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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实用生化实训技术”是生物技术、食品科学和环境保护等专业的必修课。本书涵盖了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化工基础操作技能，并着重于生物技术、食品检测、仪器应
用等技能的培养，力求学生能够利用这些基础技能完成诸如发酵生产、啤酒生产、水处理生
产等生产任务，为全面学习和应用生化科学和技术奠定基础。

本书围绕高职高专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在能力本位、就业导向、任务驱动、工学结合等
职业教育新理念的指导下，阐述了生化技术应用的基础原理与实践操作技能等知识。本书
突出了以下特点。

第一，突出工学结合与校企结合。本书在内容上，力求学校教学与实际工厂现场操作相
结合;在编写队伍上，由优秀教师与企业优秀人才共同完成，确保了本书的实用性。

第二，实践为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教学以“必需、够用”为度，理论教学为实训做准
备，整体教与学的过程在一个实践大平台上完成，关键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的能力。

第三，依循职业教育特点，满足职业发展需要。本书的编写主要针对从事职业教育学习
的学生，所以在内容设计上依循职业教育特点分成了技能须知模块、基础操作模块、生产技
能模块 3 个模块，让学生从易到难、由浅到深地理解和学习，把学生一步一步培养成为职业
能手。

本书由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王立晖、王芃担任主编，教育部高职高专生物技术类教
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闫丽霞教授、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勇民教授担任主审。
王立晖、王芃负责本教材总体的编纂审核，并主要参与第 2、3 章、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第
10 章的编写;任超、刘皓参与第 7 章、第 9 章、第 10 章的编写;殷海松、汤卫华参与第 1 章、第
6 章、第 8 章的编写;范延辉、侯玮参与第 4 章的编写;高常水、王静参与第 5 章的编写;李建
英、侯玮、曹震伟参与第 6 章的编写; 刘俊花、魏炜参与第 7 章的编写;岳鹍参与第 7、8 章的
编写;许德敏、马光荣、揣玉多参与第 9、10 章的编写; 吴永良参与第 10 章的编写; 高红、曲
磊、董艳萍参与第 11 章的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教育部高职高专生物技术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天津一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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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须知模块

1 安全知识

1. 1 实训室常规安全问题
对于进入实训室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除了需要了解、掌握有关用电、化学危险品以及气

瓶使用的安全知识外，在日常工作中还要熟悉和遵守一些涉及安全问题的常识和规则。

1. 1. 1 实训室一般安全守则

实训室一般安全守则如下。
( 1) 实训室要经常保持整齐、清洁。仪器、试剂、工具存放有序，实训台台面干净，使用

的仪器摆放合理。混乱、无序往往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 2) 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和有关分析程序进行工作。对每天的工作安排要做到心中有

数，安排合理，使工作能紧张有序地进行。
( 3) 进行有潜在危险的操作时，如危险物料的现场取样、易燃易爆物品的处理、焚烧废

料等，必须有第二者陪伴。陪伴者应位于能看清操作者工作情况的地方，并注意观察操作的
全过程。

( 4) 打开久置未用的浓硝酸、浓盐酸、浓氨水的瓶塞时，应佩戴防护用品，瓶口不要对着
人，操作宜在通风柜中进行。热天打开盛装易挥发溶剂容器的瓶塞时，应先用冷水冷却。瓶
塞如难以打开，尤其是磨口塞，不可猛力敲击。

( 5) 稀释浓硫酸时，将稀释用容器( 如烧杯、锥形瓶等，绝不可直接用细口瓶) 置于塑料
盆中，将浓硫酸慢慢分批加入水中，并不时搅拌，待冷至近室温时再转入细口贮液瓶。绝不
可将水倒入酸中。

( 6) 蒸馏或加热易燃液体时，绝不可使用明火，一般也不要蒸干。操作过程中人员切忌
离开，以防温度过高或冷却水临时中断引发事故。

( 7) 实训室的每瓶试剂或试剂溶液，必须贴有名实一致的标签。绝不允许在瓶内盛装
与标签内容不相符的试剂。

( 8) 工作时要穿工作服。进行危险性操作时要佩戴防护用具。实训工作服不宜穿出
室外。

( 9) 实训室内禁止抽烟、进食。
( 10) 实训完后要认真洗手，离开实训室时要认真检查，做到停水、断电、熄灯、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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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实训室安全必备用品

