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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气颗粒物导致健康效应的主要机制是通过氧化应激生成活性氧自由基(reac西e oxygen species，R0s)，触发局部和全

身系统性炎症。大气颗粒诱导ROs生成的能力称为氧化潜势(oXidative poten廿al，OP)，是指示颗粒物健康效应的重要参数。

二硫苏糖醇(djthjothreitol，DTT)法是基于非细胞体系检测氧化潜势的方法(oP““)，近年来发展迅速。笔者从0P”的基本原

理，0P”与颗粒物化学组成、粒径、来源的关系，oPo”与健康效应的关系及其局限性和挑战等6个方面，综述基于DTT法的
大气颗粒物氧化潜势测定方法研究和应用进展，可为我国大气颗粒物健康效应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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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Iact：The action m-echanism of锄bient pamculate matter(P：M)causing health e丘-ects is tlle burst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f0110wing eXposure of tIle biological system to PM．The capac时of PM to generate RoS is

defhled船oxidadve potential(OP)，which is a蛐ronger predictor of cenain“Iverse healm endpoiIlts man PM con-

c豇l仃ation．1订any面订毛rD cellular and ceU-丘Iee assay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evaluate tlle OP of PM，anlong which

the dimiotllreitol(DTT)assay(OP
D1

1)isⅡ1e most widely used．This review趴】mmarized t11e mjor Inemod research

pmgress of aIllbient paniculate ma仕er oxidatiVe p删al，硫hlding me general p血ciple of OPDl 1，me e腩cts ofPM

ch朗[1ical c伽叩ositions，PM size，and PM朗：lission sources on OP⋯1，廿le relationship bet、)l嘲m healm e伍∞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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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了大气颗粒物(partic—
ulate mtcer，PM)暴露与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有
关，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和婴幼儿疾

病【卜41。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由活性氧自由基(reac一

仇e oxygen species，ROS)引发的氧化应激(oxidative

s吮ss)是大气颗粒物导致人体健康效应的核心机制

假说【5】。大气颗粒物进人人体后作为脂质和蛋白质

的促氧化剂诱导生成过量的RoS。引起细胞氧化还

原状态的改变，产生氧化应激效应，进而触发局部和

全身系统性炎症，最终导致呼吸和心脏疾病(CHD)、

哮喘、慢性阻塞性疾病(c0PD)甚至癌症等的发

生【6-71。I的s通常具有一个或多个不成对电子，是

一类高活性含氧分子，该术语于1945年首次提出，

主要包括单线态氧分子(10，)、超氧自由基(·02一)、过

氧化氢(H：O：)、超氧化氢(Ho：)以及羟基自由基

(·OH)等岬】。PM诱导I的S生成的能力称为氧化潜

势(oXidative potennl，OP)，是指示大气颗粒物内在

健康风险的重要参数刚。目前有多种基于细胞和非

细胞体系评价颗粒物氧化潜势的方法．其中二硫苏

糖醇(dimioⅡlI．eitol，DTT)法可操作性强，能更全面地

反映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被广泛地应用于大气

颗粒物氧化潜势的测定(OPD订)‘10】。本文从OPDTT

的基本原理，OP哪与颗粒物化学组成、粒径和来源
的关系。OPD丌与健康效应的关系及其局限性和挑

战等6个方面。开展基于DTT法的大气颗粒物氧化

潜势测定方法的综述。可为我国大气颗粒物健康效

应的研究提供参考。

1 DTT法的原理(General pri眦iple of oPDTT)

DTT是一种小分子还原型醇类化合物，与细胞

体系中的还原型谷胱甘肽(GsH)类似，化学式为

c。H，。O：s：。DTT在还原状态下为线性分子，被氧

化后变为包含二硫键的六元环结构，DTT的强还原

性正是来自于该结构的构象稳定。DTT的还原能

力与pH值密切相关，仅在pH>7时体现其还原性，

这是由于只有脱去质子的硫醇盐负离子(-s一)才

具有反应活性，硫醇(一SH一)则没有。
如图1所示．大气颗粒物中具有氧化还原活性

的成分可捕获DTT中的电子，催化DTT氧化为

DTT的硫代物。颗粒物上的电子进一步转移到O，，

将其还原成超氧阴离子(·02一)，·02一进一步生成

H：O：和O：【6】。颗粒物在整个氧化还原过程中起到

催化剂的作用。DTT的消耗速率在一定线性范围内

(DTT的消耗量低于50％)与颗粒物的催化能力成正

比。通过测定反应前后DTT的消耗速率来评价颗粒

物的氧化潜势大小【111。

Ⅲ+X嚣一盯Ⅲ+H槲H一蹦
PM+嚣G一盯
2而一+202 —2 PM

2 H+
+ 202．一—+ 02

"Ⅵ+≥勰一Xl+z。，一H+ +
02 +Ho人／sH Hob§ 刖2

DTT

＼、
．

DTT与Dnm发生反应
As鼯y for DTrwith DTNB

图1二硫苏糖醇(DTT)法的反应机理【61

注：PM表示大气颗粒物，∥rr与5，5’一二硫双(2-硝基苯甲酸)(啪)
反应生成黄色化合物2．硝基．5．硫代苯甲酸(n旧)，该物质

在412 nm处有最大吸收波长，通过分光光度计可确定其含量。

Fig．1 The reac60n mechaIlism ofⅡle

ditlliotllreitol(DTr)assav剐

Note：PM indicates panicIllate mattcr；at each desi驴ated dme，

5’5’-dethiobis_2-ni仃obenzoic acid(D1NB)reacted埘lh DTT t0 f0衄

2-niⅡD-5-thiobeIlzoic acid(1NB)；1NB h鹅the ma)【ifIlum abs0Ipdon

at 412 nm that could be me鹊ured by UV-Visible spcc仃ophotom眦r．

常见DTT法检测颗粒物氧化潜势的基本流程

如下[12‘141：首先配制0．1 mol·L‘1磷酸盐缓冲液(77．8

mmo卜L一1 Na2HP04和22．2糊卜L一1 KH2P04；pH

74)；以缓冲溶液分别配制10 mlno卜L叫的DTT储

备液和10 mmo卜L。1的5，5’．二硫双(2．硝基苯甲酸)

(5，5．demiobis．2．nin．0beIlzoic acid，DTNB)储备液(2

周内使用完毕)并储存于4℃冰箱中待用；在测定样

品之前用缓冲液分别稀释为0．1 mlnol·L。1 DTT工

作液和0．1 mmo卜L‘1 DTNB工作液但h之内完成实

验)。测定过程中将DTT工作液加人至颗粒物萃取

液中开始计时，37℃下避光振荡混匀。分别在给定

时间点内加入DTNB工作液使反应终止。然后采用

分光光度计在412衄处检测吸光值。以不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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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DTT浓度做出一条直线，将所得斜率扣除空

白斜率，标准化后即为DTT活性数据。

大气颗粒物氧化潜势的计算公式主要分为2种

表达形式，将DTT的消耗速率进行质量标准化，即

单位时间内DTT消耗量与参与反应颗粒物质量的

比值，以OP。表示，单位为pm01 DTT·miIl～·¨g-1

PM。表征单位质量颗粒物的氧化潜势。可类比为氧

化潜势的“密度”。将DTT的消耗速率进行体积标

准化。即单位时间内DTT消耗量与空气采样体积的

比值，以OP、，表示，单位为mnol DTT·miIl～·m_1，该

值被认为与流行病学中颗粒物暴露导致的健康效应

密切相关。此外，为了比较不同实验条件下从不同研

究中所获得的OPD丌数据，研究者常以l，4一萘醌(1，4一

NQN)作为标准物质，将OPD耵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为氧化剂生成和毒性的标准化指标(舭n伽：Ilalized
iIldeX of oxidam generation and toxici吼MoG)‘11'151。

np：堕坐竖翌竖塑堕堕垫翌鲤型里巫：堕盟m
一”PMⅡ麟added t0 me tube

”7

oP，：j呈!里兰兰!!二罢竺掣×1ooo(2)
A1r VOlwne Ior s锄plmg

npDrr

NIoG2未知丽 (3)

