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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医学与毒理学的研究动向

徐厚恩

(北京医 科大学
,

北京 1 0 0 0 8 3 )

〔摘要〕 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环境科学考察团访问加拿大
、

日本的基本情况
,

分析我 国环境科

学的差距与优势
,

提出应发挥我们在人才
、

资源
、

人群研究方面的某些优势
,

自上而下地组织一

些重大综合性研究课题
,

如低浓度
、

混合污染对健康和生态影响的机理
、

评价方法与污染控制工

程
。

[关健词〕 环境医学
,

毒理学
,

优势
,

综合研究

1 研究热点和重要研究课题

通过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 S C O P E ) 的有关丛书
,

和 1 9 9 6 年访问加拿大
、

日本

等国所了解的情况
,

分析当前国际上环境医学与毒理学的研究热点至少有两个方面
:

一是低

浓度
、

混合污染的毒作用机理和危险性评价的方法学研究
; 二是全球环境变化对健康和生态

的影响
。

与此有关的重要研究课题
,

如
:

( l) 水中持续污染物
、

沉积物 (有机氯化合物
,

汞
、

锅重金属等 ) 的低浓度污染
,

对水生生物和人的染色体
、

内分泌功能
、

脑神经细胞影响的生

态毒理学和环境毒理学研究
; ( 2) 汽车尾气和酸雨造成的遗传

、

生殖和免疫的毒理学研究
;

( 3) 紫外线过量照射的毒理学研究
。

以上研究既是基于当今全球存在的影响人类健康和地球生态的环境问题
,

也是对经济持

续发展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动向
,

值得我们关注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 开展综合性环境问题研究和国际协作
。

环境医学
,

特别是毒理学
,

包括基础毒理学
、

环境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 3 个与环境问题更为密切的基础分支学科
,

是环境科学综合性研究

课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学科
。

在全球环境协作研究中
,

为解决臭氧层破坏
,

紫外线过量照射

诱发皮肤癌的分子机理
,

日冰国立环境研究所环境健康部用敏感的转基因小 鼠研究了 U V B

过量照射诱发皮肤癌的剂量效应关系
。

为解决水中持续污染物 (有机氯
、

重金属 ) 低浓度污

染对水生生物染色体损伤的观察
,

加拿大
“
国家水研究所水生态保护组

”
和

“

大湖鱼与水科

学实验室
”

合作
,

用虹缚鱼肝微核检测评价水中环境遗传毒性物质的影响
。

即使在环境工程

效果研究中
,

国外也很重视基础学科在综合性环境研究中的作用
。

如 日本东京大学生产技术

研究所环境与化学工程实验室
,

将水环境 中未确定微量污染物的细胞毒性作为工程效果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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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标之一
。

环境科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

只有重视各分支学科间的渗透和组织

好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

才能促进这类学科的发展
,

取得更佳的研究效果
。

我们目前的某些管

理体制还难以更好地发挥和适应组织好这类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

( 2) 低浓度污染对健康和生态毒效应或不 良影响评价方法学研究
。

S C O P E 和 S G O M S E C

国际组织近期提出的评价方法学研究学术交流重点有
:

