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卫生毒理(091)(副高级)重

点难点必刷题详解

一、单项选择题（共 60 题）

1、在进行急性毒性实验时，通常选用哪种动物作为模型？

A. 大鼠

B. 小鼠

C. 家兔

D. 猫

答案：A、大鼠

解析：在急性毒性实验中，大鼠因其繁殖容易、个体差异小、易于饲养管理等特点

被广泛使用。

2、关于慢性毒性试验的设计原则，下列哪一项描述是不正确的？

A. 必须包括一个对照组。

B. 需要设置不同剂量组以观察剂量反应关系。

C. 试验周期需足够长，以反映长期毒性效应。

D. 所有动物必须在同一个笼子中饲养，以减少应激反应。

答案：D、所有动物必须在同一个笼子中饲养，以减少应激反应。

解析：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避免由于应激反应导致的实验误差，

通常每种剂量组的动物应该分开饲养。这样可以减少因环境或饲养条件的差异对实验结

果的影响。

3、以下哪种物质属于致癌物？



A. 乙醇 B. 苯 C. 二氧化硫 D. 一氧化碳

答案：B。解析：苯是已知的致癌物质，长期接触可导致白血病等恶性肿瘤。

4、下列哪项不是职业性有害因素所致的中毒类型？

A. 急性中毒 B. 慢性中毒 C. 亚急性中毒 D. 亚慢性中毒

答案：D。解析：亚慢性中毒是指由职业性有害因素引起的中毒作用持续时间在慢

性中毒与急性中毒之间的一种状态，通常指 2 个月至 1 年的时间范围内的中毒。因此，

亚慢性中毒不属于职业性有害因素所致的中毒类型。

5、某化学物质在体内的代谢产物具有更强的毒性，这反映了该物质具有何种特性？

A. 毒性增强效应 B. 遗传毒性 C. 继发性毒性 D. 生物蓄积性

答案：C

解析：继发性毒性指的是某种化学物质通过改变体内其他物质的性质或活性而产生

新的毒性作用，这与题目中所述的“代谢产物具有更强的毒性”相符。

6、在进行慢性毒性试验时，为了评估长期暴露可能引起的健康风险，通常需要观

察多久？

A. 1-2周 B. 1-2个月 C. 1-2年 D. 10年以上

答案：C

解析：慢性毒性试验旨在评估长期暴露于某种化学物质后可能产生的长期健康影响，

因此需要观察 1-2年的周期来确保能够捕捉到潜在的长期毒性反应。

7、以下哪种方法不是常用的职业性有害因素监测方法？

A. 定时采样检测法

B. 个体采样检测法

C. 连续监测法



D. 短期采样检测法

答案：C、解析：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监测通常包括定时采样检测法、个体采样检测

法以及群体采样检测法等，但连续监测法并不是一种常规的职业性有害因素监测方法，

它更多应用于研究环境中污染物的动态变化情况。

8、在进行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实验室检测中，下列哪一项不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A. 检测设备需定期校准

B. 操作人员应接受相关培训

C. 必须使用进口设备

D. 实验室环境需符合标准

答案：C、解析：进行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实验室检测，需要确保检测设备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操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实验室环境的安全和规范。因此，使用进

口设备并非必要条件，关键在于设备的校准、操作人员的培训以及实验室环境的标准符

合性。

9、关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机制，下列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增加

B. 乙酰胆碱酯酶活性降低

C. 乙酰胆碱酯酶活性不变

D. 乙酰胆碱酯酶被抑制

答案：B、乙酰胆碱酯酶活性降低

解析：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主要机制是抑制体内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导致乙酰胆碱

在神经末梢积聚，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神经肌肉功能障碍。



10、在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时，若发现某种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应采取以下哪

种措施？

A. 立即停止作业

B. 佩戴防护用品后继续工作

C. 调整生产工艺，降低有害物质产生量

D. 只要员工不出现不适症状，无需处理

答案：C、调整生产工艺，降低有害物质产生量

解析：当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显示有害物质浓度超标时，首要任务是通过改进

生产工艺、加强通风排毒等手段降低有害物质的浓度，以保障劳动者健康安全。如果仅

佩戴防护用品而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会因为防护措施不到位而无法完全避免有害

物质对人体的危害。

11、下列哪项不是化学物质急性毒性试验的指标？

A. 半数致死浓度（LD50）

B. 最低致死剂量（LTD）

C. 潜伏期

D. 毒性作用靶器官

答案：C

解析：化学物质急性毒性试验的指标通常包括半数致死浓度（LD50）、最低致死剂

量（LTD）和毒性作用靶器官等。潜伏期是指从接触毒物到出现毒性反应的时间，虽然

它是描述毒性作用的一个重要参数，但不是急性毒性试验的直接指标。因此，正确答案

是 C。

12、在进行慢性毒性试验时，下列哪种情况可能导致试验结果的不准确？



A. 试验动物数量不足



B. 试验环境温度过高

C. 试验动物饲养条件不一致

D. 试验物质的质量控制不严格

答案：C

解析：在进行慢性毒性试验时，试验动物饲养条件的不一致会导致试验结果的不准

确，因为不同的饲养条件可能影响动物的生理状态、代谢速率等，从而影响对毒性的反

应。试验动物数量不足、试验环境温度过高和试验物质的质量控制不严格也都会影响试

验结果，但题目要求选择最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的因素，因此正确答案是 C。

13、卫生毒理学中，LD50是指什么？

A. 引起实验动物群体中 50%个体死亡的剂量

B. 引起实验动物群体中 50%个体产生非致命反应的剂量

C. 实验动物群体中 50%个体在暴露后存活的时间

D. 实验动物群体中 50%个体对某种物质产生免疫的剂量

答案：A

解析： LD50（Lethal Dose, 50%）是毒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参数，它指的是在特定条