实训室安全必备用品如下。
( 1) 必须配置适用的灭火器材，就近放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定期检查，如失效要及时

更换。
( 2) 根据各室工作内容，配置相应的防护用具和急救药品、器具。常用的防护用具有防

护眼镜、橡胶手套、防毒口罩等;常用的急救药品有红药水、紫药水、碘酒、创可贴、稀小苏打
溶液、硼酸溶液;常用的急救器具有消毒纱布、药棉、医用镊子、剪刀等。

1. 1. 3 化学试剂管理办法

实训室的化学药品及试剂溶液品种很多，化学药品大多具有一定的毒性及危险性，对其
加强管理不仅是保证分析数据质量的需要，也是确保安全的需要。

实训室只宜存放少量短期内需用的药品。化学药品要按无机物、有机物、生物培养剂分
类存放。无机物按酸、碱、盐分类存放，盐类按金属活泼性顺序分类存放，生物培养剂按培养
菌群不同分类存放。其中属于危险化学药品中的剧毒品应锁在专门的毒品柜中，由专人加
锁保管，实行领用经申请、审批、双人登记签字的制度。

1．属于危险品的化学药品
以下化学药品属于危险品。
( 1) 易爆和不稳定物质。如浓过氧化氢溶液、有机过氧化物等。
( 2) 氧化性物质。如氧化性酸，过氧化氢也属此类。
( 3) 可燃性物质。除易燃的气体、液体、固体外，还包括在潮气中会产生可燃物的物质，

如碱金属的氢化物、碳化钙及接触空气能自燃的白磷等。
( 4) 有毒物质。
( 5) 腐蚀性物质，如酸、碱等。
( 6) 放射性物质。
2．实训室试剂存放、使用的要求
( 1) 易燃易爆试剂应贮于铁柜( 壁厚 1 mm 以上) 中，柜子的顶部应有通风口。严禁在

实训室存放大于 20 L的瓶装易燃液体。易燃易爆药品不要放在冰箱内( 防爆冰箱除外) 。
( 2) 相互混合或接触后可以产生剧烈反应、燃烧、爆炸、放出有毒气体的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化合物称为不相容化合物，不能混放。这类化合物多为强氧化性物质或还原性物质。
( 3) 装有腐蚀性试剂的瓶子宜放在塑料或搪瓷的盘或桶中，以防因瓶子破裂造成事故。
( 4) 要注意化学药品的存放期限，一些试剂在存放过程中会逐渐变质，甚至造成危害。
( 5) 药品柜和试剂溶液均应避免阳光直晒及靠近暖气等热源。要求避光的试剂应装于

棕色瓶中或用黑纸或黑布包好存于暗柜中。
( 6) 发现试剂瓶上标签掉落或将要模糊时应立即更换标签。无标签或标签无法辨认的

试剂都要当成危险物品重新鉴别后小心处理，不可随便乱扔，以免引起严重后果。
( 7) 化学试剂定位放置、用后复位、节约使用，但多余的化学试剂不可倒回原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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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剧毒品的保管、发放、使用、处理管理制度

剧毒品的管理应遵循以下制度。
( 1) 剧毒品仓库和保存箱必须由两人同时管理，采用双锁，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开锁。
( 2) 剧毒品保管人员必须熟悉剧毒品的物理化学性质，以便做好仓库温度控制与通风

处理。
( 3) 严格执行化学试剂在库检查制度，对库存试剂必须进行定期检查，发现有变质或有

异常现象要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改进储存和保护的措施，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处理。
( 4) 对剧毒品发放本着先入先出的原则，发放时要有准确登记( 记录试剂的剂量、发放

时间和经手人) 。
( 5) 凡是领用单位必须是双人领取，双人送还，否则剧毒品仓库保管员有权不予发放。
( 6) 领用剧毒品试剂时必须提前申请上报，做到用多少领多少，并一次配制成使用

试剂。
( 7) 使用剧毒试剂时一定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 8) 使用剧毒试剂的人员必须穿好工作服，戴好防护眼镜、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具。
( 9) 使用剧毒试剂后产生的废液不准随便倒入水池内，应倒入指定的废液桶或瓶内。

