物质24.1.1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含
义24.1.2内分泌干扰性物质的环境来源24.1.3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分类24.2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
生态与健康效应24.2.1　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24.2.2　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24.2.3　对肿瘤发生的影
响24.2.4　对神经系统的影响24.2.5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24.2.6　其它影响24.2.7　影响毒性效应的因
素24.3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分子毒性机理24.3.1　雌激素受体作用机理24.3.2　雄性激素受体拮抗作
用机理24.3.3　其它受体作用机理24.3.4　干扰细胞信号传递途径24.3.5　干扰胚胎发育过程的基因表
达24.4　环境分泌干扰物质的鉴别与筛选24.4.1　内分泌干扰活性的评价方法24.4.2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质的结构-活性关系24.4.3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综合筛选与评价习题参考文献第二十五章　有毒化
学品的风险评价25.1　风险评价概述25.1.1　基本概念25.1.2　学科领域与应用范围25.1.3　预测性风险
评价与回顾性风险评价25.2　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25.2.1　前言25.2.2　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过程25.3　
暴露评价25.3.1　暴露评价的内容25.3.2　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过程25.3.3有机污染物迁移、转化与归宿分
析25.3.4　暴露途径分析25.3.5　影响暴露的因素25.3.6　暴露计算25.4　效应评价25.4.1　生态效应评
价25.4.2　毒理学效应评价25.4.3　剂量-效应关系评价25.4.4　流行病学数据的应用25.5风险表征25.5.1　
概述25.5.2　定性的风险表征25.5.3定量的风险表征25.5.4　不确定性分析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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