件下，能够导致一组实验动物中有 50%个体死亡的化学物质或生物制剂的剂量。这个值

通常用来衡量一种物质的急性毒性，并且是评估和比较不同物质毒性的重要指标。LD50

值越低，表示该物质的毒性越大。

14、在进行慢性毒性试验时，选择实验动物的原则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选择与人类代谢特性相似的物种

B. 优先选择容易饲养和管理的物种

C. 选择体型较大、寿命较长的物种以保证足够的观察时间



D. 选择对测试物质敏感度适中的物种

答案：C

解析： 在设计慢性毒性试验时，选择实验动物的原则主要包括选择与人类代谢特

性相似的物种（A），以便更好地预测对人体的影响；选择容易饲养和管理的物种（B），

以确保实验条件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以及选择对测试物质敏感度适中的物种（D），以

避免因物种过于敏感或不敏感而得到误导性的结果。至于选项 C，虽然长期研究确实需

要一定的时间长度，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选择体型大、寿命长的物种，实际上，小型啮

齿类动物如大鼠和小鼠是最常用的慢性毒性试验模型，因为它们繁殖快、成本低、遗传

背景清楚，并且其生理和病理反应与人类有较好的相关性。

15、下列哪项不属于职业性肿瘤的范畴？

A. 长期接触石棉导致的肺癌

B. 矽肺引起的肺部纤维化

C. 有机溶剂长期暴露导致的膀胱癌

D. 紫外线长期照射导致的皮肤癌

答案：B、长期接触石棉导致的肺癌、有机溶剂长期暴露导致的膀胱癌、紫外线长

期照射导致的皮肤癌都属于职业性肿瘤的范畴，而矽肺引起的肺部纤维化则是一种尘肺

病，不属于职业性肿瘤。

解析：职业性肿瘤是指由于长期在特定环境中工作，接触有害物质或因素所引发的

肿瘤疾病。这些物质通常包括但不限于石棉、某些化学溶剂、紫外线等。矽肺则是由长

期吸入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粉尘引起的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并不直接归类为肿瘤。

16、关于职业性肿瘤的诊断依据，以下哪一项描述是正确的？

A. 只需提供职业史即可确诊



B. 仅凭病理检查结果即可确诊

C. 结合职业史、临床表现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综合判断

D. 根据个人健康档案中记录的职业暴露信息即可确诊

答案：C、结合职业史、临床表现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综合判断。

解析：职业性肿瘤的确诊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单纯的职业史并不能完全确定一

个人是否患有职业性肿瘤，还需要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如症状、体征）、相关实验室

检查（如血液、尿液中的特定生物标志物）以及其他医学影像学检查（如 CT、MRI 等）

来综合判断。因此，选项 C是最符合诊断标准的。

17、某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中含有一定量的苯，下列关于苯毒性的描述，

哪项是错误的？

A. 苯是一种有机溶剂，长期接触可导致慢性苯中毒

B. 苯中毒主要表现为骨髓造血功能受损，引起贫血、白细胞减少等症状

C. 苯可通过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进入人体

D. 苯中毒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

答案：C

解析：苯主要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皮肤和消化道不是其主要进入途径。苯中毒的

早期症状确实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选项 C是错误的描述。其他选项 A、B、D都是

正确的描述。

18、以下哪种生物标志物常用于评估接触某类化学物质的毒性？

A. 肝功能指标

B. 肾功能指标

C. 骨髓细胞计数



D. 胆固醇水平

答案：A

解析：肝功能指标常用于评估接触某类化学物质的毒性，因为肝脏是许多化学物质

代谢的主要器官。肝功能异常可以反映肝脏受到的毒性影响。选项 B、C、D虽然也是生

物标志物，但它们不是专门用于评估化学物质毒性的指标。

19、在进行毒理学研究时，为了评估一种新化学物质的潜在毒性，首先应进行哪种

类型的试验？

A. 慢性毒性试验

B. 急性毒性试验

C. 遗传毒性试验

D. 致癌性试验

答案：B

解析： 在毒理学评价中，急性毒性试验通常是第一步。它旨在确定单一剂量或 24

小时内多次剂量给予后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这项测试提供了有关物质潜在危害的基本

信息，并帮助设定后续更长期、更复杂研究的安全起始点和剂量范围。因此，在评估新

化学物质时，急性毒性试验是优先考虑的。

20、下列哪一项不是卫生毒理学风险评估的四个基本步骤之一？

A. 危害识别

B. 剂量-反应评估

C. 暴露评估

D. 社会影响评估

答案：D



解析： 卫生毒理学中的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四个步骤：危害识别（确定特定物质是

否以及如何造成健康损害），剂量-反应评估（建立暴露水平与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

暴露评估（估算人群实际接触到该物质的程度）以及风险特征描述（综合上述信息来定

量或定性地估计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社会影响评估虽然重要，但它不属于直接的风险

评估过程，而是涉及到了政策制定和社会决策层面的内容。

21、在进行毒理学研究时，关于生物样品分析方法的选择，以下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 应选择灵敏度高、特异性好且操作简便的方法。

B. 应选择灵敏度低、特异性好且操作复杂的办法。

C. 应选择灵敏度高、特异性差但操作简便的方法。

D. 应选择灵敏度低、特异性差且操作复杂的办法。

答案：A

解析：在进行毒理学研究时，选择生物样品分析方法时应考虑其灵敏度、特异性和

操作简便性。灵敏度高意味着可以检测出较低浓度的物质；特异性好意味着该方法能准

确识别目标化合物而不受其他化合物的干扰；操作简便则意味着实验过程简单易行。因

此，选项 A是最符合这些要求的。

22、在评估职业暴露风险时，关于暴露剂量与健康效应的关系，以下哪种描述是准

确的？

A. 暴露剂量越大，健康效应越小。

B. 暴露剂量越大，健康效应越大。

C. 暴露剂量与健康效应无直接关系。

D. 暴露剂量越小，健康效应越大。

答案：B



解析：一般情况下，暴露剂量与健康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暴露剂

量越大，个体受到的潜在危害或健康影响也越大。因此，选项 B是正确的。需要注意的

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情况下都是线性关系，还可能有剂量-反应曲线的非线性特征。

