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环境卫生学应加强基础研究

一、加强环境卫生学基础研究的历史背景

基础研究涉及的内容为环境卫生学的前沿领域，它是该学科已

知领域与未知领域之间的不确定性部分，是能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

突破性进展，又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通过科学实验及理论性

工作开展这类研究以寻求新的知识，诸如新理论、规律及机制等，对

环境卫生学学科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环境卫生学

的基础研究领域则较为薄弱，起步也较晚，这是有历史缘由的。在环

境卫生学科发展初期阶段，科学研究长期注重单纯的外环境因素的

调查研究与环境污染物浓度的检测，从未涉及重大科学问题的探索，

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才有所改变，逐渐将环境与健康结合起来

研究，探索两者之间存在的奥秘，这是环境卫生学学科的进步，但是

多年来进展缓慢，成效也不显著，这种情况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基

础研究的重要性并未被人们所认识，基础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加强环境卫生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1．加强基础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我国古代早有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记载。《黄帝内经》中

就曾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这种认识与当今的“机体-环境相

互作用”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古代的这种认识，留传数千

年，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至今，对指导或推动环境卫生学的发

展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是，由于此种理论仅是实践经验的总

结，而无科学实验的依据，因而其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假说（假

设）。众所周知，某种科学定论的成立，一般都是通过从假说到理

论再到科学定律的形成。因此，古代这种理论对指导实践的意义是

有限的。当今环境卫生学的核心内容与基本任务是研究人类赖以生

存的环境对人体的作用及人体对环境的作用产生的反应，这就是所

谓的“机体-环境相互作用”，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多少年来，都

因缺乏有效的实验手段与方法，无法揭示其内在关系而使环境卫生

学的发展停滞不前。但是，由于近年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人类基因

组计划的快速推进，美国环境基因组计划的实施给阐明“机体-环

境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有效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环境应

答基因”（environmental response gene）的发现，为此项研究指出

了有效的靶点和环境暴露效应的观察位点，以及某些环境化学物暴

露反应的分子机制及其有关信号通路的发现，不仅拉开了揭示“机

体-环境相互作用”的帷幕，而且加速了研究的进程，跳跃式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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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揭示“基因-环境相

互作用”的阶段，环境

卫生学的发展也还因为

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研

究方法的融入而显露出

新的曙光，我国古代的

“天人合一”的理论

也将被现代科学实验

所证实。

2．加强基础研究是客观实际的需要

在生产、生活环境中的化学污染物种类繁多，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极为复杂，危害极大。根据报道，在过去50年中，约有85000余种合

成化学品投入市场，每年推出的新化学品为1500种。在这些产品中，

大多数都未曾研究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既不知道它们毒作用的大

小，更不清楚它们毒作用的发生机制，因此，它们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远未阐明。当前，随着美国环境基因组计划的实施，环境相关性疾病

发病机制的研究又为环境卫生学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

不管中毒机制还是发病机制不仅都是环境卫生学领域有待研究的内

容，而且其中还都存在一个过去普遍认为极难解决的科学问题需要

揭示，即人群在同一环境里，为什么有的个体中毒或发病，有的则辛

免于难。这个长期存在的奥秘，随着美国环境基因组计划的深入也逐

渐迎刃而解了。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有的中毒的易感性机制可能与

某种基因多态性能影响毒物代谢的转化机制有关；有的发病机制或

许是由于某种基因多态性能改变酶的催化活性。如此等等的问题，在

环境卫生学领域里还有许多，需要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学基础研

究，才能揭示环境卫生学领域中的难点、疑点或最难解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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