2002年，KllIIlagai等[161首次利用DTT法分析了

柴油废气颗粒物诱导产生Ros的水平，并发现颗粒

物中的醌类物质能够促进生物系统中RoS的生成。

2005年。Cho等【141基于DTT法分析了美国洛杉矶盆

地不同站点大气颗粒物粒径(2．5～10岬、<2．5岬
和如．15恤m)、化学组成与RoS生成水平的关系，结

果表明。颗粒物的氧化还原活性随粒径的增大而减

小，元素碳、有机碳及多环芳烃与颗粒物的氧化还原

活性呈现较好的相关性，而硫酸盐、硝酸盐等与氧化

还原活性无显著相关关系。此后，DTT法被广泛应

用于评价大气颗粒物、柴油尾气颗粒物和纳米颗粒

物等各类颗粒物的氧化潜势。2015年，Fang等【171基
于DTT法设计开发了一套半自动化系统．该系统的

测定效果与手动测量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J2=

0．92)，该系统的建立有助于未来开展大尺度环境颗

粒物的氧化潜势评估。

2 颗粒物化学组成对oP哪的影响(Emcts of

PM clI伽nical compositioI塔on oPDTT)

大气颗粒物的化学组成是决定OPDlT最根本的

因素，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发现大气颗粒物诱导

ROs生成水平主要与过渡金属及以醌类化合物为

代表的碳质组分相关。其中过渡金属(如Fe、Cu、V

和№)主要通过Fenton反应诱导氧化还原反应从
而生成过量的ROS，如式(4)一(6)，M为金属简

称【11。121。此外，Fe2+还可以通过还原H，O，生成·OH

(式(5))‘181。

DTT(red)+2M川—吃M。+DTT(ox)+2H+ (4)

M。+02—}M叶1+·O；(5)

M。+·O；+2H+—}H2 02+M叶1 (6)

Sum：DTT(red)+02—}H202+DTT(ox) (7)

Fe(Ⅱ)+H，O，—}Fe(Ⅲ)+OH一十·OH (8)

不同种类过渡金属的OPD兀不同(表1)。See

等‘191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水溶性金属与OPD丌的

相关性要高于用酸提取的总金属，其中h恤与OPDTT

呈现显著正相关。其次是V和zn，研究还发现更易

溶于水的Cd、Co、C1l、Fe、h恤和Ni等痕量金属均能

够诱导Ros生成。shinyaShiki等∞1对7种柴油尾

气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并采用

DTT方法测定了颗粒物的RoS生成水平(OPD兀)，

估测出可溶性金属的贡献约占OP。的45％，其中

Cu和Fe的贡献较为显著。Vema等口11利用Chelex
树脂(金属螯合剂)调控颗粒物提取物中重金属含

量．研究了重型卡车尾气中的重金属对颗粒物

OPDll’的影响，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过渡

金属Fe、Co和Ni对颗粒物OPD兀的贡献最大。

Charrier和Anast鹪io【121基于DTT法对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圣华金谷区域的城市及乡村PM’；的RoS生成

水平进行定量分析，验证了过渡金属会影响颗粒物的

OPD丌．并估测过渡金属的贡献约占DTT损失的80％

以上，其中Cu和№l的贡献较为显著，醌类物质约占
Ⅳrr损失的20％。此外研究还发现金属螯合剂乙二

胺四乙酸∞1'A)能够抑制金属与醌类物质在Ⅳ盯实
验中的响应，应当避免在DTT实验中添加EDTA【12】。

大量研究发现醌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氧化活性

(表1)，其氧化还原循环与过渡金属的反应方程式相

似，即式(4)。(6)‘”，18加221。如图2所示，在还原剂

DTT(作用同细胞内NADPH氧化酶)存在的条件下，

醌类化合物能够催化电子的转移引发氧化还原循

环，从而形成半醌自由基、对苯二酚和DTT一二硫化

物(DTT—disul6de)。随后半醌自由基和对苯二酚与

溶解态的O，反应再次生成醌以及超氧阴离子．并

可进一步生成H，O，。此外，有研究者采用DTT法

测定发现，不同醌类化合物的I的s生成水平不同。

Chung等∞】采集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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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总悬浮颗粒物样品(TsP)，采用气相色谱．质谱

定量分析了样品中12种醌类化合物浓度。同时使用

D，丌方法评估了样品中I的S生成水平．研究发现

醌类化合物浓度的总量与OPD订无相关性，其中仅

1，2一萘醌、l，4一萘醌和菲醌与OPDlT线性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为0．73、039和0．76。

表1大气颗粒物中具有DTr活性化合物汇总

1曲le 1 Tlle S1Ⅱnmar)r of DTT responses of 0Xid妇e comp0吼ds i11 p矾culate ma掀

注：oP。表示单位质量颗粒物的氧化潜势；卜ⅡoG表示氧化剂生成和毒性的标准化指标；s0A表示二次有机气溶胶。

N咖：0Pm jndic如s llle m髂s nonmlized oxid船e potell廿al of PM；NIOG砌ic舭s tlle no衄alized砌ex of oxidant gene硼0n锄d toxicity；SOA iIldi·

c如s secondary o唱allic神m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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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S DTT-二硫化物

Ho／L√3叶·“m曲

DTT法的第·步反虚
The 6rst step in DTT assay

图2醌类化合物在细胞内和DTT实验中诱导活性氧(RoS)产生的氧化还原循环【15J

注：NAD(P)+表示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磷酸，NAD(P)H表示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PAH表示多环芳烃，

GsH表示谷胱甘肽，IⅢA表示核糖核酸．DNA表示脱氧核糖核酸。

Fig．2 111e redox cyclmg of quiIlones generatiIlg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面订崛aIld tlle silllilar cyclillg in DTT assay¨圳

Note：NAD(P)+indicates nicotiIl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 indicates脚hosphopyridine nucleotide，PAH indicates polycyclic

amm撕c hydrocarbon，GSH indicaces glutathione，IⅢA indicates曲onucleic acid，aIld DNA indicates deoxy曲onucleic acid．

多环芳烃(PAHs)是醌类化合物在大气中的重要

前体物．Ntziac㈦stos等幽1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大

气颗粒物不同化学组分与OPD兀进行相关性分析，

发现PAHs与oPD丌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并提出

PAHs浓度是OPD兀的良好指示物。Ve衄a等【251通

过对美国洛杉矶地区大气颗粒物中半挥发性组分

OPD丌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事实上PAHs

自身几乎没有氧化还原活性，但其能够与大气中的

氧化物质(如·OH、N0，和O，)发生光化学氧化还原

反应或在颗粒物上发生多相反应转化为醌，从而与

oPD丌呈现较好的相关性∽，261。Vema等吲采用

DTT法对比了大气颗粒物中水溶性有机物和非水

溶性有机物(甲醇相)以及亲水性组分和憎水性组分

之间的I的S生成水平。发现颗粒物的OPD丌与棕色

碳(BrC)的含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BrC主要

由腐殖质类物质(叫LIs)组成。Lin和Yu[281对中国
珠江三角洲大气颗粒物中HULIS的研究也得到了

相似的结论。HULIS本身的氧化还原活性很低，但

是在1’4．萘醌或大气颗粒物中其他无氧化还原活性

有机组分(如吡啶、咪唑及其烷基衍生物)的催化作

用下．会增加其对DTT的消耗，原因是未质子化的

氮原子可作为氢键的接收者，在ROS的生成过程中

促进氢原子的转移四]。

二次有机气溶胶(SOA)是大气颗粒物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生成会加剧与颗粒物污染相关的人

群健康危害(尤其是婴儿和儿童)，由于sOA化学组

成极其复杂，对sOA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健康效应评

估一直是国际气溶胶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311。

相关研究发现相较于生物源sOA(如异戊二烯

SOA、d．蒎烯SOA和口．石竹烯SOA)，人为源SOA

(如间二甲苯SOA、甲苯SOA和萘SOA)通常具有更

高的oP。，同时研究者还指出该类由芳香族前体物

产生的人为源SOA中的醌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并推测SOA主要通过非催化途径消耗DTT陋331。

