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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物质人体内暴露与健康效应
施小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 环境与人群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1

摘要 ：

环境暴露对人类造成的健康威胁已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环境化学物质
在人体内的累积水平及其生物学效应仍有待探索。本期 “ 环境化学物质人体内暴露与健康
效应 ” 专栏从疾病、代谢和分子层面分析了我国环境化学物暴露对人群健康的效应，丰富了
对我国环境污染物内外暴露的潜在健康影响的认识，可为我国制定应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
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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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at to human health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exposure has become a global 
public health issue. The cumulative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in human body and 
their potential biological effects remain to be explored. In the “Human internal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and health effects” special column, the health effects of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in China were evaluated at disease onset, metabolic, and molecular 
levels, enrich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tial health eff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posures 
to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in China, and providing scientific action guidance to cope with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emiss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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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环境化学物质人体内暴露与健康效应
Special column: Human internal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and health effects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环境暴露与人类多种不良健康结局之间存
在关联［1］。2017 年《柳叶刀》污染与健康委员会报告显示，环境化学物质对空
气、水和土壤等造成的综合污染可致全球约 2.68 亿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和 900 万人过早死亡［2］。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环境化学污染物的定义已从传统的工业排放、化石燃料燃烧
等进一步扩展到与食品、饮水消毒副产物和病虫害防治等相关联的新型污染
物［3］。迄今为止，包括空气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金属元素、烟草及职业暴露等在内的环境化学污染物逐渐受到
流行病学家的广泛关注［4］。

在识别环境化学物质所致健康效应的流行病学研究中，暴露评估方法的
发展为量化环境化学物质的健康风险和指导健康防护提供了更为精准的途径。
根据测量方式可将环境暴露评估分为外暴露测量、生物监测以及生物效应标志
物等［5］。基于人群的外暴露测量主要来源于环境监测（例如空气污染监测），实
时和高分辨率数据采集工具的发展使进一步细化个体层面暴露的差异成为了
可能［6］。与外暴露测量方式相比，基于血液、尿液、指甲、头发等生物样品的内
暴露测量具有精确评估人体真实暴露水平的巨大优势［7］。作为反映人体内环境
污染物暴露的金标准，欧美发达国家已在系统开展生物监测项目的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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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生物学作用。
上述研究基于横断面调查、细胞实验等研究设

计，从疾病、代谢和分子层面描述了我国多种环境化
学物暴露对一般人群、儿童、老年人、职业暴露人群
等造成的影响。随着环境化学物质种类及数量的不断
增加，以单一污染物测量为基础的风险评估难以反映
环境综合暴露的影响。采用高通量、高灵敏方法同时
定性和定量多种污染物，明确个体及群体环境污染物
的负荷水平与变化，筛选我国一般人群、高暴露人群
及脆弱人群内暴露标志物仍是未来亟须解决的重要
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已开展了多项大型人群研究以
期为上述科学问题提供独特证据。上海出生队列研究
旨在探索环境污染物的早期暴露对孕妇、胎儿和幼儿
等脆弱群体的影响，例如，关注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
这一类常见的内分泌干扰物对妊娠结局、儿童生长发
育和疾病风险的影响［19］。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牵头开展的国家人体生
物监测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人
群队列［20］，目前已完成基线调查并开展第一轮随访，
以期获得中国人群环境化学物质内暴露水平基础数
据并追踪长期变化，助力人群健康风险和早期效应生
物标志物评估，为政府降低环境化学物质暴露水平，
采取有关预防决策提供依据。

近年来，组学技术的发展为环境健康研究开辟了
新的途径［21］，这其中，暴露组学在健康风险评估中
的优势也逐渐显现。暴露组学被定义为个体一生所经
历的全部暴露，旨在通过对体内外暴露水平的动态监
测，研究混合暴露在生命不同阶段的健康效应［22］；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测量误差和偏差，寻找环境暴露
与健康、疾病终点之间的新关联。基因组学、转录组
学和表观遗传学等的进步也为探索易感性效应生物
标志物提供了技术支撑，并有助于理解暴露导致健康
效应的分子机制［23-24］。

展望未来，采用暴露组相关方法开展纵向分析，
科学表征个体环境暴露，综合考虑多种物质共同作
用，阐明重点环境污染物的健康效应及作用机制，分
析不同暴露之间的协同效应等方面研究亟待开展，从
而可为我国制定应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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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栏 ·

《 》第六届编委会青年编委（增补）名单

为了更紧密地吸纳国内外优秀青年学者，培养编委会的后备力量，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和
影响力，实现杂志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编辑部于 2021 年 6 月启动第六届编辑委员会青
年编委增补工作。经过广泛推荐或自荐、多轮严格评选，最终增补 22 名青年编委，名单公布如下。

班　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敏健　　　南京医科大学
房中则　　　天津医科大学
古晓娜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黄　敏　　　宁夏医科大学
黄素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晋小婷　　　青岛大学
李　涵　　　广西医科大学
林　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刘　聪　　　复旦大学
罗　斌　　　兰州大学

《 》编辑部
2021 年 9 月 30 日

毛振兴　　　郑州大学
田耀华　　　华中科技大学
吴春峰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向建军　　　福建医科大学
徐秋凉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苑苑　　　中国医科大学
薛　涛　　　北京大学
杨　飞　　　南华大学
虞慧婷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曾晓雯　　　中山大学
朱珍妮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