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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环境毒理学的实验基础理论和方法以及新兴现代毒理学技术。
各位编者在长期实践所用讲义的基础上，参考了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版的有关环境毒理学教材与实验技
术的教材和专著，结合近年来环境毒理学的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者对于实验指导书的强烈要求编写而
成。
本书分为三篇：环境毒理学常用研究方法，基础毒理学实验，综合性毒理学实验。

本书可作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亦可作为科研人员的研究实验用书和相关专业人士的培
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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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选择受试对象要考虑的因素 受试对象为动物时要考虑种属、品系、窝别、性别、
年龄、体重、健康状况及病理模型的病情轻重等。
受试对象为人时，除种族、地域、性别、年龄等一般条件外，还需着重考虑社会因素，如职业、爱好
、生活习惯、居住条件、经济状况、家庭情况和心理状态等。
受试对象为离体器官、组织或细胞时，要考虑采样部位、取样条件、新鲜程度、保存方式及培养条件
等。
 3.受试对象的标准化 受试对象的标准化，即要在设计中明确规定受试对象的组成、标准、来源及选择
方法等方案和条件，并在研究的全过程中不轻易变动。
受试对象的标准化对研究结果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
受试对象应根据研究目的而定，设计时应提出确定选择标准的依据或理由。
如受试对象为病理模型动物，应制订出形成病理模型的常规方法、病理强度以及强度的判定标准。
若受试对象是健康的动物，如研究各种正常的常数或生理、生化正常值等时，应制订出样本选择方案
，以及做哪些检查以排除某些可能有干扰的因素。
 4.受试对象的均衡性 受试对象的均衡性是指全部受试对象在各方面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好则均衡
性越高。
均衡性高的优点是受试对象背景一致，个体差异所致的误差较小，易于将实验效应突出地显示出来，
而且研究结论明确；但需注意的是受试对象越均衡集中，研究结论的推广与适用范围就会越窄。
 另外。
在进行毒理学研究时还要考虑受试对象的例数，即样本量或样本大小的问题，如每组的动物数、细胞
数、平皿数等。
 3.1.1.3实验效应 实验效应指的是处理因素作用于受试对象产生的结果。
 一般是通过适宜的、具体的、客观的指标来进行观察、检测。
选定实验指标和测定方法是科研设计中至关重要的问题，通常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指标的有效性 指选用的指标与研究目的之间有本质联系，能确切地反映出处理因素的效应，这是作
为研究指标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
通常应以专业知识为基础，通过查阅文献或理论推导来确定指标的有效性，但最可靠的办法还是通过
预实验或用标准阳性对照来验证指标的有效性。
 2.指标的客观性 要尽量选用客观的指标，如体重、病理切片和大多数化验数据等，因为客观指标不容
易受主观因素影响；通过受试对象的回答或症状描述得到的，以及研究人员自行判断或通过体检所获
得的结果都是主观指标。
主观指标易受到受试对象和研究人员的心理状态、启发暗示和感官差异的影响，由此得出的实验结果
说服力大大下降，在科研设计中尽量少用主观性指标。
有时一些指标看似客观，实际上却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如眼底镜的检查、细胞形态学检查等，可由检
查人员掌握标准不同而异。
为了消除和减少在指标观察过程中的偏性（bias），在研究中要采用盲法（blinding）。
如果研究者知道分组情况，而受试对象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组，称单盲法。
如果研究者和受试对象都不知道每个对象分配到哪一组，这需要第三者来负责安排、控制整个实验，
则称双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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