这种推测随后被研究者证实，并提出芳香族SOA中

的Michael受体(如CHO、COR、COOH和COOR)可

通过亲核加成或共轭加成与DTT反应并形成DTT

的加合物。从而消耗DTT阻‘351。此外，G舭t等M使

用体外肝细胞实验，揭示了醌类也可与DTT上的硫

醇基发生芳构化反应，即通过非氧化还原途径消耗

DTT。McWhiIllley等吲采用DTT法评估了低浓度

NO，下，·OH和萘的光化学反应体系下生成SOA

的I的S生成水平，结果表明，1，2．萘醌、1，4一萘醌和5一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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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1，4．萘醌的贡献仅占萘SOA的OP哪的(30±

5)％．研究同时发现除上述3种醌类化合物外还存

在大量未知的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萘SOA组分。

Tobias和zi锄锄口71向烟雾箱中通人三亚乙基四
胺、烯烃、酸类和臭氧，充分反应后，在生成的颗粒物

中检测到了有机过氧化物，同时采用热解析．气相色

谱一质谱检测验证了该类反应产物，研究同时发现生

成的有机过氧化物更易附着于颗粒相中：并推测大

气有机物可作为气溶胶成核核心，同时产生有机活

性氧物质。Wang等【381采用烟雾箱实验模拟仅一蒎烯

和肛一蒎烯的臭氧化反应及其甲苯光化学反应，他们

将生成的sOA通入水相中，并使用液相色谱一荧光

检测器检测到了大量H：O：的存在。Dochen)r等删

通过实验室模拟发现在l一丙醇、环己烯和甲醛存在

条件下，单萜烯与臭氧可生成sOA和过氧化物，其

中过氧化物占气溶胶质量分数的47％。85％．在大气

中的半衰期为1周。上述研究揭示了soA通过非氧

化还原途径消耗DTT。同时大量的毒理学研究证实了

sOA中的过氧化物可通过结合生物分子上的亲核试

剂或亲核试剂位点，来导致DNA损伤及对蛋白质和

脂质的修饰p5删。因此未来关于sOA的Ros生成水

平研究可从非催化性途径进行深入探究。

3颗粒物粒径对OP啪’的影响(E侬始of PM size

蚰oP啪)
颗粒物粒径不同，空气动力学行为不同，对于身

体内屏障的穿透力也不同．较大的颗粒物进人人体

后会停留在支气管上。较小的颗粒物则会穿透呼吸

屏障进入肺部，而一些超细颗粒物则更可能进人呼

吸系统深部甚至参与血液循环[42邮】。目前关于颗粒

物粒径大小与OPD订的关系，大多数研究都表明，

OP。伴随着颗粒物粒径的减小而增大。例如，Li

等M利用DTT法研究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不同

粒径大气颗粒物的I∞S生成水平．结果表明超细颗

粒物(锄．1¨．m)的OP。分别是粗颗粒物(2．5～10斗m)

和细颗粒物(<2．5¨m)OP。的21．7倍和8．6倍。另

外。研究人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㈣和佐治亚州晰1开

展的相关研究也取得相似的结论。

然而，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与超细颗粒物相

比，亚微米级颗粒物具有更高的OP。。例如，sama．

mM在希腊塞萨洛尼基的研究发现。单位质量亚微

米级颗粒物(o．49。1．0仙m)的DTT活性高于超细颗

粒物(<0．49斗m)，这种差异性可能来自于亚微米级

颗粒物上富集了更多具有DTT活性的化学组分。

此外。一些研究发现，与人类暴露水平密切相关的

OP。，其峰值通常出现在颗粒物粒径范围为1～10

岬左右脚，481，其中颗粒物水溶性组分OP。呈单峰
态，而非水溶性组分OP。则呈双峰态分布，这种分

布的差异性主要与颗粒物中金属元素与含氧有机物

的相对含量有关【4]。

4颗粒物排放源对OPDTT的影响(E毋fects PM e．

mission s帆rces蚰oPDTT)
近年来流行病学的研究也发现，大气颗粒物的

健康效应与其来源密切相关，并且一些特殊来源的

颗粒物具有更高的毒性。已有研究发现，短期暴露

于交通源会引起哮喘患者肺功能下降，增加过敏源

的反应【49。5们，也会影响健康人群的血管功能刚。木

柴燃烧排放的颗粒物会加剧肺功能恶化【52】。燃油和

燃煤飞灰排放的颗粒物也表现出毒性效应【53。541。

wang等网研究发现，SOA、柴油车尾气和生物柴油

车尾气产生的颗粒物的ROS生成水平与环境大气

颗粒物相当，甚至高于环境大气颗粒物。Chamer

等【561通过特制的源导向型采样系统采集不同来源的

颗粒。使用DTT法测定了不同来源颗粒物的ROs

生成水平，结果表明不同来源颗粒物的OP。具有显

著差异：香烟>焚香>机动车尾气>室外大气颗粒物

样品>餐饮源>室内颗粒物样品。DaellenbaCh等[57】

通过评估瑞士多地大气颗粒物的化学组成和

OPD丌。并结合欧洲空气质量模型。提出欧洲大气颗

粒物质量浓度来源与OPD订来源并不相同．即降低

颗粒物浓度的政策并不一定能降低颗粒物的氧化潜

势。因此，对OP哪的排放源进行识别和定量是制

定区域和城市人体健康保护措施的前提。

随着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以机动

车排放颗粒物为代表的道路交通排放正日益受到全

球的普遍关注。大量的实验室模拟和外场观测表

明，柴油机颗粒(DEP)对OPD丌具有显著贡献(表2)。

McWhi蚰ey等【6l】基于DTT法测定了DEP颗粒与城

市背景点大气颗粒物的RoS生成水平，结果表明。

DEP颗粒的DTT消耗速率比环境颗粒物的DTT消

耗速率高一个数量级。且DEP颗粒上81％．92％的

引发DTT反应的活性组分存在于水不溶相。shin—

yash埘等凹】也报道了DEP中水不溶性成分贡献了

DTT活性的90％以上。DEP颗粒含有PAHs、硝基．

PAHs(NPAHs)及含S、N、O杂原子的PAHs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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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不同排放源颗粒物的DTT活性汇总

Tlable 2 The suIIm；q of DTT responses of PM筋m Various eIIlission sollrces

一般认为DEP颗粒的氧化性和毒性来源于此．此外

研究还发现．DEP的颗粒提取物具有致突变性和致

癌性‘15，631。根据Bates等刚的综述，DEP颗粒的

OPD订主要与发动机参数、行驶工况、尾气的光化学

老化及燃料类型密切相关。Fox等畔1基于DTT法

对比了不同发动机负荷对DEP颗粒的RoS生成能

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降低发动机负荷可以显著降低

颗粒的OP明、。Li等【151采用DTT法对比了通人臭

氧前后烟雾箱中DEP颗粒的ROS生成水平。发现

新鲜和老化的颗粒物都具有引发Ros生成的能力，

且老化的OP哪更高。ve煳等瞵1研究了美国洛杉
矶地区夏季昼夜变化对道路交通大气颗粒物OPD丌

的影响，结果表明，下午(11：00—14：00，太平洋夏季

时间)收集到的颗粒物OPDlT明显高于早晨(6：00一

9：00，太平洋夏季时间)，颗粒物中水溶性有机碳

(wsOc)和OPD丌呈显著相关，而wsOc主要来自

于大气的二次反应产物或生物质燃烧。Karavalal(is

等嘲也尝试探索不同混合燃料对DEP颗粒的RoS

生成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生物柴油混合燃料

可以显著降低排放颗粒的OPD订。

此外。道路交通排放和汽油车排放也常与

OPDll’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Shimlohammadi等西7】

在美国洛杉矶盆地(3条具有代表性的道路上和背

景点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内)利用移动采样平台采集

大气颗粒物，结果显示公路上颗粒物的OPD丌最大，

高于背景点2．1倍。且OP叩与机动车磨损排放的

示踪物具有强相关性。Ve咖a等[681发现美国亚特兰

大地区大气颗粒物的污染来源与其OPD兀呈线性关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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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利用正定矩阵因子分解法(Pm)将OP哪与
其他颗粒物的化学组分浓度相结合，解析出机动车