23、某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中含有一定量的苯，经检测，该废气中的苯

浓度为 50mg/m³。根据我国《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该废气中苯的

浓度是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A. 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B. 未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C. 需要根据具体岗位进行判断

D. 需要根据工龄进行判断

答案：A

解析：根据我国《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苯的职业接触限值为

10mg/m³。因此，该废气中苯的浓度超过了职业接触限值。

24、某食品中含有重金属铅，经检测，该食品中的铅含量为 0.5mg/kg。根据我国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规定，该食品中的铅含量是否超过限量标准？

A. 超过限量标准

B. 未超过限量标准

C. 需要根据具体食品类别进行判断

D. 需要根据人群年龄进行判断

答案：B

解析：根据我国《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规定，食品中铅的限量标准为 0.5mg/kg。

因此，该食品中的铅含量未超过限量标准。



25、在进行急性毒性试验时，下列哪项不是选择实验动物的原则？

A. 选择对化学物质反应与人类相似的动物

B. 选择容易饲养和管理的动物

C. 选择体型最大且最昂贵的动物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D. 选择繁殖能力强、遗传背景清楚的动物

答案：C

解析： 在急性毒性试验中，选择实验动物时应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动物对化学物

质的反应是否与人类相似（选项 A），动物是否易于饲养和管理（选项 B），以及动物的

繁殖能力和遗传背景（选项 D）。然而，选择体型最大且最昂贵的动物并不是一个合理

的标准。事实上，这样的选择不仅不经济，而且不一定能提供更准确的结果。相反，通

常会选择小型、成本效益高的动物模型，如小鼠或大鼠，因为它们的生理反应与人类有

较高的相关性，并且易于管理和大量使用。

26、关于慢性毒理学研究，以下陈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A. 慢性毒性试验主要关注短期暴露于高浓度化学物质后的即时效应

B. 慢性毒性试验通常不需要长期观察，数周即可完成

C. 慢性毒性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评估低剂量长期暴露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D. 慢性毒性试验不涉及致癌性评估

答案：C

解析： 



慢性毒理学研究主要是为了评估化学物质在低剂量下长期暴露对人体健康可能产

生的影响（选项 C）。这与急性毒性试验不同，后者主要考察的是短时间内高剂量暴露

的即时效应（因此选项 A不正确）。慢性毒性试验需要长时间的观察，通常持续几个月

到几年，以便充分了解长期暴露的潜在影响（因此选项 B不正确）。此外，慢性毒性试

验也经常包括对化学物质致癌性的评估，这是长期暴露可能导致的一种严重健康风险

（因此选项 D不正确）。通过这些研究，科学家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化学物质的安全阈值

和长期使用的潜在风险。

27、在进行环境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时，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采样方法？

A. 仅使用固定式监测仪器，无需移动

B. 根据污染物扩散速度和风向，选择合适的位置进行定点采样

C. 为了提高准确性，所有采样点必须在一天中同一时间进行

D. 使用便携式设备，在移动过程中直接采集

答案：B

解析：正确采样方法应考虑污染物的扩散速度、风向以及污染物的特性。因此，根

据污染物的扩散规律和风向，选择合适的采样位置非常重要，以确保样品代表性的采集。

28、关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以下哪项描述是准确的？

A.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B. 如果企业规模较小，可以每两年进行一次

C. 在新建设施投入使用前，不需要进行检测

D. 只有当员工报告有不适症状时，才需要进行检测

答案：A

解析：按照职业健康标准，对于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企业应当定期进



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一般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这有助于及时发现潜在

的职业病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

29、以下哪种化合物不属于烷化剂？

A. 环磷酰胺



B. 氯乙烷

C. 氨甲环酸

D. 硼酸

答案：D

解析：烷化剂是一类能够引起 DNA链断裂或交联的化学物质，常见的烷化剂包括环

磷酰胺、氯乙烷和氨甲环酸。硼酸不具有烷化剂的性质，因此选项 D是正确答案。

30、在进行毒理学实验时，以下哪项措施不属于实验动物的一般保护措施？

A. 饲养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

B.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C. 使用高剂量药物进行预实验

D. 确保实验动物的生活环境舒适

答案：C

解析：实验动物的一般保护措施包括提供良好的饲养环境、定期健康检查和舒适的

生活条件。使用高剂量药物进行预实验不仅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可能影响实

验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选项 C不属于实验动物的一般保护措施。

31、在进行急性毒性试验时，以下哪个指标最常用来表示化学物质的急性毒性大小？

A. LD50

B. NOAEL

C. LOAEL

D. BMD

答案: A. LD50

解析: 



急性毒性是指生物体一次或在 24小时内多次接触外源化学物后，在短期内（通常

不超过 14天）所引起的中毒效应。LD50（半数致死剂量）是评估急性毒性的一个重要

参数，它指的是能够导致一组实验动物中一半死亡的剂量。因此，在描述化学物质的急

性毒性大小时，最常用的指标是 LD50。其他选项如 NOAEL（未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

LOAEL（最低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和 BMD（基准剂量），更多用于慢性或亚慢性毒性研

究。

32、对于环境污染物的人群暴露评价，下列哪项不是常用的方法？

A. 生物监测

B. 环境监测

C. 模型预测

D. 流行病学调查

答案: C. 模型预测

解析: 在对人群暴露于环境污染物进行评价时，常用的方法包括生物监测（直接测

量人体内的污染物浓度）、环境监测（测量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以及流行病学调查

（研究人群健康状况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预测虽然可以辅助理解和预测暴露

情况，但它本身不是一种直接的评价方法，而是基于已有数据和其他信息进行推断的一

种手段。因此，如果要选择一个不是直接用于人群暴露评价的方法，则应选择 C. 模型

预测。

33、在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时，通常选用的方法是：

A. 个人采样法 B. 工作场所采样法 C. 均匀分布采样法 D. 随机采样法

答案：B

解析：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通常需要在工作场所环境中进行，以评估劳动者所接触



的有害物质浓度。因此，选择工作场所采样法是最符合实际操作需求的方法。



34、关于生物监测在职业健康中的应用，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生物监测可以反映个体暴露水平与潜在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

