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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化学品测试导则No.231(2009年)《两栖动物变态测试评

价》(英文版)技术内容一致。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程艳、秦占芬、崔媛、陈会明、李晞、张银凤、谢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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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两栖动物变态试验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两栖动物变态试验的方法原理、方法说明、试验步骤、数据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两栖动物变态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ASTME729 用鱼类、大型无脊椎动物和两栖类动物进行受试材料急性毒性试验的标准指南

(Standardguideforconductingacutetoxicitytestsontestmaterialswithfishes,macroinvertebrates,

andamphibians)

ASTME1439 非洲爪蟾胚胎致畸试验的标准指南(FETAX)[Standardguideforconductingthe
frogembryoteratogenesisassay—Xenopus(FETAX)]

NieuwkoopPD,FaberJ 非洲爪蟾生长发育表(NormaltableofXenopuslaevis)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MA:两栖类变态试验(amphibianmetamorphosisassay)。

HPT:下丘脑-垂体-甲状腺(hypothalamic-pituitary-thyroid)。

SVL:口至泄殖孔的长度(snouttoventlength)。

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chorionicgonadotropin)。

DO:溶解氧(dissolvedoxygen)。

MTC:最大耐受浓度(maximumtoleratedconcentration)。

LC50:半数致死浓度(lethalconcentration50)。

TSH: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hormone)。

HLL:后肢长度(hindlimblength)。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

NF:NieuwkoopPD,FaberJ(1994)中对非洲爪蟾正常发育的形态学标准发育阶段分级(Nieuwk-
oopandFaber)。

4 方法原理

4.1 AMA是一项筛选试验,其用途是凭经验鉴别可能会干扰HPT轴正常功能的物质。在 HPT轴保

守的结构和机能的范围内,AMA代表了一种广义的脊椎动物模型方法。这是一项重要的试验,因为两

栖类变态是一个研究较为成熟的、甲状腺依赖性的过程,该过程对 HPT轴内的活性物质有应答,并且

这是目前唯一的检测形态学发育中动物甲状腺活性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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