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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医 学 与 环 境 科 学

胡 汉 异
北京医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

一
、

环境医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科学是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综

合性很强的新兴学科 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和

环境的关系 人类活动引起了环境质量的变

化
,

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

存 环境医学是环境科学的一门重要基础学

科
,

也是医学基础
、

临床和卫生学科的综合
,

是一门重要的预防医学 它的主要任务就在

于探索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

研究环

境中各种有害因素与人体之间的反应和作用

规律
,

阐明环境污染与疾病的相关性 它为

制订环境质量标准提供医学根据
,

以保护环

境
,

造福人民
,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环境

医学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

从整体
、

器官
、

细胞
、

亚细胞和分子水平来研究环境污

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研究环境中各种有害

因素的作用条件
、

作用机理和对人体健康可

能产生的近期与远期危害
、

包括致癌
、

致畸

等 以及疾病早期预报的方法和指标

运用流行病学调查
、

临床医学和实验

室研究的方法
,

探索生活环境中有害因素致

病的病因
、

发病机理
、

临床表现
、

诊断和预防

措施
,

为防止由于环境污染引起的公害病提

供理论依据

进行环境医学监侧
,

了解污染物在环

境中的动向
、

污染浓度
、

范围和转归
,

并对接

触入群的健康状况和生物材料 血
、

尿
、

粪
、

头

发和唾液等 进行监测 结合流行病学调查
、

在床医学和动物实验的资料
,

为制订环境质

量标准和环境保护措施提供医学根据

与其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

共同搞好

环境质量评价
、

环境监测
、

城乡规划以及经常

性和预防性卫生监督等工作

综上所述
,

环境医学在环境科学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
、

环境污染的特征

环境污染一般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

影响范围大 环境污 染涉 及 的地 区

广
,

人口 多
,

而且接触污染的对象
,

不象工矿

企业那样主要是健康的青壮年
,

而是包括老
、

弱
、

病
、

幼
,

甚至胎儿

作用时间长 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人每

天不是 小时而是 小时
,

甚至常年 累 月

地
、

不断地暴露在被污染的环境中

污染物浓度低
、

情况复杂 污染物进

入环境后
,

受到大气
、

水体等的稀释
,

一般浓

度往往很低 污染物浓度虽然低
,

但由于环境

中存在的污染物种类繁多
,

与空气
、

水
、

土壤
、

食物等多种因素有关
,

他们不但可通过生物

或理化作用发生转化
、

代谢
、

降解和富集
,

从

而改变其原有的性状和浓度
,

产生不同的危

害作用
,

而且多种污染物可同时作用于人体
,

往往产生复杂的联合作用 例如有的是相加

作用
,

即两种污染物的毒理作用近似
,

作用

于同一受体
,

而且其中一种污染物可以一定



比例为另一种污染物所代替 有的是独立作

用
,

即混合污染物中每一污染物对机体作用

的途径
、

方式和部位都不同 有的是颜顽作

用或协同作用
,

即两种污染物联合 作 用时
,

一种污染物能减弱或加强另一种污染物的毒

性

污染容易治理难 环境一旦被污染
,

要想恢复原状
,

不但费力大
,

时间长
,

代价高
,

而且难以奏效
,

甚至还有重新污染的可能 有

些污染物
,

如重金属和难以降解的有机氯农

药
,

污染土壤后
,

能在土壤中长期残留
,

短期

内很难消除
,

处理起来十分困难

三
、

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

环境污染在一定条件下会 影 响 人体健

康 人类的疾病
,

多数是由生物的
、

物理的和

化学的致病因素所引起 造成环境污染的物

质多数是化学物质
,

如有毒的气体
、

重金属
、

有机及无机的化合物
、

农药等
,

这些都是化学

性因素 还有的是生物性因素
,

如细菌
、

病毒
、

虫卵等 也有的是物理性因素
,

如噪声和振

动
、

放射性物质的辐射作用
、

冷却水造成的热

污染等 这些因素和反应达到一定程度
,

都

可以成为致病因素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极其复杂

的 以环境污染中最常见的化学性毒 物 而

言
,

其在人体内的经过大致可概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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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 化学性毒物在人体内的经过

