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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对小鼠免疫系统影响的研究

韩春卉 　李业鹏 　李燕俊 　李玉伟 　江 　涛 　赵 　熙 　钟 　凯 　张 　靖 　陈庭君 　计 　融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北京 　100021)

摘　要 :为给评价声称具有提高免疫的能力的含乙醇保健食品提供依据 ,观察不同剂量乙醇对小

鼠免疫系统的影响。采用 17～20 g 的雄性 BalBΠc 小鼠 90 只 ,随机分为 6 组 ,每组 15 只 ,分别以 0、

0167、1133、3133、6108、8100 gΠkg BW 乙醇每天一次灌胃给予 ,灌胃量为 20 mLΠkg BW ,连续灌胃 30 d

后 ,分别测定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单核巨噬细胞及 NK细胞活性等 7 项指标。结果表明 : (1) 乙醇

可以导致小鼠的免疫系统损伤。(2) 8100 gΠkg BW(50 %)剂量组在一次灌胃后 20 min 内全部进入昏

睡状态 ,24 h 内全部死亡。(3) 6108 gΠkg BW (38 %) 组小鼠死亡率为 8212 %。存活小鼠碳粒廓清能

力低下 ,至 30 d 时仍未恢复。(4) 1133 gΠkg BW(8 %)组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力 (吞噬率) 降

低 ,但对鸡红细胞吞噬指数无显著性影响。(5) 0167 gΠkg BW (4 %) 组 NK细胞活性降低。(6) 3133

gΠkg BW(20 %)组小鼠的 7 项免疫指标均无显著性影响。(7) 以酒精为载体的保健食品在进行免疫

调节作用评价实验时 ,小鼠灌胃液中酒精的浓度不宜超过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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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observe the damage to immune system in mice , alcohol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was adminis2
tered to 6 groups of male BalBΠc mice by gavage in doses of 0 , 0167 (4 %) , 1133 (8 %) ,3133 (20 %) , 6108

(38 %) , 8100 (50 %) gΠkg BW once a day respectively for 30 days. The functions of the immune system in2
cluding the cellular immunity ,the humoral immunity , the nonspecific immunity , and the NK cell activity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the alcohol can cause damage to the immune system of the mice , 2) all

mice of the 8100 gΠkg BW group died within 24 hours after the first gavage ; 3) in the 6108gΠkgBW group ,the

mortality within 30 days was 82 % , and the ability to sweep carbon particles off the blood was depressed ; 4)

the phagocytosis was depressed in the mice of the 1133gΠkg BW group ; 5) the NK cell activity was depressed in

the mice of the 0167gΠkg BW group ;6)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even immune system functions

was observed in the 3133gΠkg BW group ; 7) the concentration of alcohol in a health food must lower than 20 %

when assessing its effect on immunity experimentally with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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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一般不会直接作为保健食品 ,一些保健食

品以白酒作为某些药食同源物质的载体。乙醇对免

疫系统的影响观点不一。本文旨在研究不同的酒精

摄入量对小鼠免疫系统的影响 ,以便解决在以酒精

作为载体的保健食品免疫调节功能评价中是否需要

设立酒精对照的问题。

1 　材料和方法

111 　乙醇 　分析纯。

112 　实验动物 　17～20 g 的 BalBΠc ,雄性健康小鼠

90 只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动物中心

提供 (京动许字 99001) 。

113 　分组和喂饲方法 　每组 15 只 ,随机分组 ,使每

组动物体重均衡。灌胃液乙醇浓度为分别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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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20 %、38 %、50 % ,灌胃量为 20 mLΠkg BW ,

即相 当 于 含 乙 醇 0、0167、1133、3133、6108、

8100 gΠkg BW ,每天 1 次灌胃给予 ,连续灌胃 30 d 后 ,

进行指标测定。对照组合给予同剂量的水。

114 　检测指标 　细胞免疫 (迟发型变态反应、脾脏

T淋巴细胞转化实验) 、体液免疫 (抗体生成细胞实

验、血清抗体测定实验) 、单核巨噬细胞功能 (碳粒廓

清实验、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 、NK细胞

活性 (脾脏 NK细胞活性测定实验) 。

115 　方法 　按照《保健食品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验

方法》进行。[1 ]

116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用 Stata 软件 ,多个实验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2 　结果