废液必须当天处理，不得存放。
( 10) 产生的废液要在指定的安全地点用化学方法处理，要建立废液处理记录。记录内

容包括废液量、处理方法、处理时间、地点、处理人等。

1. 1. 5 气瓶的安全使用

1．气瓶内装气体的分类
瓶装气体按 GB 16163—1996《瓶装压缩气体分类》的规定分类。
( 1) 瓶装气体按其临界温度可划分为 3 类:①永久气体;②液化气体;③溶解气体。
( 2) 瓶装气体按照气体化学性质的安全性能分类，通常分为:①剧毒气体;②易燃气体;

③助燃气体;④不燃气体。
2．气瓶的安全使用方法
为了安全使用气瓶，气瓶本身必须是安全的。钢瓶生产、检验的标记必须明确、合格。

不论盛装哪种气体的气瓶，在其肩部都应有喷以白色薄漆的钢印标记，记有该瓶生产、检验
及有关使用的一些基本数据。数据必须与实际相符。降压或报废的钢瓶，除在检验单位的
后面打上相应标志外，还应在气瓶制造厂打的工作压力标志前面，打上降压或报废标志。

气瓶的安全使用规则如下。
( 1) 气瓶的存放位置应符合阴凉、干燥、严禁明火、远离热源、不受日光暴晒、室内通风

良好等条件。除不燃气体外，其他气瓶一律不得进入实训楼内。
( 2) 存放和使用中的气瓶，一般都应直立，并有固定支架，防止倒下。气瓶上的安全帽

必须旋紧。
( 3) 剧毒气体或相互混合能引起燃烧爆炸的气体的钢瓶，必须单独放置在单间内，并在

该室附近设置防毒、消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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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搬运气瓶时严禁摔掷、敲击、剧烈振动，瓶外必须有两个橡胶防振圈，戴上并旋紧安
全帽。乙炔瓶严禁滚动。

( 5) 使用时必须安装减压表。减压表按气体性质分类，如氧气表可用于 O2、N2、Ar、H2、
空气等，其螺纹是右旋的( 俗称正扣) ;氢气表可用于 H2等可燃气体，其螺纹是左旋的( 俗称
反扣) 。乙炔表则为乙炔气瓶专用。

( 6) 安装减压表时，应先用手旋进螺纹，证明确已入扣后，再用扳手旋紧，一般应旋进 6
～ 7 扣。用皂液检查，应严密不漏气。
( 7) 开启钢瓶前，应先关闭分压表。开启动作要轻，用力要匀。当总表已显示瓶内压力

后，再开启分表，调节输出压力至所需值。
( 8) 瓶内气体不得全部用尽，剩余压力一般不得小于 0. 2 MPa，以备充气单位检验取样，

也可防止空气反渗入瓶内。

1. 2 烧伤、灼伤的急救知识

1. 2. 1 一般烧伤的急救知识

一般烧伤包括烫伤和火伤，按其伤势的轻重可以分为三度:一度烧伤，红肿;二度烧伤，
皮肤起泡; 三度烧伤，组织破坏，皮肤呈现棕色或黑色。

急救的主要目的是使受伤皮肤表面不受感染。当伤及身体表面积较大时，应将伤者衣
服脱去( 必要时应用剪刀剪开衣服，防止伤及皮肉) ，用消毒纱布或洁净的布盖好身体，立即
送医院治疗。烧伤时身体损失大量水分，因此必须及时补给大量温热饮料( 可以在100 mL
水中加食盐 0. 3 g、碳酸氢钠 0. 15 g、糖精 0. 04 g) 或盐开水，以防患者休克。对正在休克期
的伤员，不能未做处理即送医院，这会加重休克，最好请医护人员前来抢救。送伤者至医院
时要防寒、防暑、防疫，必要时还要输液或止痛。

对四肢及躯干二度烧伤、面积又不大者，可以用薄油纱布覆盖在已清洗( 可先用无菌生
理盐水洗后，再用 1∶ 2 000 新洁尔液冲洗) 拭干的创面，并用几层纱布包裹，隔天即需更换敷
料。最好及时送去医院处理。

凡烧伤面积大、三度烧伤的患者，尽可能采用暴露疗法，不宜包扎，应由医生在医院进行
治疗。

简单的烧伤可用下述方法治疗: 轻度烧伤，可用清凉乳剂( 清石灰 500 g 加蒸馏水
2 000 mL，搅拌、沉淀，取上层清液和等体积芝麻油混合) 涂于伤处，必要时进行包扎;二度烧
伤，可选用 5%新制丹宁溶液，用纱布浸湿包扎，或立即在伤处涂以獾油。注意千万别将烫
伤引起的水泡弄破，以防感染。