排放对全年OP叩均有贡献，所占比例为12％～

25％。Yu等【69】将我国北京市大气细颗粒物的PⅧ
源解析结果与oPD丌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相结

合。有效地解析出4个OPD丌的贡献源和贡献率。分

别为机动车排放(354％～63．7％)、二次硫酸盐和工业

排放(35％～11．9％)、煤燃烧(13．8％～32．8％)和扬尘

(35％一40．6％)。Bates等m1利用化学质量平衡法

(CMB、)解析出不同来源对美国亚特兰大地区大气细

颗粒物的贡献，再结合多元线性统计分析探讨不同来

源的颗粒物与oP叩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轻型汽油车

的OP。最高，其次是生物质燃烧和重型柴油车。以

上研究表明，道路交通排放是OP叩的重要来源，其

中不同机动车尾气排放的OP哪具有较大差异，因此

未来工作可聚焦于机动车燃料类型、道路车辆构成及

机动车排放标准等方面对OPD订影响的综合评价上。

生物质燃烧是OPDTT的另一类重要来源。生物

质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其燃

烧过程可产生或伴生大量有毒有机污染物(如PAHs

和醛类)川。VeIma等刚发现生物质燃烧排放的有

机气溶胶(BBOA)与氧化程度较高的有机气溶胶

(MO．OOA)，与DTT活性最相关。s雄撕等吲分别

采集了2012年和2013年冬季希腊塞萨洛尼基地区

的细颗粒物样品。并分析了颗粒物上的化学成分与

I的S生成水平的关系。受2012年希腊经济危机影

响。当地居民在2012年取暖季时选择了价格更为廉

价的木柴来代替燃料油，研究结果表明，塞萨洛尼基

地区2013年生物质燃烧示踪物(左旋葡聚糖和半乳

聚糖)的浓度比2013年升高了2倍～3倍，颗粒物的

RoS生成水平与生物质燃烧示踪物线性相关，证实

了大量使用生物质燃料会增加颗粒物的RoS生成

水平。Ve彻a等吲比较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山林

大火期间和火灾后大气颗粒物中生物质燃烧示踪物

(钾离子和左旋葡聚糖)以及OPDTT的差异，也得到

了类似的结论。然而，FushiIIli等【621发现不同生物质

(稻草、大麦秸秆、小麦秸秆和稻壳)燃烧排放颗粒物

的OP。明显低于机动车排放来源。此外，V伯eland

等州发现路边垃圾焚烧可显著增加大气细颗粒物的

OP。，但该来源对颗粒物的OP。无明显影响。

一些研究显示扬尘源也可能是OPDlT的重要来

源。Ve彻a等【68】发现夏季和秋季道路扬尘对美国东

南部地区大气细颗粒物OPDTT的贡献约为12％。

Liu等r751对中国北京市沙尘天气前后大气颗粒物

OPDTT对比研究发现。沙尘天气发生时颗粒物中水

溶性金属元素增加。从而导致颗粒物的OP哪显著

增加。secreSt等m1研究了中国内蒙古和四川地区

使用家庭固体燃料排放的大气细颗粒物对农村妇女

颗粒物暴露的影响，结果显示扬尘、生物质燃烧和煤

炭燃烧是室内细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其中仅有扬尘

与OP。呈显著正相关，而后两者则与OP。无相关

性。然而，chi勉i等盯1研究发现撒哈拉沙漠沙尘爆
发对意大利东南部城市背景点(莱切环境气候观测

站)大气颗粒物OPD丌无显著贡献。上述研究中，扬

尘源对颗粒物OP阿影响的差异性主要与颗粒物的

化学组成和老化程度有关。首先撒哈拉沙漠沙尘对

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的贡献可能主要集中于地壳元

素、海盐和胺类等不易产生氧化性的化学物质，因此

不会对OPD兀产生显著贡献吲；其次，颗粒物老化会

有助于硫酸铵等酸性物质的形成，进而加速金属元

素的溶解度增加OPD丌【48]，因此，chirizzi等盯1收集

到的这次颗粒物可能较之于其他研究较为特殊。此

外，一些采样点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产业模式，也

会有一些显著影响OPD丌的其他排放源。w抽g

等【131基于Pm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析出泰国
曼谷地区不同来源的颗粒物对OP哪的贡献．发现

船舶排放对oPDll‘的贡献最高可达28％。值得注

意的是．S咖a1(e等m1发现生物气溶胶也能够显著影

响粗颗粒物的OPDTT。其中真菌孢子的I的S生成水

平是细菌的10倍。但考虑生物气溶胶中包含来自

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黑碳(BC)Ⅲ，且研究已证实

黑碳具有较高的氧化还原活性[63】。因此这种生物气

溶胶的源分担可能并不准确。

5 oP啪’与健康效应的关系(Rela伽nshjp bet骶en

health em赋and OP哪)
研究者发现利用模型估算的和实测的大气颗粒

物OPD耵，均与心肺系统健康效应终点相关【1’3，7们。

同时研究者也指出，相同健康效应终点下，OPDTT表

现出的相关性比颗粒物质量浓度的相关性更

引wo’79】．且有研究发现颗粒物质量浓度未表现出与
效应终点的相关性叩】。这佐证了氧化应激是大气颗

粒物导致人体健康效应的核心机制假说【4】。目前在

流行病学中，使用呼出气NO(丘actional eXMed I曲记

oxide，FENo)作为OPD丌生物标记物的研究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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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通常作为临床上判断呼吸系统炎性效应以及急

