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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邻苯二甲酸二%;0乙基己基&酯%4I6,&是一种使用广泛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该物质可以通过塑料

制品迁移到环境中!亦可以通过食品包装材料直接迁移到食品中!从而对空气#水#土壤和食品造成污染" 4I6,具

有生殖和发育毒性#免疫毒性#胚胎毒性#肝脏毒性#神经毒性及致癌性等!同时可对内分泌系统造成一定的干扰"

本文就 4I6,的内分泌干扰作用和神经毒性及其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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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Ib%是生产塑料制品
时使用的一种化学添加剂"加入该类物质可增加塑
料的可塑性和柔韧性"可增强塑料制品的强度( 目
前"塑料制品中添加的增塑剂多为 ,$Ib"过去一直
认为该类化合物毒性低且有良好的理化特性"而对
其使用的安全性未曾给予足够关注( 但近些年的
研究表明 )) i%* "该类物质仅靠分子间作用与高分子
塑料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地从塑料制品中
释放出来"从而对环境’生物与食品造成污染"并可
通过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等暴露途径进入人体内
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Ib增塑剂中"以邻苯二甲
酸二 $;0乙基己基%酯 ) VK0$;0N_DWLDNTWL%0‘D_DJLJ_N"

4I6,*的用量最大"约占总量的 %&g左右 ).* ( 一些
动物试验研究结果显示 )* iE* "4I6,具有生殖毒性’
发育毒性’免疫毒性’胚胎毒性’肝脏毒性’神经毒
性及致癌性等"同时可对内分泌系统造成一定干
扰( 但目前"对该物质的神经发育毒性终点及其内
分泌干扰机制的研究资料甚少( 本文将对该物质
的神经毒性和内分泌干扰作用"及两者间相互作用
进行综述"以便为今后进一步开展该物质的神经发
育毒性研究提供参考(

)(理化特性与用途
4I6,是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中的一种"常温

下为澄清的液态油性化合物"分子量 <’&:.*"密度
&:’?. P@!L$;& f%"难溶于水"易溶于脂肪烃和芳
香烃等大多数有机溶剂 )?* ( 该物质可增加塑料产
品的可塑性"提高其韧性"因此又被称为增塑剂"它
主要用于聚氯乙烯 $,m1%塑料制品中"如保鲜膜’
食品包装材料’玩具等"也存在于一些医用塑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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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如导管’输液袋等( 由于其物理’化学性质良
好"且成本低廉"在塑料加工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
大量研究显示 )’ i))* "4I6,可经胃肠道’呼吸

道’皮肤吸收以及静脉输液等多种途径进入人体"

通常以胃肠道为主要吸收途径( G_Q等 ));* 研究表
明"4I6,在动物体内首先会在脂肪酶的作用下水
解为 邻 苯 二 酸0单0;0乙 基 己 酯 $bKOPLN0N_DWLDNTWL
‘D_DJLJ_N"3I6,% 和 ;0乙基己醇 $ ;0N_DWLDNTJOQL"
;0I6%"然后 3I6,和 ;0I6在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
基转移酶’醇脱氢酶和醛脱氢酶的作用下"转变为
水溶性代谢产物"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4I6,在体
内的半衰期平均为 ); D"而在脂肪组织中长达
).* D( 进人体内的 4I6,及其代谢产物可分布于
肝脏’肾脏’胃肠道及脂肪等器官或组织中( 4I6,
亦可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在胎儿体内聚
集"也可直接作用于胎儿 ))< i)%* ( 在人类羊水中发现
4I6,的代谢产物 3I6,"意味着胎儿宫内暴露的
可能 )).* "从母乳中测试出可测定浓度的 4I6,"提
示 4I6,可通过乳汁途径传递给子代"对人体胚胎
产生影响 ))** (

