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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药的使用为充足的食物供应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其安全性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主要
体现在对人及生态环境健康安全等方面。农药风险评估已经成为欧美评价农药安全性的主要技术手段。我

国农药风险评估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十一五”期间及“十二五”期间，借助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及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农药风险评估技术研究开始启动并全面开展。膳食风险评估技术研究主要引用 ＦＡＯ／ＷＨＯ和
ＯＥＣＤ等评估方法，即根据毒理学试验评价结果，推导每日允许摄入量（ＡＤＩ）；通过残留田间试验结果及膳
食结构推算每天通过食物摄入的农药量；通过二者的比较来表达风险大小。近年来国内科研机构加大力度

对我国特有的膳食结构、小宗作物残留、加工因子等课题开展研究。施药人员风险评估技术研究主要借鉴美

国环保局方法，主要考虑吸入及经皮两种暴露途径。通过对经皮、吸入毒性等关键毒理学数据的评价，推算

施药人员每日可承受的安全剂量；通过全身法测试单位施药量导致的吸入或经皮暴露量，进一步结合每天的

施药量，推算吸入或经皮暴露量。通过暴露量与安全剂量的比较来表达风险大小。目前施药人员风险评估

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背负式喷雾器施药方式上。卫生用农药风险评估技术研究重点针对蚊香类、气雾剂等

产品，借鉴美国环保局风险评估方法，考虑吸入、经皮、经口（儿童）等暴露途径。通过对经皮、吸入毒性等关

键毒理学数据的评价，推算居民每日可承受的安全剂量；通过模型模拟农药的释放及附着，模拟农药空气中

的浓度及物体表面附着量的动态变化，进一步推算人在室内活动或睡眠时吸入、接触及儿童吸吮手指或玩具

的经口暴露量。通过暴露量与安全剂量的比较来表达风险大小。环境风险评估技术研究主要借鉴欧盟风险

评估方法，地下水、地表水、鸟、蜜蜂、桑蚕风险评估方法基本建立。以 ＰＥＡＲＬ为基础改编的北方旱作地下
水模型，可以预测农药使用后，通过降雨淋溶至地下水中的浓度。以降雨及土壤性质为主要驱动因子，以第

９９百分位为保护程度，在北方旱作区选取了６个典型场景点；将６个场景点的气候、土壤、作物、农业操作等
数据编入模型，建立了ＣｈｉｎａＰＥＡＲＬ模型。南方水稻区下地下水模型ＰａｄｄｙＰＥＡＲＬ也以ＰＥＡＲＬ模型为基
础，选择了２个场景点。ＰａｄｄｙＰＥＡＲＬ可以同时模拟大量降雨后水稻田漫溢的情况，进一步与ＴＯＸＷＡ模型
组合，可以模拟预测地表水（池塘）中浓度。桑蚕风险评估考虑桑树施药及邻近农田施药漂移两种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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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毒性作用的非编码ＲＮ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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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生命科学界对ＲＮＡ的认识迅速从一种简单信息分子转变到一类具有重要基因表达调控
作用的多重功能分子，许多具有功能意义非编码 ＲＮＡ的发现，挑战和完善了传统的遗传中心法则，展现了
细胞内基因表达调控多层次的网络系统。近几年科学家们对小分子 ＲＮＡ（＜２００ｎｔ）尤其是微小 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２０ｎｔ）倾入了大量研究，阐明了体内ｍｉＲＮＡ对基因具有非常重要的调控作用，与正常的生理生
化过程和疾病尤其是肿瘤发生密切相关。ｍｉＲＮＡ在毒理学领域的研究自首次报道至今约５年时间，研究发
展相当迅速，已体现在毒理学研究的每一个方面。众多研究发现，ｍｉＲＮＡ具有调节外源化合物代谢、影响外
源性化合物的肝脏毒性、生殖和发育毒性等功能，ｍｉＲＮＡ表达具有调控化学物质神经毒性等作用。我们的
系列研究证实了ｍｉＲＮＡ在化学物诱导癌变作用中具有重要意义。在非编码 ＲＮＡ中，大分子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ｌｎｃＲＮＡ，＞２００ｎｔ）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已发现ｌｎｃＲＮＡ数量是 ｍｉＲＮＡ的１０倍以上，且 ｌｎｃＲＮＡ序列
长、结构丰富，其中必然蕴藏着大量生物学信息和意义，对这些数量更多、序列信息更丰富的大分子长链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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