性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诊断的辅助指标叩‘801。

在流行病学中，通常使用土地回归模型和源．效

应多元回归模型来估算大尺度和长时间的OPD丌。

其估算过程如下：假设研究区域内OP。(区域内某一

点测量值)在时间或空间上无显著变化，该研究

OPD丌即为该区域内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均值与

OP。的乘积吲。JaIlssen等P91利用土地回归模型估

计了荷兰境内OPD订，并选择31名健康成年人于境

内不同区域大气颗粒物中暴露4 h，结果显示4 h内

OPD订与FENo存在显著正相关性。Y撕g等口1利用
2009—2010年荷兰与比利时的颗粒物组分观测数

据及土地回归模型估算的0P叩建立时间序列分析

模型。结果发现，0PDTT与哮喘发病率、哮喘患病率

和鼻炎发病率呈显著相关，且对上述健康效应终点

来说，颗粒物每增加一个四分位距(斗g·m。3)对应的

发病率分别增加1．10％、1．08％和1．15％，在多污染

物模型中OPD兀与上述健康终点的相关性依然存

在。Bates等m1利用1998—2009年美国亚特兰大的

颗粒物组分连续观测数据与相应0P叩及具体疾病

效应终点建立时间序列分析模型，发现OPD丌与呼

吸医院就诊率、心血管疾病医院就诊率密切相关，且

这种相关性也体现在双污染物模型中。

6使用oP哪评估颗粒物健康效应的局限性与挑

战(LilIlita60璐粕d ch枷enges of OP哪t0 evalImte

PM health绷kts)
颗粒物诱导的氧化应激是颗粒物驱动下游一系

列信号途径的起始事件，是其引发健康效应的源头。

OP叩仅体现了一种I的s生成的化学机理．代表了

颗粒物的化学氧化潜势，并不能代表总的胞内或胞

外RoS生成量斟】。

颗粒物进入呼吸系统后．对人体ROS累积的贡

献可分为内源性ROS(PM—iIlduced RoS)和外源性

RoS(PM-bollIld ROS)喁21。其中内源性RoS是指颗

粒物沉积在呼吸系统中。进人人体后通过参与机体

内的生物化学反应(即酶促反应或免疫反应)，诱导

细胞产生过量ROs，其浓度水平反映了颗粒物的生

物氧化性【11矧。因此该部分RoS的评估通常基于动

物细胞模型开展。目前3种最常见的细胞模型包括

生长在气管和肺泡部分的表皮细胞、巨噬细胞和树

状细胞。但基于细胞模型的氧化潜势测定方法通常

表现出周期长、稳定性差、测定结果易受细胞状态和

细胞类型的影响等缺点，受环境影响不可控。

外源性RoS主要是指具有氧化活性的成分(如

过渡金属及醌类等物质)随颗粒物直接进人机体靶

器官，在O，存在下通过Fenton反应及半醌自由基

的氧化还原过程而产生过量的I的S．其浓度水平反

映了颗粒物的化学氧化性。而DTT法正是基于非

细胞体系评价颗粒物化学氧化潜势的方法，它的出

现使得研究者能够快速灵敏地检测颗粒物组分的氧

化性能[6】。此外颗粒物本身还可能携带一定量的

ROs。该部分I的s也属于外源性ROs，如木材燃烧

与机动车尾气等一次排放以及烃类前体物发生的光

化学氧化反应等二次排放均能产生一定量的

Ros∞埘】，最近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的研究者利用高

分辨率x射线显微镜观察到这些ROs可以在干燥环

境下0阳对湿度低于60％，20℃)稳定沉积于颗粒物

中，加剧大气颗粒物暴露风险瞰]。但由于大部分RoS

的反应活性极强，半衰期非常短，直接测定较为困难，

通常采用荧光探针对该部分Ros(颗粒物本身携带的

Ros)进行捕获，并通过测定氧化副产物的光谱实现

对ROS浓度的估测。常见的荧光探针主要有二氯二

氢荧光素(DCFH)探针、氨基苯基荧光胺(APF)探针和

10一乙酰基一3，7一二羟基吩嗪(Amplex Red)探针等h 86】。

因此，OP哪与生物学效应指标(如细胞毒性、

炎症响应和氧化应激标志物等)之间的关系存在不

太统一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例如，A1dltar等叫采

用DTT法评估了加拿大多伦多市区大气颗粒物的

I的S生成水平。并分别进行了人肺泡上皮细胞

(A549)的细胞存活率和白细胞介素一8(IL一8)含量测

试。结果显示OPD丌与上述2个生物学效应指标之

间相关性较差。然而，Velali等即1通过对希腊塞萨洛

尼基地区大气颗粒物的氧化性及细胞毒性研究发现

OPDll’与细胞存活率及乳酸脱氢酶(LDH)活性呈显

著相关性。颗粒物在细胞水平上产生的毒性和人体

健康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颗粒物上存在

较强的催化生成ROS的能力。然而OPD丌仅代表

大气颗粒物与硫醇之间的孤立化学反应．而细胞测

定法则更多涉及颗粒物暴露后的生理过程。

可以预见，未来颗粒物氧化潜势的评估将会从

内源性I的s和外源性I的s整体出发。集合细胞及

非细胞方法(DTT法、荧光探针等)，从而实现对颗粒

物健康效应的源头把控。因此在我国开展大气颗粒

物氧化潜势的研究。定量不同排放源的OPD丌及其

对环境大气颗粒物OPD丌的贡献。对于制定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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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的源头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

前国内外DTT标准化流程尚不统一(反应温度、反

应时间和颗粒物萃取方式等)，难以对全球范围内不

同研究获得大气颗粒物OPD丌观测结果进行系统比

较，因此未来亟需制定标准化方法，保证OPD订数据

的可比性011。此外，0P叩指标对颗粒物的健康效应
解释远比颗粒物质量浓度更直接，但是在大尺度区域

及长时间序列的调查背景下，往往需要相应的模型

来估算OPD丌，而该类相关研究在国内开展较少[4】。

通讯作者简介：赵时真(1989一)，女，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环境有机地球化学。

参考文献(Refennces)：

【1】 Abrams J Y W曲er R J，ⅪeiIl M，et a1．Associations be-

觚een arnbient缸e paniculate oxidative poten石al锄d car-

diorespiratory eme玛ency d印arnllent、，isits[J】．IⅪvmm-

meIltal Healm Perspe州ves，2017，125(10)：107008

【2]Y抽g A，Janssen N A H，Bmne|江℃efB，et a1．Ctlil蛔’s
respimtou healm锄d oxidative pot饥dal of PM2j：1he

PIAMA biml cohort study[J]．0ccupational锄d EnviroI卜

m∞tal MediciIle，2016，73(3)：154一160

【3】 F锄g T'、7打ma V：Bates J T，et a1．oxidative potential of

锄bicnt water-s01uble PM2j ill tlle souⅡmstem删刷
States：Conn邪ts iIl sources and healm associa石ons be．

铆黜嬲corbic acid(AA)and dithio廿1reitol(DTT)髂says

[J]．A仰osph耐c CheInis仃y锄d Physics，2016，16(6)：

3865-3879

【4]Bates J T’F蚰g T，、锄maV et a1．Review ofacellmar鹤-

says of锄bient particulate ma曲er oxi捌ve po呦tial：
Memods柏d rel撕onsllips wim cornposmon，sources，锄d

healtll e丘酏ts[J】．Env的nmental Sci∞ce&融11110lo鼢
2019，53(8)：4003-4019

【5】P㈣M G，21101l J，Mal锄drino M，et a1．PM洲cal
唧s试on趾d o】【i删ve po删of t量le solu【ble劬撕on

ofpartides at two sites in me urb锄ar∞ofMil锄，Nonb-

锄I切1y[J】．舢mospheric EnV曲nment，2016，128：104-113

【6】Ayres J G，Bom P，Cassee F R et a1．EValu撕l唱the tox-

ici够of ai：rbome particulate ma曲er锄d n锄opanicles by

me嬲血ng oxi捌ve s廿ess po删al：A worksh叩report

and consellsllS s诅teIllem[J】．hlllaIation ToXicolo职2008，
20(1)：75-99

【7】Rahm锄I，Mac_Nee w．Oxidative s仃ess and re{蛐ation of

glutathjone in 1ung innamma60n【J】．Europ啪Ikspirato-
巧Jo啪al，2000，16(3)：534-554

【8】 Al伽da A A，Sall锄R M．Rea硎ve oxyg锄species in

hea胁趾d dise够e[J】．Jounlal of Bioml蛐cine&Biotech-

nology，2012，2012：936486

D抛K，Sinlla S，Cha竹('padllyay P．Reacme oxyg饥spe-

cies iIl l他anh and dis哪e[J]．T11e Natio∞l Medical Jo”

nal of IIldia，2000，13(6)：304-310

Xiong Q S，Yh H R，‰g R Ik et a1．Reminl血g dimi0-

mreitol-b弱ed p删cIllate matter oxidative poteImaI：Me嬲-

uring删omreitol co璐啪ption versus reac曲e oxyg∞

species gen啪tion[J】．Env的nm∞tal Science&Technol-

ogy’2017，51(11)：6507-6514

Ji锄g H，Ahmed C M S，Canchola A，et a1．Use of dimio-

tllreitol嬲say to evaluate the oxi捌ve po劬tial of咖os-
ph耐c aeros01s[J】．A廿nosphere，2019，10(10)：57l

alarrier J G，A]nast够io C．0n dithiolllrei_tol(Drr)硒a

m∞sure of喇捌ve pc删al f．or aIIIbient pamcles：王M-

deIlce for meiI咖ce ofsohible俩1smon metals阴．觚
mosl'lleric a1朗1is时趾d Physics，2012，12(5)：11317-11350

