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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 ( toxicology ) 是一门研究外源性因素

(化学、 物理、 生物等) 对生物系统有害作用的应用

学科, 是研究化学物质对生物体的毒性反应、 严重程

度、 发生频率和毒性作用机制的科学, 也是对毒性作

用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的科学。 毒理学是医学院校主

要针对预防医学专业开设的基础课程, 包括职业毒

理、 食品毒理、 环境毒理等分支。 自各大高等院校开

设通识课以来, 很多设置医学类专业的大学开设了生

活中毒物这门通识课, 主讲教师大多来自公共卫生学

院, 选课学生很多来自非医学类专业, 本课程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以科学普及为主。 由于生活中的毒物涉

及范围很广, 除了化学毒物还有各类生物毒素, 除了

关注环境健康还涉及食品安全等领域的问题。 因此,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各种毒物的共性问题, 离不开毒理

学的基础知识。 在生活中毒物的通识课教学中, 如何

渗透毒理学的基础知识, 使学生能举一反三地掌握学

习内容, 现将我们总结的教学经验与同仁们探讨分享。

1　 毒物的概念

毒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以较小剂量进入生物体后

与生物体间相互作用, 发生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

应, 并导致生物体器官组织功能和形态结构损害, 甚

至危及生命的化学物[1] 。 毒物的毒性大小由其本身的

化学结构决定。 生活中接触毒物的机会很多, 毒物可

以是固体、 液体或气体等形态, 理解毒物的关键是让

学生了解剂量的概念, 即毒物与非毒物无绝对的界

限, 只是相对而言。 广义上讲, 没有绝对有毒和绝对

无毒的物质, 任何外源性化合物达到一定剂量后均可

成为毒物。 有些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过量摄入也会影

响身体健康, 如氟过量会引起氟骨病; 过量服用维生

素也不安全[2] , 超量维生素 C 可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甚

至导致先天性坏血病; 人体赖以生存的氧气和水在过

量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氧中毒和水中毒。 反之, 一般认

为毒性很强的砒霜、 氰化物等化合物, 还是临床上常

用的药物。 如鸦片早期在医学上被用于痢疾和霍乱的

治疗, 因其具有使人虚弱等不良作用而被限制吸食。
因此, 确定所谓毒物必须考虑接触剂量、 途径、 时间

及影响因素, 这对学生理解毒物的概念至关重要, 否

则很容易走入认知误区。

2　 毒物的分类

生活中的毒物种类繁多, 根据使用目的不同, 毒

物的分类方法也不尽相同, 可按毒物的毒理作用、 化

学性质、 应用范围分类, 或按毒物的来源、 用途和对

机体的作用采用混合分类的方法。 生活中毒物的参考

书籍会根据不同的目的或读者对象采用不同分类方

法, 针对专业人员采用毒物的毒理作用、 化学性质两

种分类方法较合适; 针对学习通识课的学生, 依毒物

的化学性质和应用范围分类更为合适。 在通识课教学

中学生按毒物的用途整理思路, 便于记忆, 更重要的

是今后在毒物的接触过程中能起到提醒和警示作用;
同时讲解常见毒物的警示标识, 告知正确使用和妥善

处理的方法, 避免中毒的发生。

3　 毒物的接触机会和吸收途径

毒物的应用范围与接触机会密切相关, 一般人群

较少接触工业性毒物; 而农业毒物引起的中毒时有发

生, 说明农药管理尚存在隐患。 生活毒物的接触机会

无处不在, 渗透至生活的各个环节。 如煤气、 杀鼠

剂、 消毒剂等, 这些毒物最大的特点是 “ 触手可

及”, 经呼吸道、 消化道和皮肤途径均可吸收, 人们

应随时提高警惕。 如家装中可能接触含苯有机溶剂、
治病的偏方中可能摄入重金属, 对这些真实案例的剖

析讲解, 可使学生深刻体会到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和实用性。 此外, 生活性中毒多为隐匿性中毒, 常常

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难以寻找到中毒的原因, 需要一

·374·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23 年 10 月第 36 卷第 5 期　 　 Chinese
 

