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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

煤焦沥青烟接触者外周血中白细胞介素

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的研究

上海医科大 学 ( 2 0 0 03 2 ) 毛
.

惠琴

上海碳素厂 方建平

近年来
,

肿瘤流行病学资料 表明
,

长 期 接 触 煤

焦沥青烟可使群体肿瘤发病率升高
。

许多研究表明
,

免疫功能的降低可能是 肿瘤增高的原因
。

然而
,

煤焦

沥青烟对在人体免疫细胞中起重要调节作用的白细胞

介素 ( I L 一 2) 及自然杀伤细胞 ( N K 细胞 ) 的影响尚未

见报导
。

为了探讨这一影响
,

我们对某碳素厂煤焦沥

青烟接触者外周血中 IL 一 2及 N K 细胞的活性进行 了研

究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某碳素厂有 5 年以上煤焦沥青烟接触史的 16 名工

人为实验组
,

均为男性
,

平均 年龄 33 ( 26 一 37 ) 岁
。

另选同厂无煤焦沥青烟接触史的 16 名男性工人为对照

组
,

平均年龄 3 1 ( 2 5 ~ 37 )岁
。

吸 烟及 一般情况相同
。

1
.

2 测定方法

1
.

2
.

1 外周血淋巴细胞 (效应细胞 ) 的制 备

常规静脉取血
,

肝索抗凝
,

经 iF co n (上海试剂

二厂配制 ) 分层液分离淋巴细胞
,

加入 含 有 15 % 小

牛血清的 1 6 4 0培养液 5 m l 置于培养瓶中
,

放入 5 %

C O : 孵箱 3 o7 C孵育 1 小时
,

去除单核 巨噬细胞后
,

悬

浮液细胞配成 1 x 2 0 6
/而及 1 x 2 0 7

/ m l浓度
。

1
.

2
.

2 白细胞介素 2 的测定

I L ~ 2的诱导
:

将 1 x 1 O6
/ m l 的淋巴细胞悬浮液

I iln 置于 24 孔培养板中
,

每孔加入 1 % P H A 一

M
,

混

匀
,

放入 5 % 的孵箱 3 o7 C孵育 24 小时
,

取
_

L清液测定

IL ~ 2的活性
。

IL ~ 2的测定
:
收集存活率 95 % 以上的 C T L L 细

胞
,

用含 5 %小牛血清的 1 6 4 0培养液洗涤 二次
,

制成

l x l o s
/ilrI 的细胞悬液

,

加样时将标准品和待测样品

分别作 1 : 6
, 1 : 1 8

, 1: 5 4稀释
,

每孔 1 0 0 “ l加入 9 6孔平底

培养板中
,

每个稀释度加 3 个复孔
,

然后 每 孔 加 入

C T L L细胞悬液 10 0川
。

另设 3 个对照孔
,

只加 10 0贝细

胞和 1 00 琳培养液
,

不加 IL
一

2 标准品
,
培养板置 5 %

C O : 孵箱 37
O

C孵育 24 小时
,

在停止培养前 6 小时每孔

加入 1泌 H 七T D R
,

收集细胞
,

液体闪烁计数测定每

管C P M
。

按下式计算
:

朱惠刚

范浩兴

宋伟 民

黄关泉

浮项 辉

2 及

如匕加 钦

。 。 。 ` , , 了 , _
、 1 、 _ 待测样 品C P M 最大值 的 50 % 所 需稀释度

I L
一 2活性 ( U / n l l ) = 乙左李鉴竺岁臀筹舟乞共共黑共奖子弩兰畏岑导荃

-

一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标准 品C P M 最大值 的 50 % 所需稀释度

义 标准品活性

1
.

2
.

3 N K 细胞的测定

标记靶细胞
,

收集存活率在95 % 以
_

L的 K 56 2 细

胞
,

取 1
.