<(内分泌干扰作用
环境中有许多化学物质可以通过模拟人体内

天然激素的生化及生理等作用"干扰人体内正常的
内分泌平衡"从而产生毒性作用"这类化学物质被
称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NOaKUQO!NO_JLNOVQBUKON
VKbUM‘_QUb"II4b% ))E* ( II4b可以与体内相应的受
体结合"模拟激素的作用"进而激活受体引发相应
的生物效应"或者阻断以及减少体内性激素的受体
结合力和生物活性 ))?* ( 4I6,作为一种环境内分
泌干扰物"对内分泌系统产生干扰"引发机体内分
泌功能紊乱"导致生殖和发育损害 ))’* (

+6G等 );&*对扬子江水源中内分泌扰乱物质进
行分析发现"某些地点高浓度的 4I6,和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 VK0̂M_WL‘D_DJLJ_N"4c,%可能与水源甲状
腺受体 C/"的拮抗活性相关( cQ_NLDQ等 );)*研究发
现"饲喂 4I6,的大鼠出现甲状腺组织病理学改变’
血浆中游离甲状腺素$/%%浓度降低"总三碘甲状腺
原氨酸 $/<%水平保持不变( 3NNRNU等 );;* 测定了
%&? 位生育能力低下男性尿液中 4I6,代谢产物
3I6,及其他代谢产物的浓度"发现尿液中 3I6,
的浓度与被研究者血清中 /<’/% 的浓度呈负相关"
推测 4I6,可能会改变男性体内甲状腺激素水平(
对接触 4I6,的职业工人尿液中 4I6,与血清睾酮

含量的调查"发现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 );<* (
4I6,对雌性动物的内分泌干扰作用主要表现

为大鼠阴道开放时间推后"动情期缩短及动情间期
延长"血浆中雌二醇 $Nb_UJVKQL"I; %和卵泡刺激素
$CQLLKBLN0b_K!MLJ_KOPDQU!QON"-+6% 含量下降 $!9
&:&)%"其机制可能是 4I6,影响与雌二醇相关的
!"#$合成和雌二醇受体的运输过程"进而干扰激素
的释放过程);%* ( 另有研究表明);.* "4I6,雌性生殖
内分泌毒作用主要是通过其代谢产物 3I6,影响大
鼠卵巢功能"卵巢颗粒细胞是其主要作用位点( 经口
给予 +4大鼠4I6,可明显抑制排卵前期颗粒细胞产
生 I;’影响自然排卵周期);** ( 由于血中 I; 水平降
低"反馈性促使 -+6水平再升高"所以不能刺激黄体
生成素峰的出现"从而导致无排卵性周期发生或排卵
延迟"同时出现动情周期延长’颗粒细胞萎缩导致卵
泡变小和多囊卵巢( 另有体外试验结果表明);E* "在
培养卵巢颗粒细胞时使用 3I6,染毒"可使类固醇合
成通路中芳香化酶的绝对量及活性改变"从而抑制睾
酮转化为 I;"使 I; 合成减少(

4I6,对雄性动物的内分泌干扰作用方面"
1DUKb_KJObNO 等 );?*对暴露于 4I6,的 ZKb_JU大鼠的
研究发现"4I6,具有内分泌干扰物的低剂量效应"

给予大鼠每天 < !P@RP-cZ的 4I6,可引起轻度外
生殖器发育不全"每天 )& !P@RP-cZ的 4I6,可引
起乳头保留增加’生殖器与肛门距离减小’轻度外
生殖器发育不全及提肛肌@球海绵体肌重量减轻等
抗雄激素效应#高剂量暴露则导致前列腺和睾丸重
量减轻"以及雄激素相关基因表达降低等睾丸组织
病理学变化( 3QQUN等 );’*在研究中发现 4I6,可以
引起大鼠雄性胚胎睾丸发育的内分泌功能障碍"该
时期睾丸发育异常会对成体生殖功能各方面$包括
精子数量%造成终生影响( FJbJDJUJ等 )<&*研究结果
显示经口给予 4I6,可增加睾丸活性氧的产生并伴
有谷胱甘肽和抗坏血酸浓度的下降"同时选择性地
诱导精母细胞的凋亡"从而引起睾丸的萎缩(