W锄g J Q，Ji锄gHYj JiangHX，et a1．Source apportion．

ment of water-soluble o】【idadve potenⅡal ill舭lbiem to协l

susp∞ded paniculate舭Im Ban然ok：Biomass bllrniIlg

verslls fossil如el conlbllstion[J】．A缸nospheric Env的n-

ment，2020，235：117624

a№A K Sioutas C，Miguel A H，et a1．Redox ac石vity of

airb伽e p枷砌ate ma舶er at difIb瑚t sites ill the Los An-

geles B嬲in[J】．EnvirollIn衄tal Rcs铆．ch，2005，99(1)：40-47

“Q F，wya仕A，勋m∞s R M．0xidant g∞er撕on锄d

toxic时eIlh锄c锄饥t of aged-diesel exhaust[J】．姗s-
ph嘶c EnViro砌舶t，2009，43(5)：1037-1042
K呦aj弘i Y Koide S，1弛chi K，et a1．O)【idation ofprox-

砌pmtem sul曲ydryls by phenanmraquirlone，a compo-

n∞t of diesel exh鲫st particles[J]．CheIIlical R-esearch in

Toxic010鼢2002，l 5(4)：483-489

F柚g T，、衙ma V Gno H，et a1．A semi-a呦mat。d syStem

tbr quand驰g lhe oxic蜥ve potemtial of ambient p枷cles
in aqueous咖c忸usil唱the dithio也I℃的l(DTT)髂say：

Resulb丘om me Southeast锄Center for Ajr Pollution

柚d Epid锄iolo时(SCAPE)[J]．A廿Ilospheric Me枫鹏-

m∞t Technjques，2015，8(1)：471-482

hM F'Yu J Z．E腩ct ofme诅1-organic interactions on

the oxi捌ve po删a1 of mi)【tIlres of栅spheric huIIlic-

1il∞substances锄d copp∞，manganese硒hⅣestiga同by
tlle ditlliothreit01髂say[J]．Science of the Total E1Ⅳiron．

ment，2019，697：134012

See S W，W抽g Y H，Bal鹤ubr锄ani锄R．Conn邯6ng re-

删Ve oxyg∞species锄d缸锄smon metal conce曲妇
in∞Inbustion aemsols [J】． EnvironmeIltal R．esearch，

2007，103(3)：317-324

Shinyashiki M，EigIlr锄-F锄锄dez A，Schnli乜D A，et a1．

Elec廿ophilic锄d redox properties of diesel e】【h踟st parti-

p

呻

m

眦

郾

畔

郾

郾

町

郾

眇

凹

万方数据



生 态 毒 理 学 报 第17卷

cles[J】．Env的rⅡner她l I沁search，2009，109(3)：239-244

【21】、恸ma v，Shafh M M，Schauer J J，et a1．C伽trib嘶on of

胁sm∞metals i11 me reacdve oxyg∞species剃、ri哆of
PM锄issions的m retrofi仕ed he哪7-duty vehicles[J]．

AnIlosph鲥c EnvirorlrIlent，2010，44(39)：5165-5173

[22】McWhi衄ey R D，Zhou S，Abbatt J P D．N叩htllalene

S()A：Redox actiV时锄d Ilaph廿10quinom g嬲-panicle

panitio血g[J】．A缸nosph甜c CheIllis时and Pllysics，

2013，13(19)：9731-9r744

口3】 Chlmg M Y Iazaro R A，Lim D，et a1．Aemsol-bome

quiIl∞es锄d reac曲e oxyg∞species g锄训on by p孙
ticulate maH嚣ex咖ts[J】．Enviro衄ental Sc渤ce&

1铷11110109y，2006，40(16)：4880-4886

【24】 Nt乙iachristos L，Fmilles J R，(、ho A K，et a1．Ikladonship

between redox acmri够锄d chemicaI speciadon of size-

丘∞60nated particulate n均tter[J】．Particle arld Fibre Tbxi-

cology，2007，4：5

【25】Vrerma V：PaI【bin P，Cheung K L，et a1．PhysicocheIllical

锄d oxi捌Ve charact嘶stics of selni·voladk compon∞ts

of qu髂i-lll仃加e panicles in孤Ⅲban a舡110sphere[J】．At．

mosph谢c EnV的nnlent，2011，45(4)：1025-1033

【26】 ～锄M S，Dd础-Saborit J M Stark C，et a1．us吨缸．
脚啪eric m嗣吼m即=lents of l’AH孤d quin∞e c0佃pDlmds at

madside锄d l】rban ba姆urld si南鼯t0嬲s嚣s souro既and

瑚ctiV时四．A虹∞spheric劭vi姗m锄t，2013，77：24·35
【27]、bma v’mco-Mar血ez R Ko缸a N，ct a1．C叩trib嘶on of

water-soluble and ins01uble componel】峪锄d meir hydro-

phobic／llydrophilic sub丘∞舶ns t0廿le reactive oxygeIl

species-genem血g potential of f-me卸1bieIlt aemsols[J]．

EnV蛐∞tal Science&Techn0109y，2012，46(20)：

11384．11392

口8】 Ljll P，Y．u J Z．Gener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me-

diated by huIIlic-lil【e substances iIl栅sph甜c aemsols

[J】．EnViro砌∞tal Science&Technology'2011，45(24)：

10362-10368

口9】 Dou J，LiIl P'h啪g B Y et a1．黜粒tive oxyg髓species

pmdllcdon mediated by hllIIlic-like subst锄ces iIl锄os-
pheric aerosols：E1111anc锄ent ef‰忸by p蜘dm，iIIlidaz-
ole，柚d their d嘶Va曲es[J】．Env的nm锄ta】Science&

1h11Ilology，2015，49(11)：6457-6465

【30】Anderson H R，AtkiIlson R W，Peacock J L，et a1．Meta·a-

nalysis of time-series studies and p锄el stlldies of panicu-

l如matter(PM)and ozone(03)：R印0n of a WHO task

group畔】．GeneVa：WHO，2004

pl】 Ca0 JJ，Xu H M，Xu Q，et a1．F毗panicul如matter
constitIl∞ts柚d cardi叩uhlonary mortal时iIl a heavily

pollllted Chinese c毋[J]．Env的nm即诅l H酬tb Perspec-

tives，2012，120(3)：373-378

[32】 Jiang H H，J柚g M，S砒)o-A竹Ⅳood T'et a1．0xidative po-

铡al of sec∞dary o玛aIlic aeros01s prodllced丘Dm pho-

tooxida矗Dn of diffbreIn bydrocarbons usiIlg outdoor

cllamber 11Ilder a瑚【bient删ight[J】．A衄ospheric Envi·

m姗nent，2016，13l：382-389

[33】Tuet W Y Chen Y L，Xu L，et a1．ClleIIlical oxidative po-

删a1 of sec∞da巧。唱anic aerosol(SOA)genemted

f吣m the photooxi捌on of biogenic and anthr叩ogenic

volatile org舭ic conlpollIlds[J]．Atmosph甜c ChelIlis时
锄d Physics，2017，17(2)：839-853

[34】Ch∞J Y'Ji锄g H H，Ch∞S J，et a1．CharacteIiza饷n of

elec协)philici够锄d oxi蜥ve pot训al of栅spheric car．

bonyls[J】-EnV的姗锄tal Science Processes&Impacts，

2019，21(5)：856-866

[35】Ji粕g H H J锄g M．功maInic oxidalive p0∞en_削ofa舡nos-

ph甜c orgaIlic aefosol under舭出ient sulllight[J】．勘、，i瑚-
m日l协l Science&Technology，2018，52(13)：7496·7504

[36】G舭tT W，Rama姘sllna RaoDN，M弱onR P'et a1．Red-

ox cycHng锄d sulphydryl aDrlation；meir relative inlpor-

taIlce in tlle mechanism of小linone cytotoxicity to isolated

h印atocytes[J】-Chemico-Biolo百cal Interactions，1988，65

(2)：157-173

[37】 Tobias H J，zi锄跚P J．Themal desorption m船s spec-

仃om嘶c锄alysis of orgallic aemsol fomed丘Dm reac一

吐ons of l·te仃adec∞e柚d 03 in t11e pres∞ce of alcohols

锄d c砷oxylic acids[J】．Env的nm∞tal Sci饥ce&Tech·

nology，2000，34(11)：2105-21 15

[38]W锄g Ynm H，P踟lson S E．Hydrogen peroxide gen鼢
don丘．om n-and卢-piIlene aIld toluene secondar)，org觚ic

aemsols[J】．A廿Ilosphefic Env的IlIIlent，2011，45(18)：

3149—3156

[39] Docher哆K S，Jaoui M，Corse E，et a1．C01lec60n ef6一

ciency of the aerosol mass speC仃om鼬er for ch柚1ber-gen—

erated secondaDr o唱a11ic aems01s[J】．Aemsol Sc蛔nce

柚d 1砒nology，2013，47(3)：294-309
[40】 Iazz6 M C，Pizzala R Savio M，et a1．Antllocyanim pr0一

tect agaillSt DNA damage iIlduced by tert-butyl-吣per_
oxide in rat锄00也舢scle锄d h印atom cells[J】．Mu协