6 x 1 0 ` / 0
.

s m l 细胞加 1 0 0拼l u e i N a C r O 一 ,

37
“

c 水浴培育 9 0分钟
,

期间每隔 30 分钟轻摇一次
,

离

心 用含 5 %小牛血清的H a n kS 洗涤三次
,

调 节细胞浓

度至 l x 1 0 ’ / m l
。

在 9 6孔体培养板中每孔加 10 0泌效应细胞 (含 l x

2 0 . 细胞 ) 及等体积用
5 1 C r 标记的靶细胞 (含 l x l o ` )

细胞
,

同时设自然释放组及最大释放组
,

经 5 % C O Z

孵箱 37
“

C孵育 20 小时
,

离心后取上清液 100 川
,

在 r 计

数器上测定脉冲数
.

用下式计算
。

自然释放 率 (% ) 二
实 验组 C P M

一 自然释放 C P M
最大 释放C P M

一 自然释放 C P入I

2 结果

对碳素厂 16 名接触煤焦沥青烟者及 16 名非接触者

外周血 中工L
一 2及N K细胞活性测定结果见下表

。

沥青烟接触者及非接触者外周血中

I L 一 2活性和 N K 细胞活性测定结果

组 别 人数 I L
一

2活性 ( U / n l l ) N K 细胞活性 ( % )

接触组 2 6 3 4
.

87 士 4
.

9 7 .
4 4

.

0 3 士 4
.

1 4 .

非接触组 x 6 3 8
.

8 6士 4
.

82 4 5
.

6 1土 5
.

6 9

. P < 0
.

0 5 ( t检验 )

研究结果表明
,

煤焦沥青烟接触者的 IL 一 2活性和

N K细胞活性低于非接触者
.

3 讨论

N K细胞和 I L 一 2 在调节机体免疫方面的作用日益

受到重视
。

实验证明
,

裸鼠抗肿瘤的能力与其高水平

的 N K 细胞活性相关
。

又有报导
,

如内源性 I L一 不

足
,

可使
一
些肿瘤病人的N K 细胞活性下降

,

加入外

源性的 IL 一 2可恢复或改善N K细胞的活性
。

流行病学资料表明
,

碳素厂工人的癌症死亡率明

显增加
,

提示煤焦沥青烟可能会引发肿瘤
。

因此
,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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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研究煤焦沥青烟对接触人群的细胞免疫毒性具有一

定的实际意义
。

本文选择外周血中 N K细胞和I L
一

2 活

性作为指标
,

对某碳素厂 的煤焦沥青烟接触者和非接

触者进行 了测定
,

结果表明
,

接触沥青烟者外周血中

的N K 细胞及 I L 一 2 活性明显低于对照组
,

提示煤焦沥

青烟接触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有所下降
。

另有报道
,

煤

焦沥青烟接触者的外周血的淋巴细胞数比对照组低
,

且 活性下降
,

并随着接触沥青烟强度的增加和工龄的

延长更为显著
,

而外周血淋巴细胞数及活性又与 N K

活性有明 显相关
。

上述结论对煤焦沥青烟接触者的肿

瘤高发具有现实意 义
。

提示
,

长期从 事沥青烟接触人

群肿癌发病率的增高可能与他们的细胞免疫功能水平

下降有关
。

又对实验组及对照组 的吸烟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
,

N K 细胞及 I L 一 2 活性的改变与吸烟因素无关
。

为 了保护从事煤焦沥青烟职业接触人群 的健康
,

降低肿癌发病率
,

对煤焦沥青烟接触者进行免疫水平

的动态观察是必要的
。

本文结果说明外周血中 I L 一 2和

N K 细胞活性的测定似乎可作为煤焦沥青烟接触者的

细胞免疫功能的监测指标
。

异佛尔酮二异抓酸醋致敏机理的研究

湛江卫生检疫局 ( 5 24 0 01 ) 彭曙光

同济医科大学 蒋 芸 毛福英 张招 弟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醋 ( sI 印ho
r

on
e D ilS 以孚 a n a -

et
,

I P D )I 作为一种新型工业固化剂
,

广泛应用于 国

防和民用工业
。

主要经呼吸道和皮肤吸收
,

较高浓度

时
,

对呼吸道枯膜
、

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 , 低浓度长

期接触可致哮喘
、

过敏性肺炎
、

皮炎等
。

目前对其致

敏作用究竟是通过 I 型变态反应机制引起的
,

还是由

F 型变态反应机制引起的
,

拟或还有其它机制
,

尚有

不同争论
。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为 IP D I

的职业防护及其职业病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幼

1 材料与方法

飞
.