%(神经毒性作用
目前"有关 4I6,暴露对人类神经行为影响的研

究十分有限( \QL_QO 等)<)*对美国 <.& 名孕妇在怀孕
)* 和 ;* 周时尿液中双酚 $和 ,$Ib含量进行测定"
并与其所产婴儿在 . 周龄之前的神经行为量表得分
进行比对"发现,$Ib与婴儿的神经行为有关联"作用
效果取决于 ,$Ib的类型"尿液中较高水平的 4I6,

代谢产物影响 ;* 周男婴的反射功能( 1DQ等)<;*调查
发现男性学龄儿童尿液中 4I6,代谢物影响儿童智
力"4I6,代谢物含量与其智商得分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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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体内试验研究方面"蔡林强等 )<<*发现"

大鼠妊娠期暴露于 4I6,可导致胎鼠神经管发育畸
形"从而损害神经系统( 当 4I6,染毒剂量高于
) &&& !P@RP-cZ时"胎鼠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畸形"

主要表现为脑膨出或露脑"妊娠第 ? V$54?%时"致
畸率分别为 ;):??g $) &&& !P@RP-cZ%’;&:*’g
$) ;&& !P@RP-cZ%’<%:E?g $) .&& !P@RP-cZ%(

脑膨出仔鼠的脑组织 6I染色后镜下观察可见片状
出血’点状坏死灶’红色神经元’神经细胞肿胀及噬
神经细胞现象等神经细胞变性和坏死的病理改变(

潘亮等 )<%*通过大鼠孕期暴露 4I6,建立子代大鼠
神经系统损伤的动物模型观察发现"胚胎期暴露
4I6,的子代大鼠出现神经细胞凋亡"出生后 E V
子代大鼠的海马神经细胞凋亡率要明显高于出生
后 ;) V"且出生后 E V 时"随着 4I6,染毒剂量的增
加"子代大鼠海马神经元的细胞凋亡率有一定的上
升趋势( 同时"不同剂量的 4I6,染毒对海马组织
和细胞色素 !%.& 基因的表达产生影响( 李丽萍
等 )<.*研究 4I6,对成年雄性大鼠脑神经细胞的毒
性作用"得出 4I6,经口短期重复染毒对成年雄性
大鼠脑组织可能会产生毒性作用的结论( 刘艳华
等 )<**研究发现"4I6,胚胎期暴露可影响子代大鼠
神经系统发育"造成神经行为改变"其中每天
.&& !P@RP-cZ 4I6,组负趋地性反射试验达标时
间延迟#每天 )&&’.&& !P@RP-cZ 4I6,组空中翻
正试验达标时间延迟#各 4I6,组水迷宫试验错误
次数增加"潜伏期延长#各 4I6,组电穿梭试验电击
次数增加’主动逃避时间延长"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9&:&.%( 同时指出 4I6,所致海
马神经元内钙离子浓度改变"可能是其发育神经毒
性的机制之一( 梁添等 )<E*利用旷场和高架十字迷
宫动态测试染毒前后 +4大鼠行为学变化"发现
4I6,短期重复暴露对大鼠神经行为有一定毒性作
用"可影响自主活动和探索行为( 唐佳琦等 )<?*使用
4I6,染毒后对小鼠进行 3QUUKb水迷宫试验"并测
定其脑组织氧化损伤情况"结果显示较高剂量
$.& 和.&& !P@RP-cZ%4I6,会对脑组织产生氧化
损伤#同时水迷宫检测结果显示"高剂量 4I6,对于
小鼠学习与记忆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导致学习与
记忆障碍(

在体外试验方面"6QRJObQO 等 )<’*通过培养人类
31-0E 细胞株"探讨 4I6,对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
表明 4I6,可以影响对胚胎大脑发育有非常重要作
用的 T"I, 基因和 !(T(U,V, 基因的表达"造成基
因表达下调&分别下降到正常值的 );:.g和 ;.g(

韦月娇 )%&*采用无血清培养方法对 ZKb_JU大鼠胎鼠

海马神经元进行培养"形态观察和 3//试验结果表
明 4I6,造成海马神经元形态改变和细胞活力下
降"并与 4I6,浓度具有量0效关系"其中 < !!QL@8
4I6,组的细胞活力为用胎牛血清培养的神经元组
细胞的活力的 .;g( 6QNBDb_<<;.? 染色后发现"细
胞 4#$皱缩"并出现凋亡小体"且 1Jb‘JbN0< 活性明
显升高"表明 4I6,诱导海马神经元出现凋亡(

