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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种炼油工艺所致人体的其他部位肿瘤
,

尚

缺乏有说服力的流行病学和动物实验证据
,

有关这方

面的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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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氢化合物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影响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 51 0 2 6 0) 陈嘉斌

中山医科大学环境卫生教研室 黎大明

(综述 )

(审校 )

碳氢化合物是分布广泛的环境污染物
,

其中对人

们危害较大的是存在于城市垃圾
、

工业化学
“

三废
”
以

及汽车燃料燃烧中的污染物
,

如
:

多卤代芳烃族的多氯

联苯 ( P C B )
、

多澳联苯 (P B B )
、

四氯二苯
一

对
一

二恶因

( T C D D )
、

六氯苯 (H C B )
,

多环芳烃中的苯葱
、

7
一

12
-

二甲基苯葱 ( D M B A )
、

三甲基胆蕙 ( 3
一

M C A ) 以及氯

乙烯
、

苯 乙烯
、

甲烷
、

乙烷等
。

近年来人们 已注意到有

关它们对机体的毒性作用
,

碳氢化合物的环境污染与

自身免疫病有一定的关系
〔 , 〕

。

故现将其有关的报道综

述如下
。

1 碳氢化合物对机体自身抗原
、

抗体的影响

环境中各种碳氢化合物可 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

肺
、

血液
、

大脑
、

肝肾等
,

作为外来物刺激机体
,

影响

甚至破坏了机体的正常自我识别作用
,

或破坏了机体

的正常组织机构
,

例如
,

破坏某些屏 障
,

使隐蔽抗原进

入血液系统或淋巴系统
,

接触免疫活性细胞
,

有些碳氢

化合物 (如异胭麟 ) 直接损伤机体组织细胞
,

或影响细

胞代谢
,

从而被机体 当作异物抗原而发 生反应川
。

iB g
a z iz 〔 3〕

认为
,

从免疫学理论上说
,

环境中的碳氢化合

物进入机体后
,

在某些特定的器官 (如肾
、

甲状腺 ) 可

导致改变组织细胞表面的抗原性
,

从而刺激机体产生

以体内正常成分的自身抗原作为靶器官的免疫反应
,

形成一种或多种抗自身抗原的抗体
,

引起相应组织发

生病理改变
。

虽然由外界进入机体的碳氢化合物使机

体产生抗原
、

抗体的机理仍在探讨阶段
,

但已有许多临

床观察或动物实验证实二者的关系
。

S ul h va
n 〔 `〕
认为

,

青霉素
、

磺胺等化合物具有半抗原或抗原决定族的特

性
,

并可能 以结合的抗原形式不同程度的引起免疫损

害
,

同时
,

这些外来化合物与机体组织成分结合成的载

体半抗原桥联
,

刺激 T 细胞后产 生抗 自身的抗体
。

近

年在研究五氯酚 一类碳氢化合物的免疫毒性 时发

现
〔 5刁 ,

在接触五氯酚的工人中 (年龄在 20 一 30 岁 )
,

血

清中抗核抗体 ( A N A ) 检出率为 21 %
,

明显高于正常

者 (正常人
:

20 一 35 岁年龄组检出率为 。%
,

60 一 69 岁

年龄组检出率为 6
.

6%
〔 6 〕
)

。

G uz p p on
〔 7二
在近期调查分

析了 87 名接触异氰酸酷甲基二异氰酸酷等碳氢类毒

物的工人中
,

发现有 n %能检出抗 D N A 自身抗体
,

提

出碳氢化合物具有免疫毒作用
。

动物实验中也发现
,

接

触碳氢化合物的机体其抗基底膜抗体浓度 明显升

高
〔 8〕 ,

提示接触碳氢化合物存在引起肾小球肾炎这类

自身免疫疾病的可能性
。

2 碳氢化合物使机体免疫活性细胞发生改变

正常情况下
,

机体能自我识别非 己抗原和自身的

各种抗原
,

并彼此保持稳定状态
。

受外界化学
、

感染等

原 因的刺激
,

机体的免疫活性细胞发生改变
,

形成有可

能与 自身组织发生反应的
“

禁株
” ,

把 自身组织看成
“

标记
” ,

从而引起自身免疫过程
。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

一些化合物进入机体后
,

可改变组织 细胞表面的抗原

性从而刺激 T 辅助细胞
、

激活 B 细胞产生一种或多种

抗自身抗体
,

并引起相应组织发生病理改变
〔蛇 ,

这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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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毒性的化学物
,