1. 2. 2 化学灼伤的急救知识

化学灼伤时，应迅速脱除衣物，清除皮肤上的化学药品，并用大量干净的水冲洗，再用清
除这种有害药品的特种溶剂、溶液或药剂仔细处理，严重的应送医院治疗。

假如是眼睛受到化学灼伤，最好的方法是立即用洗涤器的水流洗涤，洗涤时要避免水流
直射眼球，也不要揉搓眼睛。在用大量的细水流洗涤后，如果是碱灼伤，再用 20%硼酸溶液
淋洗;如果是酸灼伤，则用 3%碳酸氢钠溶液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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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触电的急救知识

1. 3. 1 电击伤知识

电击伤俗称触电，是由于电流通过人体所致，局部表现有不同程度的烧伤、出血、焦黑等
现象，烧伤区与正常组织界线清楚，或表现为全身机能障碍，如休克、呼吸心跳停止。致死原
因是由于电流引起脑( 延髓的呼吸中枢) 的高度抑制及心肌的抑制，心室纤维性颤动。触电
后的损伤与电压、电流以及导体接触体表的情况有关。电压高、电流强、电阻小而体表潮湿，
易致死。如果电流仅从一侧肢体或体表传导入地，或肢体干燥、电阻大，可能会引起烧伤而
未必导致死亡。

1. 3. 2 触电的急救原则

触电时的急救要注意以下原则。
( 1) 发现有人触电后，立即切断电源，拉下电闸，或用不导电的竹、木棍将导电体与触电

者分开。在未切断电源或触电者未脱离电源时，切不可触摸触电者。
( 2) 对呼吸和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拳击复苏或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和心脏胸外按压

术，直至呼吸和心跳恢复为止。如呼吸不恢复，人工呼吸至少应坚持 4 h 或出现尸僵和尸斑
时方可放弃抢救。有条件时直接给予氧气吸入更佳。

( 3) 在就地抢救的同时，尽快呼叫医务人员或向有关医疗单位求援，同时可用呼吸中枢
兴奋药，针刺人中和十宣穴。在心跳停止前禁用强心剂。

1. 3. 3 用电基本知识

在实训室使用各种电器设备时，要注意安全用电，以避免触电和用电事故。因此，必须
掌握一些用电基本知识，严格遵守用电规则。

( 1) 实训室供电总功率应能满足室内同时用电负载的总功率并留有适当余地。供电电
压要与负载额定电压相符。

( 2) 接地要良好。要将电器设备上在正常工作时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接地体之间用导
线很好地连接。电器应使用漏电保护器。

( 3) 大型精密仪器的供电电压要稳定。一般市电供电电压波动为 220 ± 20 V。如供电
质量不符合仪器需要时，应配备稳压电源，有的还要求同时具备滤波功能。精密仪器大多需
要安装接地线。

( 4) 大型精密仪器、大功率用电设备，必须采用单独控制开关。不要几台设备共用一个
控制开关。

( 5) 电源或熔断器的熔丝烧断时，应根据熔断的状况，初步判断原因 ( 超负荷抑或短
路) ，检查、排除故障后，再更换熔断器的熔丝。不要随意增大熔断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更不
可用铜丝代替熔断器的熔丝。

( 6) 高温电热设备，如高温炉、电炉，一定要放置在隔热的水泥台上，绝不可直接放在木
质等可燃材质的工作台上。将电炉置于木制实训台，即使在电炉下垫有耐火砖，但因长时间
连续使用，有可能烤热引燃工作台，从而酿成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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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静电防护

在一定的物体表面上存在的电压为 3 ～ 4 kV时，若人体触及就会有触电感觉，这即为静
电。静电能造成大型仪器的高性能元器件的损坏，危及仪器的安全，也会因放电时瞬间产生
的冲击性电流给人体造成伤害。静电虽不致因电流危及生命，但严重时能使人摔倒，使电子
器件放电火花引起易燃气体燃烧或爆炸，因此必须加以防护。防静电的措施主要有如下所
述。