.(内分泌干扰作用与神经毒性机制

.:)(神经系统对内分泌系统的作用
神经系统对内分泌系统具有调控作用"主要体

现在下丘脑0腺垂体0靶细胞调节系统&下丘脑分泌
促垂体激素作用于腺垂体"导致腺垂体分泌促激素
作用于靶腺的分泌细胞"使之分泌激素( 同时下丘
脑作为神经冲动接受者"受到更高级中枢"如海马’

大脑皮层等部位的调节 )%)* (
.:;(内分泌系统对神经系统的作用

内分泌系统通过自身分泌的激素影响神经系
统的功能活动( 内分泌系统产生的性激素和甲状
腺激素对下丘脑’海马和皮层等中枢神经系统的发
育起关键作用( 有研究显示 )%;* "性激素 $特别是
I;%是下丘脑控制生殖的重要调节剂"因此 I; 可通
过影响脑垂体促性腺素释放激素系统而影响生殖#
I; 还是脑皮层神经元生长’发挥功能及存活的促进
因素#I; 亦可影响大脑海马神经元的生长发育( I;
是一种对脑有保护作用的激素"因此 I; 及其受体
与免疫和内分泌物质一样广泛分布于包括海马在
内的中枢神经系统"能够促进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
胞的存活与分化"还可以通过降低单胺氧化酶活
力"促进 .0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表达"以增强
学习和记忆能力 )%<* ( 内分泌系统的另一激素"甲状
腺激素$_DWUQKV DQU!QON"/6%可以调节机体的一系
列生物过程"对生长’发育和分化"尤其是大脑的发
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显示 )%% i%.* "/<’/% 可
影响神经细胞增殖’迁移和分化"还会影响突触生
长( 围产期甲状腺机能减退"可影响胎儿海马发
育( 因此"在发育期性激素和甲状腺激素水平发生
改变可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导致脑组织形态发生
改变"进而影响成年期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如胎儿
期甲状腺机能减退可导致成年后认知能力下降(
.:<(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是密切联系又互相影
响的两个系统"一方面内分泌系统是体内重要的生
理调节系统"可分泌多种激素"并与神经系统一起
调节机体内各种代谢过程及多项生理功能#另一方
面神经系统受到环境化学物质的直接影响时"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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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内分泌系统发育异常( 这一系列连锁影响可使
人或动物行为异常"包括繁殖’感知’种群’运动及
认知等行为(

由于现有研究显示 )%* i%?*4I6,既具有神经毒
性"又是内分泌干扰物"因此 4I6,很可能同其他大
多数内分泌干扰物一样"通过其内分泌干扰作用影
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功能( 如 < 所述"在培养
的卵巢颗粒细胞中加入 4I6,代谢产物 3I6,可
使类固醇合成通路中芳香化酶的量和活性改变"抑
制睾酮转化为雌二醇"导致雌二醇合成减少 );E* (
cQ_NLDQ等 )%’*发现"4I6,可以通过干扰胆固醇代谢
平衡"抑制类固醇激素生成#同时 4I6,引起血清中
胆固醇含量变化"会导致睾酮合成不足和甲状腺功
能低下"引起甲状腺激素合成减少( 研究证实 ).&*睾
酮及其受体在人及动物脑中广泛存在"并参与对神
经系统功能的调节和保护"睾酮的缺乏可能会造成
神经损害( 此外"由于内源性激素还具有生殖功能
以外的其他调节作用"如对胚胎发育’脑的性别分
化和成年后的神经活动及心血管等调节"而具有拟
雌激素和抗雄激素活性的 4I6,对内源性激素在这
些方面的调节具有一定的干扰作用"因此 4I6,的
内分泌干扰作用可能是其神经毒性的产生机制之
一"但现在相关研究较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展望
目前对于 4I6,的神经毒性研究较少"从内分