J
 

Ind
 

Med　 Oct
 

2023, Vol. 36 No. 5



定的专业知识和强烈的预防意识防患于未然。 因此, 在

教学中可以通过学生对生活环境可能发生的中毒隐患或

案例的分享, 提高教学成效,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中毒的剂量-效应关系

剂量、 剂量-效应关系和剂量-反应关系是毒理学

最重要的概念。 剂量-效应关系指有毒物质作用于生

物体时的剂量与个体出现特异性生物学效应的定量强

度之间的关系, 即毒物外暴露剂量、 内暴露剂量、 生

物有效剂量、 中毒剂量及致死剂量间的关系。 在教学

中重点讲解半数致死量(LD50)的概念, 通过动物实验

小视频, 使学生观察到随着染毒剂量的增加, 导致中

毒病情加重及致死率的升高, 深刻理解毒物达到一定

的剂量才可能中毒或致死, 剂量是引起中毒的关键要

素之一[3] 。 在通识课中讲解剂量-效应关系和剂量-反应

关系, 有助于学生了解一次少量接触毒物不一定导致中

毒。 我院中毒门诊就医的患者常被此类情况困扰, 如因

不慎打碎温度计担心汞中毒而引起焦虑, 进而导致失眠、
恐慌, 甚至抑郁的严重后果。 只有深入普及中毒的基本

知识, 方能避免 “疑病症” “恐毒症” 的发生。

5　 中毒的预防与处置

生活性中毒多由盲目偏信所谓的 “灵丹妙药” 造

成, 如服用网购偏方、 口服外用药、 长期服用养生丸致

多种重金属中毒, 还有家居中可能存在生活中毒物等。
任何途径吸收中毒均应就近处理, 尽快脱离毒物接触;
特别是出现身体不适应尽早就医, 采取彻底清洗皮肤或

洗胃等措施减少毒物的继续吸收, 使用驱毒特效药物加

速毒物的排出等。 在通识课教学中, 请学生分别扮演患

者和医生, 掌握常见急性中毒的应急处置方法, 尤其是

学会自我保护, 如发生刺激性气体或窒息性气体中毒事

件时, 应在做好个体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再予施救。
综上所述, 在生活中毒物通识课教学中, 应当将

毒理学知识作为讲授各类生活性毒物的基本要点贯穿

于整个教学过程。 认识到毒物的危害、 意识到生活中

可能接触毒物的机会, 有效预防中毒事件的发生。 群

体性中毒事件的现场处置非常关键, 通过通识课教学

使学生及广大民众了解最快、 最有效的处置方法是今

后科普教育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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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次人才项目培训对象均为各单位的中青年业务

骨干, 参与培训的主观意愿及需求比较强烈, 大部分

以提升个人业务能力和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为主。 工作

单位的重视程度和主观提升相关业务能力是影响调查

对象参加培训的主要因素。
对既往培训情况调查发现, 调查对象获得职业病

防治相关知识以本单位或上级单位组织学习为主。 我

国高等医学院校的教育存在临床与预防学科相互分

离、 尚无独立设置的职业医学专业等实际问题[1] ,
从事职业病防治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在校期间未获得

全面系统的学习, 因此工作期间参加职业病相关知识

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这也符合调查对象参加培训的

需求意愿。
本次调查对象认为既往培训的最大问题是内容单

一、 次数较少, 对于今后的教学方法期望以实践操作

和案例分析为主, 并且更愿意选择有实践经验的讲师

进行授课。 提示在今后培训课程的设计中, 应在基本

理论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基础上, 加大实践操作的比

重, 并采用学员认可的 “案例分析” 的形式, 使理

论和实践有机融合, 将授课内容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

式传授给学员, 达到良好的培训效果。
由于基层疾控中心受人员编制的影响, 专业卫生

技术人员匮乏[2] 。 在今后培训过程中应灵活安排培

训时间, 在不影响培训对象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尽可

能采用短期半脱产的培训方式, 提升学员的参与积极

性。 通过创新培训方式, 做好培训的总结与考核工

作, 提升培训质量, 使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工作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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