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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氏肺抱子虫感染大鼠肺肝脾微量元素的测定
                                    段义农 李荣 周全 彭光仁

        【摘要】目的 研究卡氏肺抱子虫(PC)感染对大鼠肺、肝、脾组织中6种微量元素(Ca'一  ,Mgz' ,Fe'" ,Cull ,2n'"、
    Mn')的影响。 方法 30只SD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每只大鼠皮下注射地塞米松In心次，每周2
    次，诱导Pc感染。10 wk后处死大鼠，检查Pc包囊，实验组分为Pe感染组和P。阴性组。取肝、肺、脾组织，用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微量元素的变化。 结果 与FC阴性组及对照组相比较，P。感染组肺组织Zn'‘含量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Ca" ,Mg'’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Fe'" ,Cu" ,Mn'‘含量变化不明显;感染组肝组织Zn2‘含量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Mg'‘的含量增加(P<0.05),Ca'一  ,Fe'" ,Cu" ,Mn'的含量变化不明显;感染组脾脏中
    Zn'" ,Cu'‘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 , Ca" , Mg2' , Fe'- , Mn'‘的含量变化不明显。 结论 Pc感染大鼠肺、
    肝、脾组织微量元素的含量发生改变。
        【关钮词】卡氏肺抱子虫;潇量元素;肺;肝;脾;大鼠

中图分类号:4382.33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race Elements in Lung, Liver and Spleen
              of Rats Infected with Pneumocystis carinii

                DUAN Yi-nong, Ll Rong, ZHOU Quan, PENG Guang-ten
              (INPartment of Parasitotogy, Nantong Medinal CoI V，Nantong 226001)

[Abstract]  ()bjee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neunucystis carinii (PM) infection on the level of six I race
(Ca"，W ，柑‘，份‘，Zn'"，Mn")in the lung, liver and spleen of the rats.  Methods

elements

30 rats were randomly山vid
ed into two groups;20 ra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0 in the control group. Fach rat in theexperimental group was in-

group (Pc infected and Pc

jetted subcutaneously with dexarnethasone (1 mg per rat) twice a weenegativ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killed to obtain lungs, livers andwas used for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C negai
                                                      k. All ra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e infected and PC
                                                    spleens after 10 weeks and the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
                                                      iv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Zn" in the

lungthat,in PC infec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0.05)that of the control (P<0.05). No difference
The amount of Ca" and NIA' in the infected rats were higher

fected group, theRnegative group and the Control
reduced (P<0.05). The amount of Mg二'

was determined in the content of Fe"，Cu" and Nht" among the PC in-
group. The Level of对‘in liver in the PC infec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 the PC infected ra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 P < 0. 05) . but no dif
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content of Ca'，Fe"，Cu"
ofec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 P < 0. 05 )

and Mn" among the groups. The level of Zn'‘and Cu" in spleen

Mn" among the three groups.  Conclusion
in the lung, liver and spleen of rats.

and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Content of Ca"，Mal '，时in PCand
Pneuamaysti.v  triaii infection might山y a role in the changes of trac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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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氏肺抱子虫护neumocWi.s carinii , Pc)寄生于人和
多种哺乳动物肺内，是 ·种威胁人类健康的机会致病原

虫，可引起片氏肺抱子虫肺炎(Pneurnagasti.s carinii

pnetunonia,PCP)} PCP是免疫缺陷者常见的肺部并发
症。多见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白血病患

者、器官移植、恶性肿瘤化疗或放疗、恶性营养不良、以

及长期接受免疫抑制剂者。尤其在HIV感染者中I'CT
发病率高达60%-80%，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和重要的致
死原因[t, z1。近年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重

视。随着人们对疾病研究的深人，发现微量元素不仅是

参与人体生长发育和免疫过程的重要物质，而且与某些
寄生虫病有一定的关系[L31。至于PC感染与微量元素之

间是否有关，目前尚未见报道。本文报告PC感染大鼠

肺、肝、脾组织微量元素的检测结果，为进一步研究本病
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作者单位:南通N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南通226001

1 实验动物

    SP大鼠30只，体重为180-2209,雌、雄各半，由
本校实验动物中心提供。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20只，对照组 10只。实验组每只大鼠皮下注

