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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英雄、做新时代奋斗者
--建川博物馆主题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7月9日，生物技术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价专业委

员会党支部联合华西海圻党支部开展了以“学党史、

学英雄、做新时代奋斗者”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主题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全体党员抵达建川博物馆后，第一站就来到党员宣誓

大厅，在庄严的党旗下 进行郑重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时刻铭记一名党员的职责和义务。随后，支部党员进入

百年党史博物馆，一起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从 1921年到 

2021年这百年里走过的辉煌历程，在川军馆踏寻川军英

雄足迹，探访国防兵器馆，追寻红色记忆。之后党员们

来到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为烈士

默哀。下午，为了检验党员的党史学习成果，支部开展

了党建知识竞赛，9名党员代表三个党支部小组出战，各

小组成员也全程参与积极应援，现场气氛异常热烈。最

后，活动在大家的自由交流分享中圆满结束。



计算毒理专业委员会党支部
赴延安开展党史学习活动

    2021年7月23-25日中国毒理学会计算毒理专业委员会主

办的第四次全国计算毒理学学术会议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

会后，专委会党支部组织了60余名党员学习党史，参观了南

泥湾革命纪念馆，并登上宝塔山，实地学习延安精神，开展

党史学习活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付出重大牺牲，

终于抵达延安。从此，延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

和有识之士，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前哨阵地，成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的指挥中心。巍巍宝塔山，滚滚延

河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走向成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支部党员参观了延安的南泥

湾革命纪念馆，在南泥湾的巨大党徽面前重温中国共产党入

党誓词，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第四次全国计算毒理学学术会议暨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由中国毒理学会计算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环境化学与

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延安大学和延安市生态环境局

承办，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第四次

全国计算毒理学学术会议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于2021年7

月21-23日在延安市成功举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江桂斌院士、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刘超、以及来自全国科研

机构、疾病预防与控制系统、高校和企业等约90个单位的220

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延安大学副校长付峰教授主持，延安大学校

长高子伟教授、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军、中国毒理学会秘

书长刘超、中国科学院江桂斌院士分别致辞。陕西省生态环

境厅副厅长张霖琳、陕西省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刘亚

军、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田兆虎等相关领导参加了开幕式。

  7月22日，还举行了计算毒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46名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专委会委员。



2021（第五届）毒性测试替代方法
与转化毒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沈阳圆满召开
 2021年7月7日-10日，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替代法与转化

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毒性测试与替代方

法专业委员会及中国毒理学会食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在

沈阳召开2021（第五届）毒性测试替代方法与转化毒理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沈阳化工研究院承办。

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毒理学替代法与转化毒理学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彭双清研究员担任大会主席。会议开幕式由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磊明教授主持，大会

主席彭双清教授、中国毒理学会理事长周平坤教授、沈阳化

工研究院院长胥维昌教授致开幕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党委书记郝卫东教授，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南方医科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杨杏芬教授，中国毒理学会食品毒理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贾旭东研究员，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院长皮静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

长王慧教授参加了开幕式。



   第九届亚洲毒理学国际大会（ASIATOX-

2020）将于2021年10月20-23日在杭州举行。

学会已成立ASIATOX-2020组织委员会、学术

委员会等，筹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大会

报名网站：http://www.asiatox2020.com/en

 第九届亚洲毒理学国际大会筹备



“2021年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

    为了加速中国毒理学人才工程建设，推动学科

发展，表彰和奖励在毒理学科学技术领域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中国毒理学会第七届五次常务理事

会决定2021年继续实施《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

的推荐评选工作，并将在2021年第九届亚洲毒理学

会大会上颁奖。

2021年“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刘征涛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境基准与风险
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孙志伟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 杨杏芬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21年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

    为进一步激励广大会员为我国毒理学替代法的发

展和应用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按照《中国毒理学会

科技奖励章程》和《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实施细

则》的规定，启动“2021年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

的推荐评选工作，并将在2021年召开的中国毒理学会

毒理学替代法与转化毒理学专委会的学术会议或相关

会议上颁奖。

“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获奖者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王慧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 王韫芳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021年度资助专委会
科普项目