B. 对于化学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生物监测常采用尿液或血样作为样本。

C. 生物监测结果可以直接提供职业病诊断依据。

D. 通过生物监测，可以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

答案：C

解析：生物监测能够帮助评估个体暴露于有害物质的程度以及可能对健康的潜在影

响，但其结果并不能直接作为职业病诊断的依据。职业病的诊断通常还需要结合临床表

现和其他检查结果。

35、关于急性毒性实验中 LD50值的测定，下列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LD50是指引起所有实验动物死亡的最大剂量

B. LD50是指引起一半实验动物死亡的剂量

C. LD50是指不会引起任何实验动物死亡的最小剂量

D. LD50是指在实验条件下，能使一半受试对象出现中毒症状的剂量

答案： B

解析： LD50（Lethal Dose, 50%）指的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实验获得的能够导致

一群实验动物中50%个体死亡的物质剂量。它是评估化学物质急性毒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选项 A错误，因为它描述的是最低致死剂量（MLD），而不是 LD50；选项 C描述的是无

作用剂量（NOAEL），与 LD50无关；选项 D描述了引起一半受试对象出现中毒症状的剂

量，这更接近于 ED50（有效剂量 50%），而不是 LD50。因此，正确答案是 B。

36、在慢性毒性研究中，以下哪个因素不是决定研究设计的关键要素？

A. 实验动物的选择



B. 暴露途径

C. 毒物的颜色

D. 观察周期

答案： C

解析： 慢性毒性研究的设计需要考虑多个关键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动物的选

择（A）、暴露途径（B），以及观察周期（D）。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然而，毒物的颜色（C）通常不作为研究设计中的一个关键考量因素，除非颜

色本身可能影响暴露或反应的测量方式。因此，在给出的选项中，毒物的颜色并不是决

定慢性毒性研究设计的关键要素，故选 C。

37、下列哪一项不属于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评价的内容？

A.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B.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C. 个人健康体检报告

D. 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效果评估

答案：C、解析：个人健康体检报告不属于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评价的内容，其

主要关注的是工作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及其对劳动者健康的潜在影响。

38、在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现场调查时，以下哪项不是必需的？

A. 现场采样与检测

B.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

C. 工作场所布局与工艺流程图

D. 员工职业健康档案查阅



答案：D、解析：员工职业健康档案是通过查阅已经建立的职业健康档案来了解员

工的职业健康状况，而不是在进行现场调查时必需的步骤。现场调查的重点在于实际的

现场情况收集和分析。

39、在毒理学研究中，用于评估化学物质对基因影响的试验是下列哪一项？

A. Ames试验

B. LD50试验

C. 慢性毒性试验

D. 亚慢性毒性试验

答案：A. Ames试验

解析： Ames试验是一种细菌回复突变试验，主要用于检测化学物质是否具有致突

变性，即它们是否能够改变 DNA序列。这种试验广泛应用于早期筛查化学物质的潜在致

癌性，因为它能识别出可能引起基因突变的化合物。其他选项中的试验虽然也用于毒理

学研究，但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化学物质对整体生物体或器官系统的毒性效应，而不是直

接的基因毒性。

40、在进行风险评估时，以下哪一项不是确定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 MOS）

所必需的信息？

A. 人类接触水平

B. 化学物质的无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NOAEL）

C. 化学物质的最大无作用剂量（MNL）

D. 化学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

答案：D. 化学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

解析： 在毒理学风险评估过程中，确定安全边际（MOS）通常需要考虑人类接触水



平（A）、化学物质的无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NOAEL, 



B），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化学物质的最大无作用剂量（MNL, C）。这些信息帮助评估

者理解在不同暴露条件下化学物质的安全性。然而，化学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D），如

溶解度、分子量等，虽然对于了解其行为和分布非常重要，但并不是直接用于计算安全

边际的关键参数。安全边际主要是为了确保即使存在不确定性，公众健康也能得到保护。

41、关于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是指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 8小时工作日、40小时工作周

的平均容许接触水平。

B.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是指任何一次接触不得超过的浓度。

C. 最高容许浓度是指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有毒化学物质均不应

超过的浓度。

D. 阈限值是指对职业性有害因素未引起生物体损害的最高容许浓度。

答案：C

解析：最高容许浓度是指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有毒化学物质均不

应超过的浓度，这是指长期暴露在该浓度下不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的最大允许值。

42、下列哪种方法不属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方法？

A. 检测仪器法

B. 个人采样器法

C. 现场调查法

D. 剂量计算法

答案：C

解析：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主要包括检测仪器法、个人采样器法等。现场调查法主

要应用于职业卫生调查和职业病诊断中，而非直接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



43、在进行毒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时，常用于评估毒物在体内分布情况的指标是：

A. 血浆蛋白结合率 B. 半衰期 C. 毒物的生物利用度 D. 表观分布容积

答案：D

解析：表观分布容积是衡量毒物在体内的分布程度的重要参数，它代表了体内单位

浓度的毒物所占的体液总量，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毒物在体内的分布状况。

44、关于毒性作用机制的描述，下列哪项是不正确的？

A. 阻断酶活性导致毒性作用的机制属于酶抑制剂

B. 通过改变细胞膜通透性来引起毒性作用的机制属于物理化学因素

C. 通过干扰细胞 DNA复制过程导致毒性作用的机制属于化学因素

D. 通过干扰神经递质释放导致毒性作用的机制属于生物因素

答案：C

解析：干扰细胞 DNA复制过程导致毒性作用的机制属于生物因素中的遗传毒性或致

突变性，因此选项 C描述有误。

45、下列哪一项不属于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分类？

A. 化学因素 B. 物理因素 C. 生物因素 D. 心理因素

答案：D、解析：职业性有害因素主要包括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心理

因素通常不被视为职业性有害因素，而是与工作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

46、在进行毒理学实验时，以下哪一步骤属于暴露途径的选择？

A. 确定实验动物类型 B. 选择实验模型 C. 确定暴露剂量 D. 确定暴露时间

答案：C、解析：在进行毒理学实验时，确定暴露剂量是属于暴露途径的选择之一。

暴露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口服、吸入、皮肤接触等，而选择实验动物类型、实验模型以及