泌作用方面对神经毒性产生机制的探究尚属空白(
利用不同发育期动物模型"从内分泌毒性和神经发
育毒性角度研究 4I6,对大鼠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
及其可能机制"探索 4I6,的神经发育毒性特点和
早期神经毒性效应标志物"确定神经毒性敏感期"
分析内分泌与发育神经毒性之间可能机制"为邻苯
二甲酸酯类物质神经毒性研究积累数据"以便开展
进一步毒理学评价"为该类物质的风险评估与风险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进而减少人群的危害暴露(

参考文献
) ) *($bJRMUJ6" 3J_bM_Q />IT‘NUK!NO_JLb_MVW QC^NDJaKQUQC

NOVQBUKON0VKbUM‘_KOPBDN!KBJLbKO LNJBDJ_N_UNJ_!NO_‘UQBNbbJOV

NaJLMJ_KQO QCUN!QaJLNCCKBKNOBW)Y*>ZJb_N3JOJPN!NO_";&&’";’

$*% &)?.;0)?.’>

) ; *(5NOMKb+ Y"cNNbQQO +"8Q̂Q"$"N_JL>6M!JO NLK!KOJ_KQO QC

‘D_DJLJ_NBQ!‘QMOVb&^LQQV" MUKONJOV b[NJ_$cX+% b_MVW)Y*>

+BKNO_KCKBZQULV YQMUOJL";&);&*).&*?>

) < *(+J!‘bQO Y" 4NFQU_N4>4I6,0‘LJb_KBKbNV ,m1& UNLNaJOBN_Q

^LQQV bNUaKBNb)Y*>/UJObCMbKQO 3NVKBKON";&))";)$;% &E<0?<>

) % *(ZKO0+D[N//"\JOJPKbJ[J""FQKRNI"N_JL>IT‘UNbbKQO LNaNLb

QCONMUQK!!MON^KQ!JURNUbKO DW‘Q_DJLJ!MbQCJLLNUPKB!KBNJC_NU

‘D_DJLJ_NNT‘QbMUN)Y*>YQMUOJLQC$‘‘LKNV /QTKBQLQPW";&);"<<

$)&% &)&E&0)&E?>

) . *(+KOPD +"8G+ +>cKb‘DNOQL$JOV ‘D_DJLJ_NbNTDK̂K_bK!KLJU_QTKB

PNOQ!KBbJOV DNJL_D NCCNB_)Y*>5NON";&);"%’%$)% &?.0’)>

) * *(GLQOJ7"3JVNLNKON" c"3JUPQ_mJO VNc>/DNVWOJ!KBbQC

JM_Kb! b‘NB_UM! VKbQUVNUb& DQ[ ONMUQ_QTKB BQ!‘QMOVb JOV

ONMUQ_UJOb!K__NUbKO_NUJB_)Y*>IOaKUQO "Nb,M^LKB6NJL_D";&)<"