毒物的侵人和吸收

毒物主要经呼吸道和消化道侵 人 人 体
,

也可经皮肤或其它途径侵入

空气中的气态毒物或悬浮的颗粒物质
,

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从鼻咽腔至肺泡整个呼

吸道各部分
,

由于结构不同
,

对毒物的吸收也

不同 吸入愈深
,

面积愈大
,

停留时间愈长
,

吸收量愈大 肺泡富有毛细血管
,

人肺泡总

表面积达 平方米
,

因此
,

毒物由肺部吸收

速度极快
,

仅次于静脉注射 环境毒物能否

随空气进人肺泡
,

和它的颗粒大小及水溶性

有关 一般能达到肺泡的颗粒物质
,

其直径

不超过 微米
,

而直径大于 微米的颗粒物

质
,

大部分粘附在呼吸道
、

气管和支气管
,

水

溶性较大的气态毒物
,

如氯气
、

二氧化硫为上

呼吸道粘膜所溶解而刺激上呼吸道
,

极少进

人肺泡
,

而水溶性小的气态毒物
,

如二氧化

氮
,

则绝大部分能到达肺泡

水和土壤中的有毒物质
,

主要是通过饮

用水和食物经消化道被人体吸收 整个消化

道都有吸收作用
,

但以小肠较为重要

毒物的分布和蓄积

毒物经上述途径吸收后
,

由血液分布到

人体各组织
,

不同的毒物在人体各组织分布

情况不同 由于吸收和排泄不平衡
,

有些毒

物吸入多
,

排出少
,

其量则在体内特定的器官

中逐渐积累
,

这种现象叫蓄积 如铅蓄积在

骨内
,

蓄积在脂肪组织内 蓄积在某些

情况下 如毒物蓄积部位与作用部位不同时

具有某种保护作用
,

但同时仍是一个潜在的

危险

毒物的生物转化

除很少扁部分水溶性强
、

分子量极小的

毒物可以原形被排泄外
,

绝大部分毒物都要

经过某些酶的代谢 或转化
, 从而改变其毒

性
,

增强其水溶性而易于排泄 毒物在体内

这种代谢转化过程就叫生物 转 化 作 用 肝

脏
、 ’