确定暴露时间等则分别对应不同的实验设计步骤。



47、在进行有机磷农药急性毒性实验时，通常使用的剂量范围是？

A. 0.1-1mg/kg B. 1-5mg/kg C. 5-10mg/kg D. 10-20mg/kg

答案：B

解析：有机磷农药的急性毒性实验中，常用的剂量范围为 1-5mg/kg，这一范围既

能有效检测出农药的急性毒性，又不会对实验动物造成过大的伤害。

48、关于生物监测中的尿液有机磷农药代谢产物测定，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该方法能反映个体近期暴露于有机磷农药的情况。

B. 尿液中的有机磷农药代谢产物浓度与摄入量成正比。

C. 需要特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

D. 测定结果可以即时提供给患者。

答案：D

解析：虽然尿液中的有机磷农药代谢产物浓度与摄入量相关，但测定结果不能即时

提供给患者，因为需要一定时间来分析和解读结果。因此，D选项描述有误。其他选项

均为正确信息。

49、以下哪项不是影响生物体对化学物质毒性作用的因素？

A. 化学物的剂量

B. 生物体的性别

C. 生物体的年龄

D. 化学物的浓度

答案：D



解析：影响生物体对化学物质毒性作用的因素包括化学物的剂量、生物体的性别、

年龄等。化学物的浓度虽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与选项 D相比，它更多地强调的是化

学物本身的特性，而不是生物体自身的特征。

50、关于慢性中毒的描述，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A. 慢性中毒通常是急性暴露后立即出现的症状。

B. 慢性中毒通常在长期低剂量暴露下逐渐累积的结果。

C. 慢性中毒的临床表现与急性中毒完全相同。

D. 慢性中毒的症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显现。

答案：B

解析：慢性中毒是指由于长期、低剂量的接触有毒物质而逐渐在体内积累，导致的

持续性健康损害。这种损害通常不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显现，而是可能经过数月至数年才

表现出症状。因此，B选项正确描述了慢性中毒的特点。

51、在进行急性毒性实验时，通常会选择哪种动物作为实验对象？

A. 小鼠

B. 大鼠

C. 豚鼠

D. 家兔

答案：A

解析：急性毒性实验中常用的小鼠因为其易于饲养、繁殖速度快、适应性好、价格

便宜且容易获取，是急性毒性试验的首选动物模型。大鼠和豚鼠也常用于急性毒性实验，

但小鼠更为常见。

52、关于慢性毒性实验的设计，以下哪一项描述是正确的？



A. 慢性毒性实验中，动物暴露于实验物的时间可以短至几天。

B. 为了评估长期影响，慢性毒性实验通常需要持续 6个月或更长时间。



C. 在慢性毒性实验中，实验物的剂量必须严格控制为单一剂量。

D. 慢性毒性实验不涉及对实验动物的死亡率进行统计。

答案：B

解析：慢性毒性实验旨在评估物质长期暴露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需要较长时间

的暴露。一般情况下，实验时间至少要达到 6个月，甚至更长以确保能够观察到潜在的

长期影响。尽管实验物的剂量需要严格控制，但单剂量并不总是适用，有时会使用不同

的剂量梯度来观察不同剂量下的毒性反应。至于实验动物的死亡率，虽然不是所有实验

都进行死亡率统计，但在某些情况下，监测动物的存活率也是必要的，以便评估实验物

对动物生存能力的影响。

53、下列关于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描述，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A. 职业性有害因素仅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因素。

B. 工作环境中的物理性有害因素包括噪声、振动等。

C. 化学性有害因素可能包括各种化学物质如铅、汞等。

D. 生物性有害因素通常指的是病原微生物或寄生虫。

答案：A、解析：职业性有害因素不仅限于生产过程中的有害因素，还包括工作环

境中存在的其他有害因素，如不良的劳动条件、不良的工作组织等。

54、在进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时，以下哪个指标不属于评价范围？

A. 病残率

B. 事故发生率

C. 环境污染程度

D. 人员健康损害程度



答案：C、解析：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主要关注的是与工作相关的健康影响和安全事

件的发生频率及严重程度，包括疾病发病率、残疾率、事故伤害率等。环境污染程度一

般不在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的直接范围内，而是更倾向于环境科学范畴。

55、以下关于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描述，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A. 职业性有害因素仅指工作环境中的物理性有害因素。

B. 职业性有害因素包括化学、物理、生物因素。

C. 长期接触苯可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

D. 矽尘导致的职业病是矽肺病。

答案：A。解析：职业性有害因素不仅限于物理性有害因素，还包括化学性有害因

素（如苯）和生物性有害因素（如矽尘）。

56、在进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时，通常会考虑以下哪些因素？

A. 暴露时间与频率。

B. 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情况。

C. 工作场所的通风条件。

D. 以上所有选项。

答案：D。解析：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通常涉及多个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暴露时间与

频率、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情况以及工作场所的通风条件等。因此，正确答案为 D。

57、在进行毒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时，以下哪项不是评价毒物毒性的重要参数？

A. 半数致死剂量（LD50）

B. 血液中毒物浓度

C. 毒物的半衰期

D. 肾脏清除率



答案：A



解析：半数致死剂量（LD50）是衡量毒物急性毒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它并不直接

