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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 双面肉类制品美容师--亚硝酸钠

课程名称 《动物毒理学实验》 总学时 16

课程类别
☑线下课程 线上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虚拟仿真课程 □社会实践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课 □通识选修课 □学门核心课 □学类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实践必修课 □集中实践选修课

思政元素 ☑铸魂育人 □民族团结 □东盟区位 □边疆稳定 □乡村振兴

所属学科 理科  工科  文科  医科  农科

授课教师 王秋华 所属学院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学对象 动物医学专业 3年级本科生

课

程

简

介

动物毒理学实验课程主要研究外源化合物对动物机体的损害作用以及两者之间

相互作用，内容涉及兽药、添加剂、饲料等其中的有毒有害化合物的检测及其安全

性毒理学评价和动物源性食品中药物残留检测技术的研究，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人类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任务主要是培养学生动手能

力、观察与分析能力、独立思考与工作能力，使其掌握毒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技

能，为进一步学习有关学科奠定基础，服务食品卫生安全、兽药研发、动物生产、

动物进出口检疫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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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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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目标
掌握动物毒理学实验的基础知识，掌握动物毒理学实验方法，

实验设计原则，为今后科研和职业工作打下基础。

2.能力目标

掌握动物编号，随机分组，经口急性动物试验，遗传突变实

验，刺激性实验，药物毒性反应及解救的实验方法，掌握查阅文

献，具有独立设计试验的能力。

3.素质目标

（思政目标）

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客观的科

研素养。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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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案例对应

课程章节
实验项目一“经口急性毒性试验”

案例教学

目标及

思政育人

目标

案例为第一个实验项目“经口急性毒性试验”旨在让学生掌握毒理

学研究中最常用的试验方法，包含动物标记，分组，试验设计原则，通

过选择肉制品常用的添加剂亚硝酸钠为试验对象，让学生掌握毒理学试

验基本技能，培养查阅文献及试验设计的能力。此外，通过亚硝酸钠利

与弊的双面性，引导学生看待问题需要有辩证思维，在科研工作中要秉

持不偏不倚的精神，在生活中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案例详解

（一）“事”（知识点、案例简介）

知识点：

案例重点要学生了解药物和毒物没有严格的界限，其主要区别在于

使用目的和剂量，通过亚硝酸钠经口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明毒理学评估

在新药开发及食品添加剂安全评价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简介：

亚硝酸钠是肉制品生产中常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作为食品添加

剂亚硝酸钠允许在腌腊肉制品类、酱卤肉制品类、油炸肉类、西式火腿

类、发酵肉制品类、肉罐头等肉制品中添加，亚硝酸钠能增加肉类的鲜

度，并有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有助于保持肉制品的结构和营养价值，同

时亚硝酸钠也是解救氰化物中毒的药物，但是如果摄入超过一定量，就

会造成人体亚硝酸钠中毒，甚至死亡，由于亚硝酸钠与食盐相似，生活

中有不少误用亚硝酸钠导致中毒的例子。例如 2016 年四川巴中市某村

村民聚餐把亚硝酸钠作为食盐使用造成 31 人中毒，2人死亡。

（二）“理”（哲理、道理）

掌握事物两面性能够更加全面地对待问题，更好地了解事物的本质

特征，更为准确地认识到事物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和预测、

指导实践方向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

掌握事物两面性，能让我们从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中抛开单一的角

度看待问题，避免陷入片面看待问题的误区而无法解决问题。通过理解

事物的两面性，我们能够充分考虑事物的各种因素和相互关系，做出更

全面、公正的决策和解决方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三）“德”（道德、公德）

我国最早的毒理学知识见于“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记

载，在《本草纲目》中已记载毒物进入生物体的途径、中毒症状及生物

对毒物耐受性等内容。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污染加剧，人类受环境

污染引发的疾病越来越多，因此毒理学研究对保障人类健康及社会可持

续发展越来重要。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将个人的理想和追求融入国家

的发展和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当中，学好专业知识，充实毒理学研究

队伍，为保护环境和保障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四）“人”（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四有新

人”）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面临抉择和困惑，往往是因为人们只看到

了事物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他因素。了解事物的两面性能够帮助我们更

好地认知和理解世界，拓宽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通过亚硝酸钠的两面性

案例让学生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事物，培养学生善于思考，不偏不倚



的科学探索精神。同时，大学生们应该从事物存在的两面性出发看待问

题，坚定“有国家才有小家”，“国富民才安”的信念，把个人追求的

目标和国家需求相结合，克服暂时的困难，积极地迎接挑战，共同建设

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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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设计考虑核心知识点+思政元素，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采用设问导入，引导学

生运用不同专业课程知识分析其中蕴含的原理，设计思政元素时，围绕专业知识

点，结合日常生活存在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并辅以课前布置查阅文献和进

行试验方案设计任务，课堂讨论分析实验结果，课后查阅本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

课前探查：通过查阅资料，初步完成亚硝酸钠经口毒性试验设计方案。

设问导入：亚硝酸钠中毒和剂量呈现什么关系，试验分组和剂量使用有什么依

据？

学生探究分析：亚硝酸钠的毒性作用和药理作用机理是什么、与其在食品添加

剂中的使用有何关联？

教师生动剖析（思政按 事-理-德-人 融入）：撇开剂量谈物质的毒性是不科学

的，现代毒理学从多方面对物质毒性进行评估，尽管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了解隔夜饭

菜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对人体健康有危害，但并不了解亚硝酸钠是人们常吃的肉制品

中常用的食品添加剂，也是氰化物中毒的解毒药，如果我们看待问题，只看到其不

利的一面，而忽略其有利的一面，则往往会错失许多机会，同样许多治疗肿瘤的药

物，也是取其利避其弊，毒理学研究在于客观评价物质的本质。同学们在科学探索

过程中需要秉持客观的态度，才能获得真理；在生活中也需要从古人的“祸兮,福之

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谚语中吸取人生哲理，坚定信念，保持乐观，克服困难，

勇于面对挑战。

课后拓展：查阅资料，毒理学试验的发展历程。

学

生

感

悟

及

教

学

反

思

学生感悟：

实验课程通常根据教材中的实验步骤，按部就班进行实验操作，忽略对本质的

思考，在此案例中，学生可以结合药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等专业知识去探究和

分析后续实验的现象和结果，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和思考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教学反思：

从生活中人们关心的问题入手，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考虑到本专业该学

习阶段的同学已经完成了兽医药理学，生物化学，兽医病理学的课程学习，通过该

案例能把前期学习的知识相融合，能培养同学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案例选

择亚硝酸钠的例子，结合试验现象和结果，可让同学们对事物两面性有更直观的认

识，培养学生客观的科研精神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