环境中的碳氢化合物烃类占了大

部分
〔 `。〕 ,

另一方面
,

有 人认为这些化学物进入机体产

生的自身抗原的分子模
,

极可能通过某种反应
,

激活 自

身反应细胞
,

使自身反应致敏的交叉反应导致慢性 自

身免疫状态的建立 川
〕 。

3 碳氢化合物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稳定性

正常情况下
,

免疫稳定的功能控制禁忌细胞株的

活动
,

维持机体免疫反应的稳定性
。

若免疫稳定功能失

调
,

禁忌细胞失去控制而大量增殖
,

与 自身组织细胞发

生免疫反应
,

发生 自身免疫病
。

实验证明胸腺可能是维

持免疫稳定功能的主要器官
,

因此
,

胸腺异常或胸腺功

能不全均易导致 自身免疫病
。
D e
nc k

e r 〔` 2 ,
用 B 6 小鼠胚

胸腺作器官培养
,

证明 2
,

3
,

7
,

8
一

T C D D 及其同系物

T C D F
、
T C A O B

、
T c B 均可抑制胸腺淋巴细胞生长

,

近

年 A dn er ss on
〔 `’ 〕
也证实这类碳氢化合物如多氯联苯

( P C B S )可抑制胸腺淋巴细胞生长
,

而影响机体免疫功

能
。

目前临床上较少考虑这类毒物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

原因可能是这方面的报道确实太少
,

但作为毒理学研

究
,

即使急性中毒中不表现任何免疫毒性的 T C D D 同

系物在长期染毒时也可引起免疫抑制作用
,

这一点在

碳氢化合物接触者的评价中应引起注意
〔 ,们

。

同时动物

实验已证实
,
2

,
3

,
7

,

8
一
T C D D 类碳氢化合物可引起

严重的免疫功能损害
〔 , ” ,

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肾小球肾

炎与碳氢化合物的关系发现大部分碳氢化合物都有免

疫抑制作用
,

同时这种抑制作用通过影响 T 淋巴细胞

而引起一系列 自身免疫的临床症状
〔 ` 6

· ” 〕 。

国内陈敏玲

等通过研究石油气燃烧产生的碳氢类化合物的免疫毒

性发现
,

其长期作用可使小鼠外周淋巴细胞明显下降
,

降低细胞免疫功能
〔 , 8〕

。

4 小结

自身免疫病的发病原因
、

机理极其复杂
,

碳氢化合

物作为外来刺激物
,

通过影响自身抗原的产生
、

免疫活

性细胞的改变及自身稳定机能的削弱等三方面来影 响

机体的自身免疫功能
。

而其具体机理可能是
〔` , 〕
作为外

源化学物的碳氢化合物进入机体后
,

通过其具有的抗

原决定簇 (F ) 与颗粒自身抗原相结合 (S F ) 形成载体

— 半抗原桥联
、

刺激 T H

细胞产生第二信号
,

B 细胞

接受 T 细胞的协助后产生自身抗体
,

引起自身免疫功

能的损害
。

另外
,

进入机体的碳氢化合物直接与 B 细

胞连结
,

产生多种不同 自身抗原的特异性抗体使免疫

功能受损
。

有关这些研究
,

人们一直在进行
。

近期较多

接受的观点是这些外来物诱发的自身免疫都有明显的

个体差异
〔20j

。

虽然碳氢化合物对机体 自身免疫功能影

响的研究大部分只限于临床及 环境流行病学分析
,

但

其引起 自身免疫病的可能性依然受到人们的注意
,

如

Y aq
o o b 认为

〔2 , 〕 ,

接触碳氢化合物病人 出现 肾小球肾

炎的早期症状者明显高于非接触组的病人
,

提示接触

碳氢化合物是早期肾小球肾炎发生
、

发展的因素
,

同时

认为早期肾小球肾炎的病人
,

继续慢性接触碳氢化合

物会增加其肾衰的危险性
。

有关这些碳氢化合物与 自

身免疫功能的关系仍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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