致癌性 (包括转基因技术 )
,

内分泌紊

乱和免疫功能影响
。

这几方面的评价方法学研究的先进技术
,

在加拿大
、

日本以及美国等国

家均已列入课题进行研究
。

例如
,

以金属琉蛋白缺陷的转基因小鼠进行致癌性试验
,

不仅有

助于深入研究致癌机理
,

而且可以提高致癌的敏感性
。

我们虽然应用转基因技术已有好几年
,

但还缺乏渗入环境致癌研究建立可用的动物模型
。

在内分泌影响研究方面
,

国际上已进人观

察对激素的代谢和受体的影响
。

如雌性激素雌二醇的代谢有利于健康的产物 2 经雌酮和不利

于健康的产物 1 a6 经雌酮
,

以 1 6 a / 2 雌酮 比值作为研究有机氯化合物与乳腺癌关系新假说的

生物标志物
。

而我们现在尚停留在观察雌二醇含量的总水平的阶段
。

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向有
. 关学科的渗透

,

带来了理论
、

方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
,

同时
,

基础毒理学 (遗传
、

免疫
、

神

经
、

内分泌以及分子毒理学等 ) 的进展
,

使得环境毒理学
、

人群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在观察

各种毒效应 (包括致突变
、

致癌
、

致畸效应 ) 时
,

可以有敏感的
、

预测价值高的生物标志物
。

试验方法的更新势在必然
,

用常规方法来研究新的环境问题正在面临挑战
,

难以揭示新的毒

效应
。

过量紫外线照射
,

有机氯化合物
、

锅低浓度污染以及我国资源丰富的稀土金属毒性研

究
,

都会遇到评价方法学研究的挑战
。

( 3) 在环境问题研究投资上的环境意识
。

以 日本琵琶湖为例
,

其面积仅为我国太湖的 1 4/
,

但设有滋贺县琵琶湖研究所
,

担负着保障 14 0 0 万人 口饮用水水质保护与研究任务
,

有政府
、

企

业和国际三个方面的资助
。

研究条件也相当优越
,

遥控监测船可监测水下每个厘米区段的水

质情况
,

用水下显微镜研究水中的微生态环境
。

即使如此
,

琵琶湖周围城市污水处理率也仅

达 10 %一 30 %
,

仍未解决赤潮问题
,

这意味着微囊球藻 ( 蓝藻 ) 仍在向湖水释放着有害健康

的毒素
。

相 比之下
,

地处我国经济
、

科技
、

教育都十分发达的长江下游的太湖
,

是我国四大淡水

户 湖之一
,

人们可投资上亿元在其中修建
“

三国影视城
” ,

但对长期富营养化形成的赤潮
,

造成

太湖的严重污染
,

却显得无所作为
。

站在太湖岸边
,

不需任何检测设备
,

一眼望去
,

看到的

就是一片泛红的湖水
。

对此
,

游人们无不扼腕叹惜 ! 我们的污水处理工程研究和污水处理
,

确

实受到资金的制约
,

但更面临环境意识觉醒的挑战
。

可以说
,

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

或地区现代文明素质的高低
。

3 我国的优势

为了缩小差距和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

必须分析
、

研究和发挥我们自己

的优势
。

( l) 人才方面
。

我们坚持了十几年派出留学生的政策
,

现 已初见成效
。

例如
,

在紫外线

过量照射致癌机理研究方面
,

我们派出的学生不仅参予发现 U V B (波长 2 90 一 32 0 n m ) 形成

喀咤二聚体
,

诱发以胞崛咤转换 (C 一 T ) 为主的突变
,

还发现 U v A (波长 3 20 一 4 00
n m ) 对

D N A 损伤作用不可忽视
,

因为在到达地面的太阳光中 U V A 约占 5 %
,

而 U V B 仅占 0
.

3 %
。



1 1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7年

另一 留学生在 日本正在参予用转基因小鼠进行紫外线过量照射 的机理研究
。

可以预见
,

这些

学生技术力量的组合
,

加上国内有经验的指导者
,

是可以形成我们人才优势的
。

( 2) 资源方面
。

我国山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30 %
,

过去被认为是经济和环境的不利因

素
,

而从发展分析
,

投入适当的科技
,

有可能合理利用山区的植物资源发挥其对健康
、

经济

和环境产生的效益
,

使其转化为有利因素
,

形成经济与科技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

仅以中华

称猴桃抗突变
、

抗癌机理研究为例
,

我们对其抗氧化机理研究已初见成效
,

而且我国品种的

抗突变作用比新西兰品种强
。

最近在国际第 5 届抗突变作用和抗癌作用机理会议上
,

已初显

我国在植物资源合理利用方面的科技优势
。

组织好这方面的研究
,

不仅有利于山区水土保持
,

还符合扶贫政策
,

应是有发展前途的
。

( 3) 人群研究是提供环境污染或环境变化对健康影响最直接
、

最可靠的研究数据
。

我国

不仅可提供广阔的现场研究条件
,

更具有现场人群研究经验的优势
。

我国环境医学具有吸引

力的研究项 目和成果也多属于人群研究
。

如能将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生物标志物用于人群研

究
,

将会符合毒理学向人群毒理学发展的方向
。

4 建议

以低浓度
、

混合污染对健康和生态影响的机理
、

评价方法和污染整治工程为环境科学需

要资助的重大研究领域
。

此类研究可能有助于这门综合性学科的发展
,

有助于保护人民健康

和生态环境
,

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

在资助方式上
,

为冲破某些地方或部门只考虑局

部利益
,

以及跨学科课题在申请资助和评审中遇到的障碍
,

建议 自上而下组织大的协作研究

项 目
,

聘请专家设计课题
,

择优研究单位和人员承担协作研究任务
。

对有重大环境和经济效

益的项 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可以联合有远见的企业共同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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