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量 TNF ,激活中性粒细胞及内皮细胞表

面粘附受体 ,故参与重症肺炎所致的肺损

伤[ 5] 。这说明 TNF -α在支原体感染中起着

重要作用 。TNF-α可通过对 T 细胞和 B细

胞 ,调节机体的特异性和非特异免疫功能 ,即

TNF具有诱导中性粒细胞的趋化作用和局

部侵润 ,从而启动炎症反应 。 IL -8 是一种

重要的白细胞趋化因子 ,可以趋化白细胞引

起炎症反应 , 属一类典型的炎症介质。

TNF-α与某些细胞因子可相互诱生 ,从而

激发炎症介质的级联反应 。人体多种细胞在

接受 TNF-α、IL -1 、干扰素等单独或联合

刺激后均能较长期地合成 、释放 I L-8家族

的低分子性细胞因子 ,并扩大参与炎症的作

用。 IL-8还是肺内主要的趋化因子[ 4] 。

本研究表明支原体感染组患儿血清中

IL-8含量比对照组明显升高 ,重症组血清

IL-8含量明显高于轻症组 ,轻症组高于对

照组 。其血清含量的升高与 TNF-α均呈正

相关 , 这表明 IL -8 参与炎症反应过程 ,

TNF-α与 IL -8同步升高 ,说明了TNF-α

可能是 IL-8升高的重要促进因素。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Mp 感染的发病机

理 ,在启动 TNF -α与 IL -8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 。有文献
[ 2]
指出 , TNF -α可能的病理

作用为:内皮细胞的损害 ,促进微血栓形成;

降低肌细胞跨膜电位 ,钠-钾泵失效;诱发其

他炎性介质释放 ,活化中性多核细胞 ,引起组

织细胞损伤 ,并与 IL -1 协同 ,加重感染反

应。而 TNF-α作为 IL-8升高的重要促进

因素 , IL-8 浓度升高扩大参与病理生理过

程。但是必须指出 , TNF -α和 IL -8在其

它传染病中的作用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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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铅污染井水的调查报告

杨文生　　冯宝华

　　1998 年 5 月 ,我们在卫生监督监测中发现 , 全椒

县某冰棒厂生产的冰棒铅含量高达3.4mg/ kg , 超过

国家卫生标准(≤0.3mg/ kg)10 多倍。为了查明铅

超标的原因 ,进行了调查分析。

该厂是一家个体老厂。 生产模具全部为铝制

品 ,生产工艺均符合要求 , 前几年的产品检验中均未

发现铅超标情况。此次抽检铅超标的冰棒为 5 月 19

日生产的试产品。检测表明 , 井水 、冰棒半成品(未

经灌模冷冻的料浆)、成品冰棒中的铅含量均为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卫生防疫站　239500

3.0mg/ kg;而各食品添加剂 、糖精 、蛋白糖 、甜蜜素 、

柠檬酸中的铅含量均低于检出限(<0.05mg/kg)。

现场调查发现 , 生产冰棒的水井未加盖 ,井口周围 3

米内有散在电池粉末。挖去井底淤泥并连续 3 次抽

干井水后 , 井水中的铅含量降至 0.1mg/ kg , 冰棒中

的铅含量也达到了国家规定标准(0.3mg/ kg)。

基于以上结果可以认为 , 冰棒铅超标不是由于

原料和生产模具造成的 , 而是井水被污染所致。 井

水中的铅来源可能是由于儿童向井中投掷含有可溶

性氧化铅的破损电池造成的 。

(收稿:199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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