)&$?% &<<?%0<%&?>

) E *(5MW_QO Fo"1DKM Z$"cJ_NbQO /-"N_JL>$UNNTJ!KOJ_KQO QC_DN

,,$"0JL‘DJJB_KaJ_KQO !QVNQCJB_KQO JbJ^JbKbCQUJbbNbbKOP

DM!JO BJOBNU UKbRb QCNOaKUQO!NO_JL BQO_J!KOJO_b) Y*>

IOaKUQO!NO_JL6NJL_D ,NUb‘NB_KaNb";&&’"L)E$))% &)**%0)*E;>

) ? *(4X\c"GO F8"cWMOP3 8>/QTKBQLQPKBJLBDJUJB_NUKdJ_KQO QC

‘D_DJLKBJBKV)Y*>/QTKBQL"Nb";&))";E$%% &)’)0;&<>

) ’ *(3JU_KOQ0$OVUJVN$ Y" 1DJDQMV G>"N‘UQVMB_KaN _QTKBK_W QC

‘D_DJLJ_NNb_NUb)Y*>3QL#M_U-QQV "Nb";&)&".%$)% &)%?0).E>

))&*(6Q[VNbDNLLF 8" ZKLbQO m +" -MUUY" N_JL>3KT_MUNQCCKaN

‘D_DJLJ_NNb_NUbKODK̂K_bCN_JL_Nb_KBMLJU_Nb_Qb_NUQON‘UQVMB_KQO KO

_DNb‘UJPMN0VJ[LNWUJ_KO JBM!MLJ_KaN" VQbN0JVVK_KaN!JOONU

)Y*>/QTKBQL+BK";&&?")&.$)% &).<0)*.>

)))*(ZK__JbbNR 3"FQBD 63"$OPNUNUY"N_JL>$bbNbbKOPNT‘QbMUN_Q

‘D_DJLJ_Nb0_DNDM!JO ^KQ!QOK_QUKOPJ‘‘UQJBD ) Y*>3QLNBMLJU

#M_UK_KQO H-QQV "NbNJUBD";&))"..$)% &E0<)>

));*(G_Q\"\QRQ_J6"Z$#5 ""N_JL>+‘NBKNbVKCCNUNOBNbKO _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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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卫生杂志)QPEF 年征稿征订启事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创刊于 )’?’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华预防医

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主办"国内公开发行( 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 被中国知网$1#FG%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 ;&)) 年版影响因子 ):&<)"在预防医学领域影响因子连

续 ? 年排前 E 名( 是中国食品卫生专业唯一的核心期刊( 该杂志于 ;&&<!;&&%’;&&.!;&&* 和 ;&&E!;&&?

年度连续获得中华预防医学会优秀期刊一等奖#获得卫生部首届医药卫生优秀期刊三等奖(

所设栏目有!专家述评’论著’研究报告’实验技术与方法’监督管理’调查研究’食品安全标准’风险评

估’风险交流’食物中毒’综述等"及时报道食品卫生领域的最新科研动向’食品安全监管’事件处理以及国

内’国际有关食品卫生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等最新信息(

刊发周期!审稿通过后 < 个月左右能刊出( 对具有创新性的优秀论文开绿色通道"加急审稿’优先发表(

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在线投稿!D__‘&@@[[[>dPb‘[b>BQ!

订阅!由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邮发代号为 ?; i%.&( 双月刊"每期定价 ;? 元"全年 )*? 元( 可汇款到

编辑部订阅过刊$免费邮寄’挂号加收 < 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E 号院 ; 号楼 ?&< 室((+中国食品卫生杂志,编辑部

电话@传真!&)& i.;)*.%%’@.%.*((邮政编码!)&&&;)( $18+.*!b‘[b%*;S)*<>BQ!

欢迎订阅 QPEF 年(中国酿造)杂志

((+中国酿造,创刊于 )’?; 年"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主管"中国调味品协会及北京食品研究院主办的综合性
科技期刊( +中国酿造,历次被评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中国知网’万方’中文科技期刊’美
国+化学文摘,’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X,4%’中国核心学术期刊$"11+I%’中国科学引文$1+14%遴选数
据库等全文收录(

+中国酿造,重点刊登调味品’酿酒’生物工程技术’生物化工’食品生物技术等研究方向的新工艺’新技
术’新设备以及分析检测’安全法律法规及标准’综合利用’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及综
述文章( 主要栏目有&研究报告’专论综述’创新与借鉴’经验交流’分析与检测’产品开发’酿造文化’海外
文摘等(

+中国酿造,为月刊"大 )* 开"每期 ;&& 页";& 元@期"全年 ;%& 元$免邮费%(
订阅方式!
直接联系北京中酿杂志社订阅&电话& &)& i?<).;<&?@?<).;E<?’ &)& i*<&;*))% (邮箱&dPOdddS

)*<>BQ!
网上订阅&登陆中国酿造主页 [[[>BDKOĴUN[KOP>ON_>BO
全国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 i);%(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1#)) i)?)?@/+(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G++#&;.% i.&E)
汇款方式&
银行转账&开户行&建行陶然亭支行((账户&北京中酿杂志社((账号&))&& ))?’ .&&& .;.& &)’)
邮局汇款&北京市西城区禄长街头条 % 号+中国酿造,编辑部((邮编&)&&&.&

欢迎订阅!投稿!刊登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