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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气 生 物 学 应 用 简 介

车 风 翔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空气生物学 卜 , ,

这一术语自 年

在美国开如使用以来
,

在许多国家书刊中均有出现
,

其学科内容已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 ”代

空气生物学是一门涉及多种学科
、

与工
、

农
、

牧
、

林业和医药各个领域关系密切的科学 图 近年

来国内外对空气污染十分重视
,

已成为环境科学不

可缺少的研究课题
,

而空气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正是这一课题的组成部分 现仅就其进展与应用的

某些间题扼要介绍如下

工业

致害
危害

农业

致害
危害 图 空气生物学在工业中的应用

医药

作用规律
检悄防治

外
,

垃圾处理场
、

发酵制品厂等也可释放大量微生物

悬浮于空气中 针对这些问题用空气生物学技术方

法对其监测
,

进行其规律探索和控制是一项重要的

图 空气生物学 人 在工农业及医学中的地位

一
、

工业方面的应用

空气生物学在工业方面的应用可分为两大方面

内容
,
即工业致害和工业危害防治 图

有些工业生产如食品
、

毛纺等工业可释放大量

微生物气溶胶造成环境污染
,

称之为工业致害 断卜

。 一 统计
,

美国发生的 宜例炭疽

中有 例是工业生产所致
,

例吸入

炭疽 有 例是由于吸入毛纺和制

革工业产生的炭疽芽 胞 气 溶 佼 所 致

’
,
调查了六个美国屠宰厂三个生产过程产生

布氏杆菌
“

气溶胶和布氏菌病 刀 。‘ 孟。 , ,

发生的情况
,

结果表明
,

工厂布氏菌病主要是经气溶

胶呼吸道感染
,

尤以屠宰车间空气污染最为严重
。

此

任务
微生物气溶胶污染在许多情况下能使贵重仪器

设备和生活用品发霉失灵或腐烂变质
,

使许多发酵

产品 如味精 报废
,

影响药品和食品的使用 在电

子工业中
,

车间空气净化度是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

一环
,

往往由于一个空气微生物粒子而导致产品质

量不能过关 为此用空气生物学技术进行空气净化

研究
。

改进生产环境是一项具有实际效益和发展前

途的工作 国外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

有的国家定期

出版如
《
空气净化

》 日文
、

微环境 “。 、

等专业刊物

二
、

农业方面的应用

空气生物学在农业方面的应用也可分为两个方

面 图
,

即农业致害和农业危害

植物传染病除了由昆虫
、

动物及水等传播外
,

亦

可由空气 风 传播造成对农业危害 例如
,
麦类锈

病
、

稻瘟病等 工 , 报告
‘, ’ ,

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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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空气生物学农业中的应用

栖生在植物叶子上的冰 核 菌
。 一

 ! ∀# 常由于各种原因进入空气污染其他植物 这

种菌可促进植物表面结霜使农作物收获受到 损 失

国外有人研究用基因工程改造冰核菌的方法
,

去除

促霜冻基因后喷雾可使植物表面结霜温度下降
,

保

护植物

植物可通过各种途径如风力和其它力的作用向

空气排放花粉
、

抱子和真菌等污染环境引起人体过

敏性疾病 例如
,

禾木科草
二 、

陈草属

等花粉
,

链格抱属
, 、

子囊

抱子
“ , 、

棒曲霉菌 功。 ‘, 口 ‘ “ ,

等大小抱子和烟曲霉菌 护
, , 了二 扭,

均可

引起鼻炎
、

哮喘和肺泡肺炎等过敏性疾病 一个真

菌马勃 乙 户。 。
也可放出

‘’