211 　小鼠死亡情况 　8100 gΠkg BW 组小鼠在灌胃后

20 min 内全部进入昏睡期 , 24 h 内全部死亡。

6108gΠkg BW 组的小鼠共 45 只 (包括其他两个实验

的同剂量实验组) ,30 d 后仅剩下 8 只 ,死亡率为

82 %。该组仅进行了碳粒廓清实验。

212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

(DTH)的影响结果

表 1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 (DTH)的影响结果

组别 gΠkg BW 动物数 足趾肿胀度 mm P

水对照组 15 0149 ±0111

0167 14 0143 ±0113 0126

1133 15 0141 ±0117 0110

3133 15 0141 ±0112 0111

　　由表 1 得出 ,0167、1133、3133 gΠkg BW 组的足趾

肿胀度值均低于对照组的值 ,但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

均无显著性 ( P > 0105) 。

213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淋巴细胞转化实验的

影响

表 2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淋巴细胞转化能力的影响结果

组别 gΠKg BW 动物数 淋转能力 A 差值 P

水对照组 13 0114 ±0109

0167 14 0114 ±0107 01928

1133 12 0115 ±0106 01820

3133 13 0113 ±0106 01739

　　由表 2 得出 ,淋巴细胞转化能力在 0167、1133、

3133 gΠkg BW 组与对照组间比较 ,差异均无显著性

( P > 0105) 。

2. 4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脾抗体生成数实验的

影响

由表 3 得出 ,0167、1133、3133 gΠkg BW 组的小鼠

脾抗体生成数均低于与对照组 ,但与对照组相比 ,差

异均无显著性 ( P > 0105) 。

表 3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脾抗体生成数的影响结果

组别 gΠkg BW 动物数 溶血空斑数 ×103/ 全脾 P

水对照组 13 141. 9 ±81. 1

0167 12 116. 0 ±71. 7 01533

1133 14 138. 9 ±123. 5 01939

3133 14 131. 4 ±120. 2 01791

215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半数溶血值实验的影

响

表 4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半数溶血值的影响结果

组别 gΠkg BW 动物数 半数溶血值 P

水对照组 14 13417 ±7314

0167 14 15516 ±9412 01512

1133 13 18916 ±7314 01095

3133 14 15417 ±9114 01529

　　由表 4 得出 ,0167、1133、3133 gΠkg BW 组的小鼠

半数溶血值均高于与对照组 ,但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

均无显著性 ( P > 0105) 。

216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碳粒廓清能力实验的影响

表 5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碳粒廓清能力的影响结果

组别 gΠkg BW 动物数 廓清指数 a P

水对照组 13 4142 ±0167

0167 15 4156 ±0156 01606

1133 15 4148 ±0161 01813

3133 15 4185 ±0198 01122

6108 8 3166 ±0181 01027

　　由表 5 得出 ,6108gΠkg BW 组与对照组比较 ,碳

粒廓清能力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 P < 0105) ; 0167、

1133、3133 gΠkg BW 组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均无显著

性 ( P > 0105) 。

217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

红细胞能力实验的影响

表 6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力的影响结果

组别

gΠkg BW

动物

数
吞噬率 % P 吞噬指数 P

水对照组 15 3018 ±717 0152 ±0113

0167 14 3111 ±419 01833 0153 ±0112 01751

1133 15 2515 ±512 01023 0149 ±0113 01612

3133 14 2913 ±519 01535 0154 ±0112 01660

　　由表 6 得出 , 1133 gΠkg BW 组与对照组比较 ,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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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吞噬率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 P < 0105) ;但该剂量组吞噬指数与对照组相比 ,差

异无显著性 ( P > 0105) 。0167、3133 gΠkg BW 组与对

照组比较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吞噬率和吞

噬指数的差异均无显著性 ( P > 0105) 。

218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脾 NK细胞活性实验

的影响

表 7 　不同剂量组乙醇对小鼠脾 NK细胞活性的影响结果

组别 gΠkg BW 动物数 NK活性 % P

水对照组 15 3216 ±1714

0167 13 1715 ±1315 01012

1133 13 2917 ±1713 01619

3133 13 2813 ±1113 01459

　　由表 7 得出 ,各组的脾 NK细胞活性值均低于

对照组 ,0168 gΠkg BW 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5) ;1133、3133 gΠkg BW 组与对照组比较 ,差

异均无显著性。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给予小鼠 8100 gΠkg

BW 乙醇 1 次后 ,20 min 即全部进入昏睡状态 ,24 h

内全部死亡 , 死亡率 100 %。6108 gΠkg BW 组小鼠 30

d 后 ,45 只小鼠仅剩下了 8 只 ,死亡率为 8212 %。

保健食品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方法要求在评价酒

精载体高于 38 %的保健食品的免疫调节功能时 ,要

将酒精浓度调整到 20 %。根据本研究结果 ,所有使

用酒精载体的保健食品 ,在进行小鼠功能学评价实

验时 ,均应将酒精浓度调整到 20 %以下。

Cook 认为 ,乙醇慢性中毒可以改变机体的免疫

调节作用 ,导致机体免疫低下和自身免疫疾病。[2 ] 本

研究结果显示 :每天 1 次给予小鼠乙醇 30 d 后 ,会

导致小鼠的免疫系统出现低下状态。其中 6108

gΠkg BW组小鼠碳粒廓清能力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

性的降低 ( P < 0105) 。1133 gΠkg BW 组鸡红细胞吞

噬率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降低 ( P < 0105) ,但吞

噬指数无影响 ( P > 0105) 。0167 gΠkg BW 组 NK细胞

活性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降低 ( P < 0105) 。

不同的免疫指标对酒精的敏感性不同 ,出现免

疫低下的时间可能不一致 ,因此在同一时间点检测

时 ,如果进入体内的酒精造成的免疫损伤尚在可逆

范围内 ,较高剂量组首先出现免疫低下状态 ,但在

30 d 时可以恢复 ,而这时低剂量组可能刚刚出现免

疫低下状态。本实验结果中有的免疫指标仅在低剂

量时出现免疫低下状态 ,而中高剂量组未出现免疫

低下状态 ,就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本研究结果表明 :酒精引起小鼠碳粒廓清能力、

鸡红细胞吞噬能力及 NK细胞活性的下降 ,表明小

鼠的非特异免疫系统对酒精较敏感。张明安等对酒

精中毒大鼠的全身性细胞免疫功能进行了测定 ,结

果表明 :酒精中毒大鼠的非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受

到明显的抑制。[3 ]

本研究结果表明 ,3133 gΠkg BW 的乙醇 ,每天 1

次给予小鼠 30 d ,对 7 项免疫指标均无显著性影响。

我们认为不排除在给予小鼠 3133 gΠkg BW 乙醇 30 d

后 ,机体恢复了由乙醇造成的各个免疫指标的低下

状态 ,并提高了对乙醇的耐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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