60n Iks翩rch／G∞etic Toxic0109)r锄d Environm锄诅l Mu—

tag∞esis，2003，535(1)：103-115

[41】Kmmer A J，Ratt锄aVaraha W，ZhaI塔Z F，et a1．Assessing

tlle oxi曲曲e p帐栅al of is叩r∞e-d舐ved印oxides锄d

sec01ldary 01翟gmic aeros01[J]．A缸nospheric EfⅣiro岫肌t，
2016．130：211-218

[42】 Cai Y T，Schikowsb T，Adam M，et a1．Cross-sectional

船sociations between air polMon她d chronic broncⅢs：
An ESCAPE meta-锄alysis across five cohorts[J】．1b-

ra)【，2014，69(11)：1005—1014

万方数据



第2期 王嘉琦等：基于DTT法评估大气颗粒物氧化潜势的研究进展

【43】Kang I G，Ju Y H，Jlmg J H，et a1．The e伍}ct ofPMlo on

alle唱y symptoms i11 alle唱ic miIlitis patiems d眦illg sprillg

se粥on[J】．Intemational JollrIlal of Environm∞tal Ik-

search锄d P11blic Healm，2015，12(1)：735·745

I辑】 Li N，Sioutas C，Cho A，et a1．I丌仃a矗ne particulate pollu-

伽1ts iIlduce oxidative s仃ess锄d lllitochondrial damage

[J】．Envjronmelltal Healnl Perspec6ves，2003，11 1(4)：

455．460

【45】 Jeng H A．Ch锄ic“composmon of aInbient p枷cul眦
m毗er and redox activi锣[J】．Environmental Monitorillg

and Assessment，2010，169(1—4)：597-606

【46】 F锄g T，Z∞g L H，Gao D，et a1．加nbient si跫distribu-

tions锄d l岫g deposition of aemsol dimiothreitol-me弱一

ured oxi捌Ve poteIltial：Con廿ast be“，een soluble柚d in—

soluble panicles[J】．Env的nm铋tal Science&TecllIlolo-

gy，2017，5l(12)：6802—68ll

【47】 Samara C．0IIl me redox删v时of urb锄舢sol particles：

hnplicalions for size dis吼删on锄d re蜥onsbjps谢tll or-

gaIlic aemsol cor叩onents叨．触sphere，2017，8(12)：205
【48] F锄g T，(沁o H Y，zeng L H，et a1．Higllly acidic锄bient

panicles，s01uble metals，锄d oxidative pot即虹al：A lillk

b咖een sulfate and aerosol toxic时[J]．Environm锄切1

Sci∞ce&1铀nology，2017，51(5)：2611—2620
【49】McCh阻or J，CulliIlall P，Nieuw锄buijseIl M J，et a1．Re-

spimto巧efI碗ts of eXposure t0 diesel蛐ill persons

谢tll asthma[J】．111e New EngIand Jo唧al ofMedic硫，
2007，357(23)：2348—2358

【50】 Pourazar J，Mudway I S，S锄et J M，et a1．Diesel e】【h踟st

ac6vatcs redox-sensitive胁scription fktors arld km邪es

m h啪锄ain)lrays[J]．Am耐c锄Jounml of Physiolog)，

nmg Cellular锄d M01ecular Physiology，2005，289(5)：

IJ24．L730

【51】BI苗曲er E、‘Forcl山ammer L，Mpller P'et a1．111d00r parti-

des a侬斌vascudar劬ction in血e aged：An air finration-

b瑟ed i11terve而on study[J】．删c锄Jo聊1a1 of Respira-

tory锄d例tical Care Modic妣，2008，177(4)：419-425
【52】zelikofr J T，ChenLC，CohenMD，et a1．11letoxicolo留

of iIlhaled woodsrnoke[J】．Jo啪al of Toxicology and En-

v曲nmental Healm，Part B，2002，5(3)：269-282

【53]G11io A J’Silb旬oris R，Carson J L，et a1．Biologic effects

of oil ny ash[J】．Env的姗咖l Health P哪pec曲es，

2002，110(Suppll)：89-94

【54】 B0m P J A．Toxic毋and occup撕oIlal he拙llaza∞ds of

coal ny ash(CFA)．A review of da慨and comparison t0

coal mine dIlst[J]．111e Annals of Occupational Hygi∞e，

1997，41(6)：659．676

【55】W啦Y心e11锄es C，Curtis D B，et a1．Probing the

source of hydrogen peroxide硒sociated wim coarse mode

aemsol panicles in sou血enl Califbmia[J】．Env怕nm∞协l

Sci∞ce&TecllIlolo既2010，44(11)：4070—4075
[56】Charrier J G，Iddl矾s-Henderson N K，Bein K J，et a1．

0xidant produc60n f吣m source-oriefIted p枷culate mat．

ter：Part l：Oxidative po劬tial 1lsing舭diⅡliot量lreitol

(矿rr)assay[J】．Anllospheric CheIIlis仃y锄d Physics，

2015，15(5)：2327-2340

[57】 D∞ll锄bach K R UzIl G，Jiang J，et a1．Sources ofpartic-

ulate—mattler air pollu石on arld its oxi删Ve po删al in Eu-

mpe【J】．Nat眦，2020，587(7834)：414-419
[58】、，erma V F锄g T，)【u L，et a1．o唱孤ic aerosols船sociaced

w曲Ⅱle gena确on of reactive oxygeIl species(RoS)by

water-soluble PM25[J】．Env的men_tal Science&Tech-

nology，2015，49(7)：4646—4656

[59】 FujitaIli Y，Funly锄a A，Tanabe K，et a1．Comparison of

oxid撕Ve abi蜥es of PM2j coUec白ed at tra伍c锄d resid∞一

dal sites iIl J印孤．C∞tribution of位msmon metals锄d

pmary锄d seconda巧aerosols【J】．Aerosol and Air

QIla岫Research，2017，17(2)：574-587
[60】 西e11I培K L，Polid谢丸Ntzi诎mstos L，et a1．西锄ical

d唧哪嘶erisIjcs and删捌ve pI砷∞dal of p枷culatc ma舶er e．

111issi伽s缸Im gasoljne，di髑d，龃d biodie∞l c掷【J】．助vi—
mlm瑚tal Science&砒0109y，2009，43(16)：6334一国40

[6l】Ⅳ【c'W‰ey R D，Badali K，Lig画o J，et a1．Filterablc redox

c)忙ling a嘶啊够：A c0蝴p耐son beMeen di鹪d exhallst par．

吐des觚d secoIlda巧叫翟乒mic aems01 constitll锄峪[J】．En、，i—

ronm∞tal Sci舶ce&Technology'2013，470)：3362—3369

[62] FⅨdlimi A，Saitoh K，Hay鹤hi K，et a1．Chemical charac—

teriza_石on锄d oxi捌ve potendal of p枷cles eIIli№d f吣m

叩en bumiIlg of cereal straws and rice hllsk llIlder n锄iIlg
锄d smold曲g condmons[J】．A缸nosph耐c Env的岫ent，
2017．163：118一127