射地塞米松1 mg/次(南京第三制药厂生产，批号:

010316),每周2次。普通颗粒饲料喂养10 wk，饮水

中加人四环素1 mg/ml预防细菌感染。对照组不给予
地塞米松处理，普通颗粒饲料喂养10 wk,其它条件与

实验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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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材

    在实验第10周剖杀大鼠，取出肺、肝及脾。用双
蒸去离子水洗净，滤纸吸干，于105℃下干操至恒重，

置于干燥器中备用。切取肺叶不同切面制备肺印片，

经吉氏液染色查找PC包囊。

3 方法

    将PC包囊阳性、阴性和对照组大鼠的肺、肝、脾精

确称重，按比例加人HN03-HC10,(4:1),置加热板上，

逐渐升温至200℃。待样品完全消化后，再加温驱除

残留的HClO,。样品经HNO,-HC10,湿法消化后，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总厂产品)，火焰

法测定肺、肝、脾中的Cat' , Mg2' , Fee' , Cue+、  Zn2' ,
Mn'的含量。检测数据用t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 果

    PC感染大鼠的肺、肝、脾组织中6种微量元素的含

量见表1，数据经t检验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PC

阳性组肺组织中以‘,Mgz’的含量明显高于PC阴性组

及对照组(P<0.05),La’的含量低于PC阴性组和对照

组(P<0.05),Fe?' ,Cue' ,Mn2的含量变化无显著性差

异。感染组脾脏的Cue' ̀2:r2'的含量减少(P<0.05),

Cat' ,讨' ,Fe2' ,Mnz’的含量无明显变化;肝脏中的

Ln2’的含量减少(P<0.05),Mgz‘的含量增加(P<
0.05),Ca2十、Fee' , Cue' , Mn2十的含量变化不明显。PC

阴性大鼠的肝组织中Fee' ,Cu2十与对照组之间有显著

性差异(P<0.05)，但与PC阳性大鼠间无差异。其余
PC阴性大鼠的肺、肝、脾组织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与对照

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0

                          衰 1
Table 1  t-evei of trace elenca b

Pe启染大暇肺、肝、脾的橄且元谁含且fPW“干，)
in lung, liver and so" tissue of rats infected with P. ourinii (Itglg dry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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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衡P<0.01  ' P<0.05

                  讨 论

    实验结果表明，ZnZ‘在3种组织中的含量均有不

同程度的降低Cue’在脾中有所减少。Cat ̀ , Mgl+在
肺、肝中的含量增高。在本实验中，PC阴性大鼠的肺、

肝、脾组织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大多数与对照组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只有大鼠肝组织中FeI+ ,Cu2+与对照组
之间有显著性差异，而与PC阳性大鼠之间无显著性差

