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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毒素是由各种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产
生的有毒物质, 为天然毒素, 是由生物来源并不可自
复制的有毒化学物质。目前生物毒素的研究已发展成

为一个与多种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 其发展对于生
命化学、医学、药物学、环境科学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生物毒素具有种类多、分布广、毒性强等特性, 
所以发展快速、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生物毒素检测

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生物毒素种类繁多, 已知化学结构的就有数千

种, 依据来源将其分为动物毒素、植物毒素、微生物
毒素和海洋毒素等。其中以微生物毒素和海洋毒素的

分布范围最广、健康危害最大。微生物毒素是微生物

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次级代谢产物, 常见
的有黄曲霉毒素、镰刀菌毒素、赤霉菌毒素等真菌毒

素, 以及霍乱毒素、大肠杆菌肠毒素、白喉毒素等细
菌毒素。海洋毒素主要是由海洋有毒藻类产生的毒素, 
海洋生物通过滤食藻类, 从而在体内蓄积毒素, 常见
的有麻痹性贝类毒素、腹泻性贝类毒素、西加鱼毒等, 
此外常见的还有河豚毒素、芋螺毒素、水母毒素等, 
虽然具有与上述毒素不同的特性, 但是还是将其归
为海洋毒素一类。 

从化学上来讲 , 生物毒素包括了几乎所有类
型的化合物 ; 从毒理学方面来看 , 毒素可以对机
体的各种器官和生物靶位产生化学和物理化学的

作用 , 从而引起机体损伤、功能障碍 , 以及致畸、
致癌 , 甚至造成死亡等各种不良生理效应。近年来 , 

食物生物毒素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 而真菌毒素和
海洋毒素更是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的重大代表性威

胁。生物毒素除了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外 , 同时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例如 , 生物毒素独特
的结构提示它们可以作为开发新药的重要资源库 , 
用于治疗神经性疾病、强心、高血压和肿瘤等顽

症 ; 研究发现有的生物毒素本身就是致癌因子 , 
有的和其他促癌物共同作用致癌 , 因此 , 它们在
探讨癌症的发病机理方面也占有一席之地 ; 此外 , 
在研究血液系统、免疫系统的分子作用机理 , 在探
讨离子通道的分子机理 , 在防控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和处理生物恐怖事件等方面生物毒素也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 生物毒素的检测在医学、环
境科学、农业科学、军事以及反恐等领域都是一

个迫切的需要。  
传统的生物毒素检测主要依赖于一些常规的

鉴定方法, 如生物测定法、理化分析法以及免疫学
方法等。近年来随着现代分析仪器的发展, 许多新
型的分离分析手段不断应用于生物毒素的检测中 , 
如生物传感器、质谱等。各种新兴技术手段不仅能

对生物毒素进行准确的定性鉴别 , 还能进行准确
的定量分析。随着各种新型固相萃取填料及含有各

种抗体分子探针的出现 , 样品预处理方法也有了
长足的进步, 尤其是与各种新型分析仪器的结合应
用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生物毒素研究专题, 浓缩了一线科技人员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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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动态和成果, 同时也集中展现了我国在生物
毒素检测领域的科技水平。为生物毒素研究领域同仁

全面把握食品质量安全技术、更新观念、拓宽思路、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供了参考。本专题旨在以满足我

国食品贸易、国家经济和食品安全要求为目标, 以新
思路、新技术为切入点, 重点研究、开发生物毒素检

测技术, 进一步加强关键技术的研究, 做好战略性的
技术储备。整合集成各行业、各学科的有利资源, 增
强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在食品安全保障中实现从被

动应付向主动保障转化, 充分发挥食品安全科技发展
在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安全和确保人民生命健康中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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