反映毒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或毒性作用的持续时间。血液中毒物浓度反映了毒物在体内

分布的情况，而毒物的半衰期则直接指出了毒物在体内的清除速度，这两个都是评估毒

物毒性的重要参数。肾脏清除率也能够间接反映毒物的毒性及其代谢过程。

58、关于慢性毒性的研究，以下哪一项描述是不正确的？

A. 长期暴露于低剂量毒物下，可导致器官功能逐渐受损。

B. 慢性毒性试验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来观察。

C. 通过实验动物模型，可以预测人类对某种毒物的反应。

D. 一旦发现有慢性毒性，即可立即停止接触该毒物。

答案：D

解析：慢性毒性是指长期低剂量暴露于某种毒物后，导致器官或组织功能逐渐受损

的现象。因此，一旦发现有慢性毒性，不应立即停止接触该毒物，而是需要采取措施减

少暴露量，并监测受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继续进行研究和预防措施直到确认安全为止

才是正确的做法。

59、在进行生物样品中某种有害物质的检测时，如果需要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应优先选择哪种类型的样品？

A. 随机抽取的血样

B. 指定器官或组织的样本

C. 随意收集的尿样

D. 24小时尿样

答案：B



解析：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通常会选择特定的器官或组织作为样本，因为

这些部位可能含有该有害物质的浓度较高。随机抽取的血样和随意收集的尿样可能无法

准确反映体内该有害物质的浓度水平。

60、在评估某种化学物质对实验动物的毒性作用时，下列哪一项是评估毒性的常用

指标？

A. 血压升高

B. 肝脏肿大

C. 精神状态变化

D. 生长发育迟缓

答案：D

解析：生长发育迟缓是评估化学物质毒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它反映了长期暴露

于该化学物质后对生物体发育的影响。其他选项虽然也可能与毒性有关，但它们更多是

急性毒性反应的表现，而不是长期毒性影响的标志。

二、多项选择题（共 42 题）

1、关于毒理学研究方法，下列哪项不是常用的实验设计类型？

A. 随机对照试验

B. 拉丁方设计

C. 单因素试验设计

D. 哥白尼实验设计

答案：D、哥白尼实验设计

解析：哥白尼实验设计并不是毒理学中常用的实验设计类型。常用的实验设计类型

包括随机对照试验、拉丁方设计以及单因素试验设计等。



2、在进行职业性有害因素健康监护时，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常规检查内容？



A. 职业健康体检

B. 生物监测

C. 职业病诊断

D. 工作场所环境监测

答案：C、职业病诊断

解析：职业病诊断一般是在患者出现疑似职业病症状后进行的，而常规的职业健康

监护检查主要包括职业健康体检、生物监测及工作场所环境监测等，不包含职业病诊断。

3、以下哪些是卫生毒理学中重要的研究方法？

A. 实验动物毒性试验

B. 环境暴露监测

C. 人群健康调查

D. 毒理学风险评估

答案：ABCD

解析：卫生毒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动物毒性试验、环境暴露监测、人

群健康调查以及毒理学风险评估等。这些方法有助于理解和评估化学物质、物理因素、

生物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4、在进行毒理学风险评估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A. 暴露水平

B. 暴露持续时间

C. 特定群体的敏感性

D. 长期或短期效应

答案：ABCD



解析：在进行毒理学风险评估时，通常需要综合考虑暴露水平、暴露持续时间、特

定群体的敏感性和长期或短期效应等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或群体可能受到的

危害程度。

5、以下关于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描述，哪些是正确的？

A. 职业性有害因素仅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因素。

B. 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的人员不一定发病。

C. 职业病诊断需基于职业史、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果。

D. 以上说法均正确。

答案：B) 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的人员不一定发病。

解析：职业性有害因素指的是在职业活动中可能接触或遭受的不良因素，这些因素

可以包括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等。尽管接触这些有害因素的人群中有可能会有人患

上与这些因素相关的疾病，但并不是所有接触者都会患病。因此，B选项是正确的。其

他选项 A) 错误地认为职业性有害因素仅限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因素，实际上还包

括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C) 正确，职业病的确诊需要综合考虑职业史、临

床表现和辅助检查结果；D) 不正确，因为只有 B选项是完全正确的。

6、关于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建立，以下哪几项是必要的？

A. 档案应详细记录劳动者的职业史、既往病史等信息。

B. 必须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记录在档案中。

C. 档案应保存至劳动者退休后一定年限。

D. 档案应包含个人健康信息，如过敏史、家族病史等。

答案：A) 档案应详细记录劳动者的职业史、既往病史等信息。

B. 必须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记录在档案中。



D. 档案应包含个人健康信息，如过敏史、家族病史等。

解析：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建立对于职业病的预防和管理至关重要。它不仅需要详

细记录劳动者的个人职业史、既往病史等信息，还需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

记录在档案中。此外，档案中还应该包含个人健康相关信息，如过敏史、家族病史等，

以便全面了解劳动者的职业暴露情况及其健康状况。因此，A、B、D 选项都是必要的。

选项 C虽然提到档案应保存一定年限，但并未明确具体的时间长度，这并非建立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的必要条件。

7、在进行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时，下列哪些方法是常用的？

A. 体外细胞培养实验

B. 动物实验

C. 流行病学调查

D. 毒理学测试

答案：ABCD

解析：在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中，通常会采用多种方法来确保评估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这些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体外细胞培养实验、动物实验、流行病学调查

以及毒理学测试。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综合运用可以提供更可靠的数

据支持。

8、在进行环境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估时，以下哪项不是评估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A. 污染物的暴露水平

B. 污染物的生物半衰期

C. 环境污染物的浓度分布

D. 食品安全标准



答案：D

解析：在进行环境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估时，主要需要考虑的是污染物的暴露水平、