( 1) 防静电区内不要使用塑料、橡胶地板、地毯等绝缘性能好的地面材料，应铺设导电
性地板。

( 2) 在易燃易爆场所，应穿着用导电纤维材料制成的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鞋
( R ＜ 150 kΩ) 、手套等。不要穿化纤类织物、胶鞋及绝缘底鞋。

( 3) 高压带电体应有屏蔽措施，以防人体感应产生静电。
( 4) 进入易产生静电的实训室前，应先徒手触摸一下金属接地棒，以消除人体从室外带

来的静电。坐着工作的场合，可在手腕上带接地腕带。
( 5) 凡不停旋转的电器设备，如真空泵、压缩机等，其外壳必须良好接地。

1. 4 机械伤害的急救知识
机械伤害造成的受伤部位可以遍及我们全身各个部位，如头部、眼部、颈部、胸部、腰部、

脊柱、四肢等，有些机械伤害会造成人体多处受伤，后果非常严重。现场急救对抢救受伤者
非常关键，如果现场急救正确及时，不仅可以减轻伤者的痛苦，降低事故的严重程度，而且可
以争取抢救时间，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你会出现在许多正进行各种机械
操作的生产现场，当然会遇到一些不安全因素，所以学一些有关机械伤害的急救知识，对自
己和工友都是非常有用的。

1. 4. 1 伤害急救基本要点

伤害急救要注意以下基本要点。
( 1) 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后，现场人员不要害怕和慌乱，要保持冷静，迅速对受伤人员进

行检查。急救检查应先看受伤者的神志、呼吸，接着摸脉搏、听心跳，再查瞳孔，有条件者测
血压。检查局部有无创伤、出血、骨折、畸形等变化，根据伤者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人工
呼吸、心脏按压、止血、包扎、固定等临时急救措施。

( 2) 迅速拨打急救电话，向医疗救护单位求援。记住报警电话很重要，我国通用的医疗
急救电话为 120，但除了 120 以外，各地还有其他一些急救电话，平时也要适当留意。在发
生伤害事故后，要及时拨打急救电话。拨打急救电话时，要注意:

①在电话中应向医生讲清伤员的确切地点、联系方法( 如电话号码) 、行驶路线;
②简要说明伤员的受伤情况、症状等，并询问清楚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应该做些什么;
③派人到路口迎接救护人员。
( 3) 遵循“先救命、后救肢”的原则，优先处理颅脑伤、胸伤、肝脾破裂等危及生命的内脏

伤，然后处理肢体出血、骨折等伤。
( 4) 检查伤者呼吸道是否被舌头、分泌物或其他异物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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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果脉搏不存在，心脏停止跳动，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
( 7) 如果伤者出血，进行必要的止血及包扎。
( 8) 大多数伤员可以被毫无顾忌地抬送医院，但对于颈部、背部严重受损者要慎重，以

防止其进一步受伤。
( 9) 让患者平卧并保持安静，如有呕吐，无颈部骨折时，应将其头部侧向一边以防止

噎塞。
( 10) 动作轻缓地检查患者，必要时剪开衣物，避免突然挪动增加患者痛苦。
( 11) 救护人员既要安慰患者，自己也应尽量保持镇静，以消除患者的恐惧。
( 12) 不要给昏迷或半昏迷者喝水，以防液体进入呼吸道而导致窒息，也不要用拍击或

摇动的方式试图唤醒昏迷者。

1. 4. 2 现场急救技术

1．人工呼吸
口对口( 鼻) 吹气法是现场急救中采用最多的一种人工呼吸方法，其具体操作方法

如下。
( 1) 对伤员进行初步处理。将需要进行人工呼吸的伤员放在通风良好、空气新鲜、气温

适宜的地方。解开伤员的衣领、裤带、内衣及乳罩，清除口鼻分泌物、呕吐物及其他杂物，保
证呼吸道畅通。

( 2) 使伤员仰卧，施救人员位于其头部一侧，捏住伤员的鼻孔，深吸气后，将自己的嘴紧
贴伤员的嘴吹入气体。之后，离开伤员的嘴，放开鼻孔，以一手压伤员胸部，助其呼出体内气
体。如此，有节律地反复进行，每分钟进行 15 次。吹气时不要用力过度，以免造成伤员肺泡
破裂。

