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明高剂量二氧化硫可引起小鼠脾细胞出现明显的凋

亡改变 ,出现典型的 DNA梯形条带 DNA ladder ,即由于

核酸内切酶的激活 DNA 降解成核小体大小或其整数

倍大小的 DNA片段 ,而且在流式细胞分析中也发现高

剂量组的细胞凋亡率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提

示相当浓度的二氧化硫有可能使脾细胞凋亡加速 ,使

外周免疫器官脾脏的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细胞凋亡在生物体的发育过程中起着与细胞增殖

同样重要的作用 , 它对于清除机体中衰老 、 突变 、不

需要的细胞确实起着非常有益的作用 , 但如果正常组

织凋亡过度 , 则可能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 , 如发生在

免疫器官则可使机体免疫功能低下 , 使机体清除病原

体的能力下降而易发感染或感染后不易控制 , 也可使

机体对潜在肿瘤细胞清除不力而易患肿瘤。已有研究

表明长期二氧化硫吸入与肺部肿瘤密切相关 , 一方面

可能与二氧化硫直接损伤肺部细胞遗传物质使其突变

率增加易患肿瘤有关[ 8 ～ 11] ,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二氧

化硫引起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有关 , 本次实验提示在

一定剂量下二氧化硫可引起小鼠脾脏细胞凋亡加速 ,

造成机体免疫功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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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我国著名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家 、医学教育家刘世杰教授
我国著名的公共卫生教育学家 、 劳动卫生和职业病学家 、 中国预防医学和劳动卫生学的奠基人之一———刘世杰教授 , 因病

医治无效 , 于 2002年 8 月 23 日逝世 , 享年 89岁。 8 月30日 , 来自卫生部 、 北京大学 、 中华预防医学会 、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和北京市文教卫生系统 、 有关出版社和医学杂志编辑部等单位领导 、 专家 、 教授和亲友 200余人前往八宝山殡仪馆为刘世杰

教授送行 , 深切悼念这位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者。
刘世杰教授原名侯扶桑 , 祖籍江苏省无锡市 , 1913年生于日本东京。 1935 年毕业于沈阳满洲医科大学 , 1940 年进入日本庆

应大学 , 成为第一位在日获得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42 年底归国 , 曾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兼授公共卫生课程。1946 年

赴解放区 , 任教于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 (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刘教授任卫生部保健处第一任
处长。1950年 10 月 , 赴抗美援朝第一线 , 任东北军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防疫保健处处长。 1952 年秋 , 回北京医学院任
教 , 先后任劳动卫生教研室教授 、 主任 , 卫生系主任 , 公共卫生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 为我国的卫生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4年 , 他和苏联专家一起 , 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公共卫生事业专家。 1960 年 , 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医学院校专用的 《劳动
卫生学》 教材。1955 年 , 他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劳动卫生专业研究生 , 迄今为止共培养了 9 名硕士 、 19 名博士和 4 名博士后。
1989年 , 刘世杰教授荣获北京医科大学 “桃李奖” 。

多年来 , 他始终着眼于解决实际工作中最迫切的劳动卫生问题 , 经常深入厂矿 , 亲自实验研究 , 致力于尘肺防治数十年;
他率先提出膜毒理学的概念和理论 , 并应用于二氧化硅 、 镍 、 镉 、 铬等的损伤及防治研究。他曾多次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二 、
三等奖 , 2000 年获得卫生部授予的 “全国职业卫生先进工作者” 光荣称号。 1993 年 , 在他 80 寿辰时 , 成立了 “刘世杰预防医学
奖励基金委员会” , 奖励基层作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劳动卫生工作者 , 为推动我国劳动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世杰教授的一生 , 是为发展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拼搏奋斗的一生 , 即使在他生命垂危时刻 , 还关心着 《职业病防治法》
的贯彻实施情况 , 关心着西部大开发的卫生防病工作。他生活艰苦朴素 , 平易近人 , 公正无私 、 胸怀坦荡 , 受到广大师生和社
会各界的无比尊敬和爱戴。大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披荆斩棘的先驱 、 诲人不倦的良师 、 可敬可亲的益友深感悲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研究中心　赵金垣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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