生物半衰期、以及污染物在环境中的浓度分布等与暴露和暴露途径相关的关键因素。食

品安全标准则更多地属于食品卫生范畴，不直接涉及环境污染物对健康的直接影响。因

此，在健康风险评估过程中，食品安全标准并不是必需考虑的因素。

9、以下哪些选项属于卫生毒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A. 毒性作用机制

B. 人体健康影响评估

C. 污染物净化技术研究

D. 职业病防治策略

答案：A、B

解析：卫生毒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和动物暴露于各种化学、物理或生物因素后，

其对健康的影响及其毒性作用的机制。因此，A选项关于毒性作用机制和 B选项关于对

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都是其核心内容。

10、在卫生毒理学中，进行风险评估时通常会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A. 化学物质的毒性阈值

B. 暴露剂量与频率

C. 目标人群的健康状况

D. 潜在的环境变化

答案：A、B、C



解析：在卫生毒理学的风险评估中，需要综合考量多个因素以全面评估暴露可能带

来的健康风险。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化学物质的毒性阈值（即特定水平的暴露会导致

健康损害）、暴露的剂量与频率，以及目标人群的健康状况等。

11、以下哪项不属于卫生毒理学研究中常用的剂量反应关系类型？（ ）

A. 直线关系

B. 抛物线关系

C. S型曲线关系

D. 双曲线关系

答案：D

解析：在卫生毒理学研究中，常见的剂量反应关系类型包括直线关系、抛物线关系

和 S型曲线关系。双曲线关系并不是卫生毒理学中常用的剂量反应关系类型。因此，正

确答案是 D。

12、在进行慢性毒性试验时，以下哪项措施不属于实验动物选择和饲养的基本要求？

（ ）

A. 选择合适的实验动物种系

B. 确保实验动物的健康和活力

C. 避免交叉污染

D. 在试验过程中不进行任何干预

答案：D

解析：在进行慢性毒性试验时，实验动物的选择和饲养需要满足多个基本要求，包

括选择合适的实验动物种系、确保实验动物的健康和活力、避免交叉污染等。然而，在

试验过程中不进行任何干预是不合理的，因为慢性毒性试验的目的就是观察和评估受试



物对实验动物长期影响的程度。因此，正确答案是 D。

13、关于化学物质的毒性评价，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 急性毒性试验通常用来评估一次或 24小时内多次接触化学物质后的毒性效应

B. 慢性毒性试验主要研究长期暴露于低剂量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C. 遗传毒性测试可以确定化学物质是否会引起 DNA损伤

D. 生殖毒性研究只关注化学物质对雄性生育能力的影响

答案：A、B、C

解析：

急性毒性试验确实用于评估短时间内的毒性反应（选项 A正确），慢性毒性试验则

是为了了解长时间低剂量接触化学物质可能产生的健康问题（选项 B正确）。遗传毒性

测试旨在检测化学物质是否具有致突变性，即能否引起基因损伤（选项 C正确）。而生

殖毒性研究不仅限于雄性，还包括雌性，并且考虑到了化学物质对生殖系统和后代发育

的潜在影响（选项 D错误）。

14、在进行毒理学风险评估时，以下哪几项因素必须被考虑？

A. 化学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

B. 暴露途径和暴露水平

C. 物种间的差异及个体敏感性

D. 环境条件对化学物质稳定性的影响

答案：A、B、C、D

解析：



毒理学风险评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综合考量多个方面。化学物质的物理化

学性质对于预测其行为和潜在危害至关重要（选项 A正确）。暴露途径（如吸入、食入

或皮肤接触）以及暴露水平决定了人体实际接触到多少化学物质，这是评估风险的基础

（选项 B正确）。不同物种之间的生理差异和个人之间的敏感性变化也会影响化学物质

的毒性表现（选项 C正确）。此外，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光照等）可以改变化学

物质的状态，从而影响它们的稳定性和生物可用性（选项 D正确）。因此，在进行全面

的风险评估时，这些因素都应当予以考虑。

15、关于毒物代谢与排泄的描述，下列哪些是正确的？

A. 肝脏作为主要器官参与药物代谢过程。

B. 胆汁排泄是某些非脂溶性毒物的主要排出途径。

C. 肾脏是唯一负责排除体内毒素的器官。

D. 脱氧核糖核酸修复系统在解毒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答案：A、B

解析：肝脏确实是药物代谢的重要器官，通过一系列酶促反应使药物或毒物转化成

无害或低毒的形式；胆汁排泄确实可以将部分脂溶性毒物排出体外；而肾脏则是排毒的

主要器官之一，但并非唯一负责排除体内毒素的器官；脱氧核糖核酸修复系统在 DNA损

伤修复中发挥作用，而非直接参与解毒过程。

16、关于毒物动力学中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ADME）过程，以下哪项陈述是

准确的？

A. 吸收是指毒物从接触部位进入血液循环的过程。

B. 分布是指毒物在体内各组织间的转移过程。

C. 代谢过程发生在血液中，将毒物转化为无毒或低毒形式。



D. 排泄是指毒物从体内清除的方式，包括尿液和粪便等途径。

答案：A、B、D



解析：吸收是指毒物从接触部位进入血液循环的过程；分布是指毒物在体内各组织

间转运的过程；代谢过程发生在细胞内，而不是血液中，它将毒物转化为无毒或低毒的

形式；排泄是指毒物从体内清除的方式，这可以通过尿液、粪便等方式实现。

17、关于化学物质生物监测指标的选择，以下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A. 毒性

B. 环境暴露水平

C. 易测性

D. 生物学效应

答案：ABCD

解析：在选择化学物质的生物监测指标时，需要综合考虑其毒性、环境暴露水平、

易测性以及生物学效应等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确保监测指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18、以下哪些方法可用于评估化学物质对人体的慢性毒性？（）