抱子 , ,

川 许多农业生产活动
,

如沼气池
、

粪肥
、

污水

喷灌
、

联合收割机作业均可造成很高浓度的细菌
、

真

菌和病毒的空气污染
,

传染疾病

报告
〔” ,

美国俄勒冈 在联合收割机扬起的

灰尘中细菌和真菌的浓度分别达 护 和

。 空气微生物学对这些问题就要加以研究
,

提出

防治措施

在农林昆虫防治方面
,

用微生物气溶胶杀虫技

术国内外均有研究 包为民报告
‘, ,
用飞机喷洒青虫

菌六号防治马尾松毛虫的研究结果 青虫菌六号是

国内苏云金杆菌的一种新型制剂 刘岱后报告
〔, ,

利用核型多角体病毒防治 美 国 白 蛾

 ! 他们用此病毒制剂进行航空喷雾
,

喷雾后

天防治效果为 月 一 斗
,

三
、

医学方面的应用

空气生物学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最早
,

也最深广

图 空气生物学与 医学 含军事
、

兽医 的关系

图 国外书刊中常见的
“

微生物气溶胶 ,’
, 、 “空气传播与空气感染

, ,

,

叭
。 。 、 “

呼吸 兰过

敏
, , , 、 “

气溶胶免疫
, ,

、 “
气溶胶 治 疗

, , , 、

“
牙科气溶胶

, ,  ! 、

医院空 气
“
交 叉

感染
, ,

等均属此类

从医学角度
,

空气生物学研究空气传播病原微

生物的存活力
、

感染力和传播力
,

从而确定传染病的

流行模式和传播途径 在传染病的防治中
,
空气生

物学对空气微生物进行监测
、

消除
,
进行针对性的气

雾免疫和治疗
,

还可为诊断
、

治疗等提供动物模型

近期国外有不少关于气雾治疗的报 道
, 一 报告

〔’。, ,

用杂交重组人的 “一干扰素
 小粒子气溶胶使小鼠吸入 小时后能

防御流感病毒对呼吸道的损害 在预防疾病卫生调

查中应用空气微生物学研究也 日渐增多
,

如垃圾处

理中病毒气溶胶及其传播的研究
‘
川

,

军团杆菌气溶

胶感染在医院内的流行“ ’ ,

家庭厕所便后冲水产生

病毒 细菌气溶胶及其滤除等问题
「‘ ,
的研究 郭元

吉
‘’

报告
,
北京万某鸡场鸡呼吸道疾病暴发 流 行

时
,

短时间内就有 引 万只发病
,

发病率 斗 斗 ,

病

死率达 所以
,
对家畜

、

禽类呼吸道传染病的

预防也是空气微生物学研究的任务  

!
 ∀#

∃# 用多

种球蛋白气溶胶吸入预防家禽传染病
,

使死亡率由

一2
.
3 % 降至 s%

〔” ’
.

K a r p u : 用佳奥剂 (
Iodine

trie“h y -

l
e n g ly

c o
l
) 等气溶胶预防牛支气管肺炎

「’‘,
.

o
s
h

o r n e

(
1 9 5 5

)

‘”1 研制了一个 r呼6 6 升的气溶胶暴露室
,

可

以同时进行 7 只1弓公斤的猪
、

或两头牛或 30 只家禽

气溶胶感染试验
.

此外
,
国外对空气生物净化研究十分重视

,

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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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应用到工
、

农
、

牧
、

林和医药各个领域
,

这种应用

具有广阔的前途和实际的效益
.
今后

,

空气生物学

科将用分子生物学成果提高其研究水平
,

将用电子

自动化研究成果提高其工作效率
,

更好地为各条战

线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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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空气生物学研究的三个方面

学方面多应用于特殊病人的层流超净病床和 病 房
,

提高了病人的治愈率
.
在生物工程研究

、

微生物学

研究
、

药物生产及无菌实验动物等方面均有应用
.
在

国内这方面工作已经开始
,

但尚待推广
.
在开展这

些研究时空气生物学将起重要作用
.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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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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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r.L工IJ

四
、

空气生物学研究的三个方面

空气生物学研究
,
与其他学科一样

,

大体可分为

三个方面
,

即理论
、

技术和应用研究(图 5)
.

理论研究主要是对微生物气溶胶的发生 (包 括

来源)
、

传播
、

作用规律的研究和生态系统 (Ec ol og
y

:ys te m ) 即系统生态学与控制生态系统的研究
.
空

气微生物对生态平衡的作用目前研究不多
,

还有待

探索
.

技术研究主要是对微生物气溶胶的发生
、

浓度

及粒径的测量
、

存活力和感染力测定方法的研究
,

这

是实验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五大技术
.

上述理论和技术研究成果必然要转 化 为 生 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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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
·

全球对流层甲烷持续增加

1978至 1987 年间的连续测量表明 ,
全球平均对

流层甲烷混合比增加 11 %
,

由 1’9 78 年元月的 1
.
52

ppm (体积)增至 1957年 9 月的 1
.
65咯p p m (体积)

,

即年增加 0
.016士 0 . 00 1 p p m

(体积)
.
全球对流层

甲烷混合比不是 。
,

01
6 士 。

.
00 1 PP m (体积)/年 的

线性增长率就是过去 5年里增长率变小
,

总之是一

贯的
.
还没有证实 1982 年南太平洋的埃尔尼诺(E1

Ni nQ )事件对全球甲烷影响的迹象
,

然而同期却观察

到太平洋西北部甲烷在急剧下降
.
通过甲烷的氧化

作用
,
对流层甲烷的增长会增加平流层水的浓度

,

自

四十年代以来就增加 28 %
,

而过去两个多 世 纪 才

45 % ,

于是促使极地平流层云的形成而可能增加降

水的量
.
持续增长的甲烷浓度对大气温室效应起着

重要的直接作用
,

因甲烷分子的作用比二氧化碳大

20倍
.

孙伯英摘译 自 scien ce ,

2 3 9 (
4 8 4 4

)

,
1 1 2 9

(
1 9 8 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