异。表明实验中微量元素ZnZ' ,Caz+、 M犷’的变化与
实验中地塞米松及四环素的使用无相关性，肺组织中

Feel ,CuZ含量的下降与PC感染无关。

    ZnZ十为人体重要微量元素之一。锌通过与氨基

酸中硫和氮原子的共价结合，在维系蛋白质三级结构
和发挥其特定的功能中，具有很重要的生理作用。它

与体内多种酶的活性有关，缺锌后各种含锌酶活性下

降。如胸腺嗜咤核背酸激酶在缺锌10 d后活性即下

降，从而影响细胞分裂、生长及免疫功能。锌对免疫系

统的发育、维持和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锌可通过对

淋巴细胞的DNA代谢、有丝分裂和对膜的直接作用，

在不同环节影响T细胞的功能和数量。锌为淋巴细

胞的周期变化和增殖所必需，在淋巴细胞活化中，锌参

与细胞的一系列磷酸化过程。锌的存在可防止淋巴细

胞的凋亡。作为一种抗氧化剂，锌可保护淋巴细胞膜
免于氧自由基的损害[4151。缺锌动物T淋巴细胞减
少，胸腺、脾脏及淋巴结等淋巴器官萎缩。缺锌时骨髓

B淋巴细胞生成受到抑制，脾脏中B淋巴细胞减少，B

淋巴细胞的抗体应答也受到抑制[6:。总之机体由于锌
的缺乏免疫功能受损，对疾病的敏感性增加。补充锌

可增强免疫功能和抗感染能力，并对地塞米松引起的

免疫系统损害起保护作用[[71。因而一些因免疫缺陷所
致的疾病，治疗时给予补锌可获得更好的疗效。PC感

染大鼠，肺、肝、脾中锌的含量均下降，可进一步引起宿

主抵抗力降低，更易继发感染。

    Mg2+在蛋白质合成中具有重要作用。细胞内
M矿'需达到一定浓度核糖体才能形成具有活性的多

聚结构而引发蛋白质的合成。镁具有稳定细胞内

DNA,RNA及核糖体颗粒的作用。Mg, + -Arp是许多
酶促反应的底物。镁可作为钙拮抗剂，通过与钙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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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调节细胞两侧钙的浓度差8。

    CuZ 1是体内多种酶的辅基，如细胞色素氧化酶

等，Cu Z’在将电子传递给氧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
Fee‘是核酸、蛋白质和某些金属酶合成必需的组成成

分，如核糖核背酸还原酶，缺Ft:Z‘时该酶活性下降，
'H-TdR掺人量减少，网织细胞内RNA和蛋白质合成

障碍，影响细胞的增殖，使T及B淋巴细胞活性均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9-. W 是RNA聚合酶、超氧化

物歧化酶等多种酶的组成成分及活化剂。

    脾脏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参与细胞免疫和体

液免疫。肝脏是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也是多种微量

元素吸收、贮存、代谢的场所。本实验表明，PC感染可

引起大鼠肺、肝、脾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增加或减低，可

导致多种酶系统的紊乱，引起免疫功能障碍，可加重

PC感染，或使隐性感染活化。因此，在PC感染的预防

及治疗中，适当补充一定的微量元素，使机体微量元素
代谢维持平衡，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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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一起旋毛虫病的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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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4月，我们收治了2例高热、水肿、肌肉酸痛患者。

询问病史，2例均于2001年3月25日在达孜县一村聚餐 115

人食生或半熟猪肉，46人发病,2例在发病后12 d转入我院，经

排肠肌活检证实为旋毛虫病。同时达孜县卫生防疫人员对吃

剩的肉采样检查，发现旋毛虫幼虫。

    115人中，男68例，女47例 年龄4一45岁.平均32岁

潜伏期最短5 d,最长15 d

    46例有不同程度发热，体温37.5℃一40.0℃，呈驰张热

或稽留热，持续4- 15 d,均伴有不同程度全身肌肉酸痛，肌肉

压痛明显，尤以排肠肌.肤二头肌及肪三头肌为甚。咀嚼肌痛6

例，颈、肩、肋间肌痛5例，眼眶周围肌痛3例 有胃肠道症状

26例，主要表现轻度腹泻，其中2例出现恶心、呕吐。眼睑、面

部、颈部、下肢水肿43例，持续5一15d。皮疹9例，其中3例于

服药期间出现;支气管炎8例，睑结膜充血3例，心力衰竭1

例。10例血常规检杳，WIN升高2例，最高10. 5 x 109/L, 4

例嗜酸粒细胞增高为0.46一0.800排肠肌活检2例，均发现旋

毛虫幼虫囊包 在患者所食剩余猪肉中找到旋毛虫幼虫。

    46例患者均给予u服阿苯达哇,20 mpf随.d，分2次服 疗

程5一7 do 69例无明显症状者亦预防性服该药3一5d。除1

例服药2个疗程外，其余均服药1个疗程治愈。3例患者服药

后第2天出现皮疹，给予抗感染、输液及对症处理。1例患者食

生肉较多于发病第3天死于心力衰竭，其余均治愈。43例患者

在服药2-5d内体温降至正常，肌痛减轻至消失。另2例患者

经治疗急性期症状消退后，肌痛、乏力仍持续1-2月

    王中全等1’}报道旋毛虫病后，近几年报道逐渐增多。曾宪
荣报道fzl西藏自治区旋毛虫病1次暴发，但这次暴发例数在西
藏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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