   学会决定2021年继续重点资助2-3个科

普项目，由各专业委员会申请，学会科普

工作委员会评审选定，现公布资助名单。

江苏省毒理学会《加强吸烟防控科普，构建和谐无烟环境》

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基于疫情防控需求的合理用药宣教
“云说科普，听出健康”模式的探索与搭建》



校园科普大赛入围奖

   2021年度面向在校大学生征集毒理学相关科普

作品进行科普作品大赛。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推广

效果。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有来自9家单位的15个

作品入围。

序
号

推荐单位或专业委员会 作品名称

1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以美之名，重金属之祸》

2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微不可察的“塑”命

3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误”饮茶，勿饮茶

4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兴利“厨”弊》

5 佳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新型冠状病毒“三类疫苗”接种知多少？

6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螨”是烦恼

7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藏在霉物中的致癌杀手-黄曲霉毒素》

8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计算机学院 《常态化疫情防控，你做到了吗？》

9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计算机学院 《口罩时代——还你健康脸蛋》

10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计算机学院 《你真的氡我吗？》

11 南京医科大学 《洗尽“铅”华》

12 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毒理学会 烟头易冷，人世易分 为健康驱散烟霾

13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环境与生态 热爱蓝色星球的我们

14 四川轻化工大学 毒理学科普漫画

15 温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微塑料，并非“微”不足道



     2021年07月17日～22日，由中国毒理学会主办，昭衍（苏州）
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三期“现代毒理学基础与进
展”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在苏州太仓顺利召开。中国毒理学会
由陈君石院士和周平坤理事长发表开班致辞。有162名学员参加
了培训学习，远超往届参加人数，创历年人数之最。

      今年研修班依据国内外毒理学研究进展及学科发展情况，新
增了医疗器械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和我国化妆品的法规变化与
指导原则等内容，原有内容也都结合最新进展进行了调整 。课
程涵盖了抗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我国化学品管理、药物非临
床研究与评价、农药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国家政策法规及临
床与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以及毒理学的相关方法等。

 

        2021年7月22日上午中国毒理学会组织学员进行了模拟考试，
并给每位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并请学员们填写了学会精心设
计的调查问卷。下午部分学员实地参观了昭衍（苏州）新药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本次研修班的成功举办，以及线上会议平台
直接视频授课的成功尝试，为学员与国内外专家的近距离讨论
和交流提供了机会，并使学员们比较全面的学习到了现代毒理
学的研究方法和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十三期“现代毒理学基础与进展”继
续教育高级研修班在太仓举办



按照《中国毒理学会团体标准制管理办法（试

行）》相关规定，经过公开征集，2021年上半年经中

国毒理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审查，批准以下三个

项目立项。

一、毒理学关注阈值（TTC）方法在个人消费品安

全评估中的应用规范

申请及编制单位：宝洁公司、解放军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二、新一代化妆品安全评估整合测试策略和方法

申请及编制单位：江苏科标医学检测有限公司、

联合利华、欧莱雅、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微谱分析测试中心、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抗病毒口罩

申请及编制单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中科一然未来（大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学会开展团体标准工作



《遗传工程作物：经验与展望》

   本书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编写，编写委员会成员由4

个国家(美国、荷兰、德国、墨西哥)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

20名顶级专家组成，成员的专业领域包括植物育种、农学、

生态学、食品科学、社会学、毒理学、生物化学、科学传

播、分子生物学、经济学、法学、杂草学和昆虫学。本书

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对20年来全球遗传工程作物

的商业化种植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性研究，以文献分析研讨

会、社会互动等多种方式所得到的共识为基础，全面地回

应了有关遗传工程作物的争论。本书包含的内容广泛，涉

及遗传工程作物的发展与应用、遗传工程作物对农业和环

境的影响、遗传工程作物与人类健康相关的风险和益处、

遗传工程作物的社会经济效益和风险、新兴的遗传工程技

术和未来的遗传工程作物，以及各国对于遗传工程作物的

监管体系等，堪称一本遗传工程作物的经典百科全书。                        

   本书可为生物科学与生

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家提供

研发方向的指导，为遗传

工程作物的管理者提供政

策、法规和办法的参考，

为遗传工程作物的安全性

评价人员提供评价内容、

标准和方法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