( 3) 吹气时，应配合对伤员进行胸外心脏按摩。一般地，吹一次气后，做 4 次心脏按摩。
2．心肺复苏
胸外心脏按摩是心脏复苏的主要方法，它是通过压迫胸骨，对心脏给予间接按摩，使心

脏排出血液，参与血液循环，以恢复心脏的自主跳动。其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 1) 让需要进行心脏按摩的伤员仰卧在平整的地面或木板上。
( 2) 施救人员位于伤员一侧，双手重叠放在伤员胸部两乳正中间处，用力向下挤压胸

骨，使胸骨下陷 3 ～ 4 cm，然后迅速放松，放松时手不离开胸部。如此反复有节奏地进行，其
按摩速度为每分钟 60 ～ 80 次。

3．止血
当伤员身体有外伤出血现象时，应及时采取止血措施。常用的止血方法有以下几种。
( 1) 伤口加压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出血量不太大的一般伤口，通过对伤口的加压

和包扎，减少出血，让血液凝固。
( 2) 手压止血法。临时用手指或手掌压迫伤口靠近心端的动脉，将动脉压向深部的骨

头上，阻断血液的流通，从而达到临时止血的目的。
( 3) 止血带法。这种方法适合于四肢伤口大量出血时使用。主要有布止血带绞紧止

血、布止血带加垫止血、橡皮止血带止血 3 种。使用止血带法止血时，绑扎松紧要适宜，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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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搬运转送
转送是危重伤病员经过现场急救后由救护人员安全送往医院的过程，是现场急救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必须寻找合适的担架，准备必要的途中急救力量和器材，尽可能使用
调度速度快、振动小的运输工具。

1. 5 化学中毒急救知识
毒害性化学试剂通称为毒害品，指的是进入人体血液后导致疾病或死亡的物品。不同

毒害品的致毒途径和毒害程度都不同。
实训工作中接触到的化学药品，很多是对人体有害的。有些气体、蒸气、烟雾及粉尘能

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如 CO、HCN、Cl2、酸雾、NH3等。有些则可经未洗净的手，在饮水、进食
时经消化道进入人体，如氰化物、汞盐、砷化物等。有些是触及皮肤及五官黏膜而进入人体，
如汞、SO2、SO3、氮的氧化物、苯胺等。有些化学药品由几种途径均能进入人体。有些毒物
对人体的毒害可能是慢性的、积累性的，例如汞、砷、铅、苯、酚、卤代烃等，当它们起初进入人
体时，量很少，症状不明显，往往被忽视，直到长期接触以后，才出现中毒的症状，因此必须足
够重视。

实训人员了解毒物性质、侵入途径、中毒症状和急救方法，可以减少化学毒物引起的中
毒事故。一旦发生中毒事故时，能争分夺秒地采取正确的自救措施，力求在毒物被身体吸收
之前实现抢救，使毒物对人体的损伤减至最小。

1. 5. 1 化学中毒概述

1．中毒途径
毒害品可通过下列 3 种途径引起中毒。
( 1) 呼吸系统。分散于空气中的挥发性毒物及粉尘，通过呼吸经肺部进入血液，并随血

液循环分散到人体各部位引起全身中毒。
( 2) 消化系统。操作时触及毒物的手未洗净就拿取食物、饮料等而将毒害品带入口腔、

胃、肠道而引起中毒，也有因误食而中毒的。
( 3) 接触中毒。毒害品由皮肤渗入人体，或通过皮肤上的伤口进入，经血液循环而导致

中毒。这类毒害品多属脂溶性、水溶性毒物，如硝类化合物、氨基化物、有机磷化物、氰化物
等。所以，实训室一定要通风良好，尽力降低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凡涉及毒害品的操作
必须认真、小心; 手上不能有伤口;操作完后一定要仔细洗手;产生有毒害性气体的操作，一
定要在通风柜中进行。

2．毒性参数
通过测定某物质对细胞的损害程度，可以衡量该物质的毒性。这种数据一般难以测准，

且都是在特定动物体上试验后将其结果外推到人体来评定的。尽管如此，它们仍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目前的毒性参数主要有下列两种。

( 1) 半数致死量( LD50 ) 。这指喂食一组实验动物( 如白鼠或豚鼠) 使其死亡半数的毒物
量，常以 mg·kg －1表示。

( 2) 半致死浓度( LC50 ) 。这指实验动物吸入某毒物一定时间后，使其半数死亡时该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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