A. 急性毒性试验

B. 亚慢性毒性试验

C. 慢性毒性试验

D. 遗传毒性试验

答案：BC

解析：急性毒性试验主要用于评估化学物质的急性毒性，而亚慢性毒性试验和慢性

毒性试验则分别用于评估化学物质的亚慢性毒性和慢性毒性。遗传毒性试验则是用于评

估化学物质是否具有遗传毒性。因此，选项 B和 C是正确的。

19、关于急性毒性试验的描述，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A. 急性毒性试验主要用于评估化学物质在短时间内对生物体产生的毒效应



B. LD50是衡量急性毒性的常用指标，代表使一半受试对象致死的剂量

C. 急性毒性试验一般只使用单一剂量水平进行测试



D. 急性毒性研究可以为化学物质的安全性评价提供基础数据

答案： A、B、D

解析： 急性毒性试验确实主要用于了解化学物质短期内对实验动物造成的毒效应

（A正确）。LD50（半数致死量）确实是急性毒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它表示能够

导致一组受试动物中 50%死亡的剂量（B正确）。然而，急性毒性试验并不限于单一剂量

水平，通常会采用多个剂量来确定剂量-反应关系（C错误）。此外，通过急性毒性研究

获得的数据对于后续的安全性评价非常重要（D正确）。

20、在进行遗传毒性试验时，以下哪些陈述是准确的？

A. Ames试验是一种常用的细菌回复突变试验，用于检测化学物质是否具有诱变性

B. 遗传毒性试验仅能检测直接作用于 DNA的化学物质

C. 细胞遗传学分析可以通过观察染色体结构和数量的变化来评估化学物质的遗传

毒性

D. 遗传毒性试验的结果可以直接推断人类健康风险

答案： A、C

解析： Ames试验是基于细菌的回复突变来测定化学物质是否有能力引起基因突变

的一种方法，因此是遗传毒性试验中广泛使用的手段之一（A正确）。遗传毒性试验不

仅限于检测直接作用于 DNA的化学物质，它们也可以识别那些通过间接机制引发遗传损

伤的物质（B错误）。细胞遗传学分析确实包括了对染色体结构和数量变化的研究，以

评估化学物质可能引起的遗传毒性（C正确）。尽管遗传毒性试验提供了有关化学物质

潜在遗传损害的重要信息，但其结果不能直接用来推断对人类的具体健康风险，因为还

需要考虑物种间的差异和其他因素（D错误）。

21、下列关于生物监测的说法，正确的是：



A. 生物监测是通过分析人体内的生物标志物来评估接触有害物质的程度。

B. 血液中的铅含量测定可以作为铅暴露的生物标志物。

C. 尿液中的镉含量测定可以作为镉暴露的生物标志物。

D. 以上说法都正确。

答案：D

解析：生物监测确实通过分析人体内的生物标志物来评估个体接触有害物质的程度。

血液中的铅含量和尿液中的镉含量测定都是常用的重金属暴露生物标志物，因此上述说

法均正确。

22、关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以下陈述哪项是正确的？

A.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仅限于识别工作场所存在的危害因素。

B. 通过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可以确定职业病的发生率。

C.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有助于制定预防措施。

D.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不包括对现有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答案：C

解析：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不仅涉及识别工作场所存在的危害

因素，还包括评估这些因素可能带来的风险，确定适当的干预措施，并持续监控这些措

施的有效性。因此，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不仅能帮助制定预防措施，还能对现有控制措施

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23、某化工厂排放的废气中含有一定量的苯，以下关于苯对人体的危害描述正确的

是：

A. 苯是一种无色、有特殊气味的液体，易挥发

B. 长期接触苯可能导致急性苯中毒，表现为头痛、头晕、恶心等症状



C. 苯的代谢产物之一——苯并芘，具有强烈的致癌作用

D. 苯对皮肤、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但不会引起慢性中毒

答案：ACD

解析：苯是一种无色、有特殊气味的液体，易挥发，长期接触可能导致急性苯中毒，

表现为头痛、头晕、恶心等症状。苯的代谢产物之一——苯并芘，具有强烈的致癌作用。

苯对皮肤、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但不会引起慢性中毒。因此，选项 A、C和 D描

述正确。

24、以下关于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分类，正确的是：

A. 物理性有害因素：噪声、振动、高温、低温等

B. 化学性有害因素：苯、甲苯、甲醛等有机溶剂和重金属等

C. 生物性有害因素：细菌、病毒、真菌等

D. 心理性有害因素：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等

答案：ABCD

解析：职业性有害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物理性有害因素（如噪声、振动、高温、

低温等）、化学性有害因素（如苯、甲苯、甲醛等有机溶剂和重金属等）、生物性有害因

素（如细菌、病毒、真菌等）和心理性有害因素（如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等）。因此，

选项 A、B、C和 D都是正确的。

25、下列哪些是评价化学物质急性毒性的重要参数？

A. LD50

B. NOAEL

C. LOAEL

D. ED50



答案： A, D

解析：

• LD50（半数致死剂量）是指通过实验测定的一种化学物质能够导致一半实验动物

死亡的剂量，它是评估化学物质急性毒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 NOAEL（无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和 LOAEL（最低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更多用

于慢性毒性和亚慢性毒性研究，它们代表的是长期暴露下不引起或刚开始引起可

检测到的有害效应的最高剂量。

• ED50（半数有效剂量）通常指在药理学中，达到特定效果的一半所需药物剂量，

但在毒理学中也可以用作评估急性毒性的参数之一。因此，正确选项为 A和 D。

26、在进行化学物质的遗传毒性测试时，以下哪几项是常用的体外试验方法？

A. Ames试验

B. 小鼠淋巴瘤试验

C. 染色体畸变试验

D. 微核试验

答案： A, B, C, D

解析：

• Ames试验是一种细菌回复突变试验，用来检测化学物质是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

诱变性。

• 小鼠淋巴瘤试验是一种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它能检测化学物质对哺乳动

物细胞的致突变作用。

• 染色体畸变试验可以检测化学物质引起染色体结构或数量改变的能力，这种试验

对于识别可能的致癌物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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