肾脏
、

胃肠组织等对各种毒物都有生物转

化功能
,

其中以肝脏最为重要 毒物在体内

的代谢过程可分为两步
,

第一步是氧化
、

还原

和水解
,

这一代谢过程主要与混合功能氧化

酶系有关
,

它具有对多种外潦性物质 包括致



癌物
、

药物
、

杀虫剂 和内源性物质 激素
、

脂

肪酸 的催化作用
,

能使这些物质经化
、

去甲

基化
、

脱氨基化
、

脱烷基化
、

氧化等等
,

所以

又称
“
非特异性

”
药物代谢酶系 第二步是结

合反应 一般通过一步或两步反应
,

原属活

性的物质就可能转化为惰性物质而起解毒作

用 但也有惰性物质转化为活性物质而增加

其毒性的
,

如农药 , 在体 内氧化成 。,

毒性增大
,

毒物的排泄

各种毒物在体内经生物转化后
,

排出体

外 排泄途径主要有肾脏
、

消化道和呼吸道

少量可随汗液
、

乳汁
、

唾液等各种分泌液排

出 也有的在皮肤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到达毛

发而离开机体 能够通过胎盘而进入胎儿血

液的毒物
,

可以影响胎儿的发育和产生先天

性中毒及畸胎 毒物在排出过程中
,

可在排

出的器官造成继发性损害
,

成为中毒表现的

一部分

机体除了通过上述蓄积
、

代谢和排泄三

种方式来改变毒物的毒性外
,

机体还有一系

列的适应和耐受机制 一般说来
,

机体对毒

物的反应
,

大约有四个阶段 机能失调的初

期阶段
,

生理性适应阶段
,

有代偿机能的病态

阶段
,

丧失代偿机能的病态阶段 例如
,

在

接触高浓度有机磷农药时
,

当血液胆碱脂酶

活性稍低于机体的代偿功能时
,

可能不出现

症状 当血液胆碱醋酶活性下降到均值 在一

般情况下
,

以健康人胆碱醋酶活性平均值作

为 多 时
,

常可很快出现轻度中毒症状
,

降到均值 一 务 时
,

症状就相当严重
,

甚

至引起死亡 而耸期少量接触有机磷农药所

引起的慢性中毒
,

体内胆碱醋酶活性下降的

程度
,

与中毒症状间往往不成比例
,

有时胆碱

醋酶活性虽仅为均值的 肠
,

但却无任何症

状 而且
,

当某毒物污染环境作用于人群时
,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地出现毒性反应
、

发

病或者死亡
,

而是出现一种
“

金字塔
”
式的分

布 如图 这主要是与个体对有害因素的

死亡

发病

对健康有害

亚临床状态 土
意义不明的生理学改变

体内有污染物负荷 但不引起生理学改麦

受影响人群的比率

图 接触污染物的生物学反应水平

敏感性不同有关 因此
,

作为环境医学的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早发现亚临床状态和保护敏

感人群

四
、

环境医学的研究方法

流行病学调查和动物实验是环境医学的

两项重要的研究手段 流行病学调查可以确

定环境污染物与某些疾病的相关性
,

它直接

来源于人群的调查材料
,

是较为可靠的 在

进行系统调查之前
,

要对污染物的性质
、

浓

度
、

引起发病的情况
、

症状
、

时间
、

地点等有一

般的了解
,

以决定通过调查要澄清的问题 如

某些症状或病人是否与环境 中某 种物 质有

关
,

不致引起反应的阂下浓度是多少等等
,

拟订调查表格
,

作好采样
、

询问和检验等各方

面的准备
,

然后深人现场进行调查
,

最后经统

计学处理分析
,

作出初步评价 一般调查的

人群应包括污染组和对照组 从因果关系和

时间先后来说
,

流行病学调查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回顾性调查
,

从果到因
,

即对该地区居

民以往的疾病和发病率
、

死亡率进行调查 另

一类是前瞻性调查
,

从因到果
,

即在一定时期

内
,

追踪污染组与对照组人群的发病率
、

患病

率和死亡率 但由于环境因素十分复杂
,

人

类发病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

有时人们能较

快地发现其相关性
,

但有时则需要相 当长的

时间
,

才能发现其相关性
,

甚至当我们查明其

相关性时
,

疾病已经传播开来 由于流行病

一



学调查条件不能控制
,

所以有它一定的局限

性 动物实验在环境医学研究中能为我们提

供重要的资料
,

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实验条

件
,

应用生物化学
、

生物物理学
、

免疫学
、

病理

学等手段进行细致的研究
,

特别是阐明中毒

机制
,

更需要进行动物实验 由于人和动物

毕竟存在着质的差异
,

所以不能把动物实验

的结果直接外推到人 一般说来
,

人比动物

敏感
,

而且中毒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总之
,

动

物实验与流行病学调查可以互补不足
,

二者

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
,

不可偏废

近年来
,

化学物质致癌性问题引起了人

们广泛的重视 由于动物实验致癌的方法需

时长
,

费用高
,

不能适应当前实际工作的需

要
,

国际上最近又发展了快速生物筛选法
,

包

括微生物致突变试验 试验
,

体外细胞

转化
,

脱氧核糖核酸 修复合成
,

染色

体畸变等 通过筛选
,

发现阳性者
,

再进行动

物实验和流行病学调查

五
、

环境医学当前的任务

当前
,

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已成为人们

日益关心的重大问题 环境污染不仅可以引

起急性中毒和一般慢性危害
,

而且更值得人

们警惕和重视的是
,

污染还能对人体产生远

期的潜在的危害
,

它不仅影响我们这一代人
,

而且还会影响到子孙后代 因此
,

在环境保

护工作中
,

除应注意防止一般急性和慢性中

毒外
,

更应注意防止它的远期危害作用 消

除污染
,

保护环境
,

从根本上讲
,

就是保护人

民的身体健康
,

保护社会生产力
,

保护子孙后

代的健康成长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
,

在某些地区和部门
,

环境污染已经威胁到人

民群众的健康 如不及早采取有效措施
,

势必

影响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大力开展环境污

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
,

是当前环境医学

面临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在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中
,

我

国工业
、

农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必将有一个飞

跃的发展
,

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方法
、

新材料

将不断涌现出来
,

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

新的环境污染问题 例如
,

各种新化学物质

的生产和使用必然会越来越六泛
,

这些新化

学物质的毒性如何 可能从哪些途径侵入机

体 在体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能否在体内

蓄积造成危害而发生慢性中毒等等
,

都需要

环境医学工作者认真地加以研究解决 为了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的发展
,

环境医学当前的任务是

继续开展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环境卫生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 对能造成人

体危害的重点城市
、

重点工矿企业和重点污

染物要作出正确的卫生学评价
,

为有关部门

治理工业
“
三废

,,
提供科学根据

制订和修订卫生标准并会同和配合有

关部门积极做好预防性和经常性卫生监督工

作 通过监督积累资料
,

为进一步修订卫生

标准提供依据

大力开展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如环境污染物的联

合作用
、

环境污染因素与致癌
、

致畸
、

致突变

的关系以及
“

公害病
”的预防和诊断的实验与

鉴定方法等 血
、

尿
、

头发等生物材料中有害

物质的检验方法以及探索灵敏的
、

特异的生

理生化指标等

积极做好环境医学和环境卫生监测专

业干部的培养和在职干部的进修提高工作

环境医学是一门近年来 很 受 重视 的 学

科
,

很多其它学科的科学工作者
,

都争相向

环境医学渗透
,

使环境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今后环境医学工作者应与环境科学工作者一

道
,

加强协作
,

把环境与人的关系的研究
,

污

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
,

紧密地结合起

来
,

为发展我国环境医学
,

为保护环境
、

造福

人民
,

为把我国早 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强国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