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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与临床》

前言

　　呼吸系统毒理学包括非临床呼吸系统毒理学研究和临床呼吸系统毒理学研究，是研究呼吸系统毒
物对生物体如何产生毒性作用的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本书介绍了呼吸系统毒理学的基础知
识，如呼吸系统解剖学、呼吸系统生理学、呼吸系统毒性病理学等，重点介绍了呼吸系统中毒的临床
诊断和治疗，以及作用于呼吸系统的常见药物和毒物，尤其对呼吸系统毒理学实验技术和方法作了详
细介绍。此外，还综合介绍了国外最新进展和动态。希望本书对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与临床研究水平
的提高有所帮助，对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质量，尤其是呼吸系统相关的安全性评价质量提高有所促
进。　　参与编写的主要人员虽然都是国内长期从事毒理学基础与临床研究的科技骨干，当中融注了
我们的亲身实践经验和体会，但我们知识有限，实践经验尚需总结和升华，故书中疏漏和缺点在所难
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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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与临床》

内容概要

《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与临床》全面介绍了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治方法。主要内容有：
呼吸系统毒理学概述；呼吸系统解剖学基础；呼吸系统生理学基础；呼吸系统毒性病理学；呼吸系统
中毒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作用于呼吸系统的药物与毒物；呼吸系统毒理学实验技术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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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与临床》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呼吸系统中毒及毒物的基本概念　　某些物质通过消化道、呼吸道或
皮肤黏膜等接触机体或进入机体后，在一定条件下与组织细胞成分发生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作用，引
起机体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导致暂时性或持久性损害，甚至危及生命，这一过程称为中毒
（poisonin9或intoxication）。毒物引起呼吸系统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的过程称为呼吸系统中毒
（respiratory poisonin9或respiratory intoxication）。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化学物质越来越
多。据欧洲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估计
，有5 000～10 000种化学毒物在市场上销售。全世界由于各种事故和职业危害而中毒死亡者数以百万
计，经济损失5 000亿美元以上。如：1968年日本九州市在生产米糠油过程中混人多氯联苯，民众食后
发生中毒，实际受害者达13 000人；l972年河北某工厂加工硝酸铵，不慎发生火灾，约2 500人发生急性
氮氧化物中毒；1995年3月20日，日本东京地铁发生重大沙林毒气中毒事件，约5 500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治疗。　　一氧化碳、有机磷农药、氯气、硫化氢、苯的氨基或硝基化合物等，仍是当今危害性很大
的毒物。从发展趋势来看，不论是生活性中毒，还是职业性中毒，新毒物的中毒都大大增加了。如新
除草剂、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新杀鼠药、地西泮（安定）类药、环类抗抑郁药、抗癫痫药、工业塑
料发泡剂中毒，以及化学性食物中毒等明显增加。对这些中毒患者的救治是医疗救护工作中更加艰巨
的任务。　　在短时间内，一次性经呼吸道吸入、经口摄入或经皮肤吸收比较大量的毒物引起的中毒
，称为急性中毒（acute poisoning）。在较长时间中，如数月、数年，比较少量的毒物接触或进入人体
引起的中毒，称为慢性中毒（chronic poisoning）。介于急性中毒与慢性中毒之间的，称为亚急性中毒
（subacute poisoning）。但急性中毒、亚急性中毒、慢性中毒三者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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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与临床》

编辑推荐

　　《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与临床》介绍了呼吸系统毒理学的基础知识，如呼吸系统解剖学、呼吸系
统生理学、呼吸系统毒性病理学等，重点介绍了呼吸系统中毒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以及作用于呼吸系
统的常见药物和毒物，尤其对呼吸系统毒理学实验技术和方法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还综合介绍了国
外最新进展和动态。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
用。

Page 7



《呼吸系统毒理学基础与临床》

精彩短评

1、　　  就这本书，本身只是一大堆资料收集整理一下。也没有提出创新的观点。对实际的实验的帮
助也不会很大。
　　 国内呼吸毒理学的方法基本没有什么建立和研究，空间很大。这本书也就拿来补习一下基础的知
识。其他的东西还是自己找文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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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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