I T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和 a 一醋酸蔡醋酶 阳性 率测

定

1
.

1
.

1 动物 选择成年健康 白色豚鼠 2 0只
,

雌 雄 齐

半
,

体重 3 0 0 士 5 0 9
,

随机分成两组
。

1
.

1
.

2 致敏方法 实验组 用小麻油 配成的 25 % I P D I
,

对照组用小麻油
,

按 M
a g n t 、 s so n ( J

.

In v es 毛 .

D e r -

姗
t ul

.

1 9 6 9) 操作方法进行
。

1
.

1
.

3 T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各组动物心脏无菌采

血
,

以 D H A为丝裂原
,

用 3 H一 T d R 参入法
,

测定豚

鼠T 淋巴细胞转化率
,

以刺激指数 s( )I 表示
。

加 P H A放射活性 ( C P M )

半
,

体重 3 0 0 士 5 0 9
,

随机分成两组
。

1
.

2
.

2 致敏方法 第 1 天实验组动物脱毛区皮 下 注

射0
.

2 m l 25 % I P D 工
,

对照组皮下 注射等量小麻油
,

第

2 天两组动物在靠近第一次注射部位
,

都注射 。
.

1仔 1

完全福氏佐剂
,

隔 日再注射 25 % IP D I 和小麻油
,

重

复 3 次
,

最后
一
次注射后的第 21 天

,

用 0
.

2介
一

1 巧 %

IP D I 经豚鼠后肢隐静脉注射进行激发
。

激发后 15 分

钟
,

经 心脏采 血测定组胺含量和肥大细胞脱颗粒指数

(
M C D I )

。

1
.

2
.

3 血浆 中组胺含量测定 按 G r
敌

￡r m 方法 ( B 二-

o c h e 卫 i e a l P I
.

a r rr a e o l
,

1 5 6 8 )测定
。

1
.

2
.

4 肥大 细胞脱颗粒指数 ( M C D )I 测定 IP D I一 牛

I吐清白蛋白 ( IP D I一 B S A 、 按 T e 叹 T s e 方法 咬T o x i e o l

A P P I
.

P h n r rr ￡r e o l
,

1 9丁g )制备
。

豚鼠腹腔肥大 细胞按唐观甜的方法 ( 临床免疫学

检验
.

仁册
. _

h 海科技出版社
,

1 , 8 3 ) 制备
。

将实验动物血清
、

I P D I一 B S A 和豚 鼠腹腔肥大细

胞各一滴 混合在一起
,

置 3 7
“

C温育 3 0分钟后
,

吸出一

滴于载玻片上
,

用涂有中性红 的盖玻片覆盖其上
,

光

镜下观察 2 00 个肥大细胞
,

计算 出肥大细胞颗粒 指 数

( M C D I )
。

不加 P H A放射活性 (C P M )

M C D I
脱顺 粒肥大细 胞数

1
.

1
.

4 a 一
醋酸蔡醋酶 ( A N A E ) 阳性率测定 参照姜

世勃方法 (上海免疫杂志
,

19 83 )
,

心脏采血
、

涂片
、

孵育
、

染色
,

在油镜下观察 2 00 个淋巴细胞
,

计算出

a 一醋酸蔡醋酶 ( A N A E )阳性百分率
。

1
.

2 血浆中组胺含量测定和肥大细胞脱顺粒试验

1
.

2
.

1 动物 选择成年健康白色豚鼠 16 只
,

雌雄各

IE 常肥大细胞数 + 脱颖 粒肥大细胞数
x 10 0 %

2 结果

2
.

1 豚鼠 T 淋 巴细胞转化率和 a 一醋酸蔡醋酶 阳性率

测定

结果见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