[63】 Li Q，Sh柚g J，Zhu T．Physicochernjcal charac慨istics锄d

toXic e腧ts of ozone-0Xidized black carbon pamcles[J】．

A衄ospheric Env蛐ent，2013，81：68·75
[64】 Fox J R，Cox D P，Dmry B E，et a1．CherIlical cha船cter．

izadon and如订bD toxicity of diesel exhaust particuIate

m删肼g饥emted 11nder v邺，ing condmo璐[J】．Air Q岫lity'

Annosphere&Health，2015，8(5)：507—519

[65】vema v，Ningz，ChoAK et a1．I沁dox activ毋of岫锄
qu嬲i-ul心赶．me panicles 疔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J】．Annosptlerjc Em，iroment，2009，43(40)：
6360．6368

[66】Ka瑚Ⅳalakis G，(、ysel N，Scbmi乜D A，et a1．hnpact of

biodiesel on regulated and unregulated emissions，and

r。dox锄d pmiIln锄mato巧propemes of PM eIIli舵d

舶m heavy-du哆vehicles[J]．Science of me Total Envi-

romnent，2017，584．585：1230．1238

万方数据



32 生 态 毒 理 学 报 第17卷

[67】 Shinnohmrlmadi F，Ⅵ7啦D B，H勰hemill嬲sab S，et a1．

Oxi捌ve potential of on—mad fille paniculate ma仕er

(PM2j)meagured on m旬0r舭e啪ys of Los Angeles，CA，

锄d a 10-year comp撕son诵th earl衙madside s饥№s[J]．

AnIlosphefic Env的衄ent，2017，148：102-114
【68】Ⅵ．ma V F锄g T，(沁o H，et a1．Re犹6ve oxyg钮species

鹊sociated wim water—soluble PM2扣the soum懿tem U-

Ilited Sta_tes：Spatiotemporal仃ends锄d source印poI缸卜
ment[J】．A仃Ilosph甜c Chefnis时and Physics，2014，14

(23)：12915-12930

【69】Yru S Y'LiuW J，XuY S，et a1．CImmcteris咖s and oxi缸
西e pot∞dal of a廿110sph耐c PM2j iIl B蜘ing：source叩-

ponio砌em锄d se骶onal v撕ation[J】．Sci∞ce of the To-

tal E1Ⅳ沛nment，2019，650：277-287

p0】 Bates J T，W曲er R J，Ab豫ms J，et a1．Re枷ve oXygen

species gene硎on linked t0 sources of anIlospheric panic-

ulate matter锄d c矾ioresp岫e腩cts【J】．Env油姗∞-
tal Sci饥ce&Techn010鼢2015，49(22)：13605-13612

【71]Sh∞HZ，}Iu锄g Y'W抽gR et a1．Global anIlo印h舐c e-

IIlissi∞s of polycycUc aromatic hydroc抽ons舶m 1960

t0 2008锄d如nlre predictions[J]．Env的nmental ScieIlce

&Technology’2013，47(12)：6415-6424

p2】 Sa氆Iri A，Daher N，S锄ara C，ct a1．hlcreased biomass

bumillg due to me economic crisis iIl Greece and ib ad—

verse impact on wiIltenime air qual时iIl 1hessalonil【i[J]．

Envirolllll∞tal ScieIlce&TecllIlolo鳜2013，47(23)：
133 13．13320

r73】、协na v，PoHdori A，Schauer J J，et a1．PhysicocheIllical

锄d toxicolo西cal profiles of paniculate ma曲er ill Los An-

geles蛐g tlle 0ctober 2007 sou山ern Califomia wild-

胁“J】．Env的mental Sci锄ce&TecllIlology，2009，43

(3)：954-960

r74】V哦land H，Schauer J J，Russen A G，et a1．Chenlical

charactef洲on and toxicity of paniculate nⅡI曲er emis-

sions丘Dm roadside trash cornbustion iIl urb觚India[J]．

Annosphefic Environnlent，2016，147：22-30

r75】Liu Q Y'Ba啪gamler J，Ztmg Y X，et a1．Oxidative po-

te】1dal粕d inn锄mator)r iIIlpacb of source apponioned

ambient air polⅢon iIl Beij吨[J】．Env沛nm锄tal sci-

∞ce&Technolo鼢2014，48(21)：12920-12929

【76】 Secrest M H，Schauer J J，Carcer E M，et a1．The oxida6ve

po删al of PM25 exposures丘Dm indoor锄d删oor
s呲es in mral China[J】．Science ofthe‰l Envimn-

m即t，2016，571：1477-1489

r77】 Chiri盟i D，Cesari D，(沁硒cit0 M R，et a1．IIlnuence of

S￡山ar￡m Idust outt)reaks and cad)on content on oxi捌ve

poteIldal of water-soluble丘actions of PM2j and PMlo[J】．

№sph丽c EIMmnment，2017，163：l一8

[78】 S锄al【e A，U孤G，Mamns J M F，et a1．111e unexpected

mle of bioaerosols iIl tlle Oxi也mve PoteII曲l of PM[J】．

Sci钮tific Repons，2017，7(1)：10978

口9】Janssen N A H，S位出M，Y址g A，et a1．Associations be-

俯咖tllree specific a-cellular me髑ures of nle oxidative

p咖mal of paniculate matter锄d markerS of acute ai九Ⅳay

柚d n髂al innammation iIl heanhy volunteers[J】．Occ叩a．

donal锄d Env的砌en协l Medicine，2015，72(1)：49—56

[80】Dweil【R A，Boggs P B，E翻mlII】S C，et a1．An omcial

ATS cliIlical prac廿ce gIlideline：Interpre枷on of甜laled
n腼c嘲de 1evels(FENO)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J】．A—

m甜c孤Jo啪al of Respiratory吼d例tical C黜Medi—

c妇，2011，184(5)：602-615
[81】Aldlt盯U S，McⅥminney R D，R弱togi N，et a1．Cytotoxic

锄d projnn锄matoDr e丘音cts of锄biem and source-related

p枷culate m撕(PM)in rel撕on to me pmduction of re-

active oxyg吼species(Ros)孤d c)怕kiIle adsoIp60n by

particles[J】．Inhalation To】【icology，2010，22(sup2)：37—47

[82】Car01iIla M，硒chard T A，Manzano C A，et a1．Aiibome

舢sols知d human heal血：Le叩行ogging f岫m m船s con—

c锄tra缸叫to oxidative potlm廿al[J】_A廿nosphere，2020，11

(9)：917

[83】Zh锄g Y X，Sch踟er J J，Sha矗玎M M，et a1．Sourcc ap—

p硎。姗∞t of西订加reactive oxygeIl species bio鹬say

activi锣fmm annospheric paniculate matter[J】．Environ—

mental Science&TecllIlolo鼢2008，42(19)：7502-7509

[84]Gallimore P J，Mahon B M，Ⅵ，ra鹳F P H，et a1．Mmd—

ph鹊e conlposmon ch龇ges a11d reacⅡve oxygen species

fon枷on d1柚g limonene o)【i捌on iIl廿le Ilew Cam—

Mdge Anllospheric Si枷lation Cllamber(CASc)[J】．At-

mosph舐c㈣s仃y锄d Physics，2017，17(16)：9853—9868

[85】 Alpert P A，Dou J，Coml Arroyo P，et a1．Photol如c radi—

cal persisterlce due to锄0xia iIl viscous aerosol panicles

[J】．N孤玳Co枷砌ications，2021，12：1769
[86】Ⅵnk加油ari P’}王oI)l∞P K．Developmem and l灿r咖巧

tes6ng of趾aut删m砌torfor恤m懿脒ment of酢

mosph耐c panick-bollrld reactive oxy9m speci器(ROS)

[J】．√址rosol Sci朗ce锄d rIkhnolo鼢2008，42(8)：629-∞5

[87】 velali E，Papa蛐stou E，P锄tazal(j A，et a1．Redox ac州一

哆锄d面订h．0bioa甜vj哆of也e water-sohlble丘ac曲n of

Ⅷ．ban p枷culate ma舶er iIl relation to p枷cle size锄d

血：1Ilical co呷os佑on[J】．Env的姗ental Pollu硒n，2016，

208：774．786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