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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放射治疗中肺泡上皮通透性的变化 〔日 〕 /穴袱

子激… / /日本胸部疾患学会推 爵一 1 0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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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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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一 D T P A气溶胶法测定双 肺 肺泡上皮毛

细血管基底膜的通透性
,

了解放疗和使用皮质激素

对照射野和非照射野通透性的影响
。

方法
:
吸入 1 48 0 M B q ( 4 0 o C j ) 的

9 . , T
e 一
D T P A

气溶胶
,

用衬目机测定
,

通过数学处理计算 核素半

清除时间 ( 勺
: ) ,

每 2 周测定一次
,

跟踪观 察9例

肺癌和 1 例胸腺瘤放射治疗者
。

结果
: 5 例 ( 4 例肺癌

,
1 例胸腺瘤 ) 放射性

肺炎患者通透性亢进
,

即勺厄缩短
。

另 2 例有双肺通

透性亢进
,

胸片却未见肺炎的表现
。

还有 3 例既未

见肺炎表现
,

又无通透性亢进表现
。

放射性肺损伤与照射剂量
、

面积等有关
。

照射

量 > s o G了
,

照射面积 > l o c cm Z ,

易引起肺损伤
。

病

例中放射性肺炎的 6 例中有 2 例照射剂量较小
,

分

别是 3 o G 了
,

39 G了
.

放射性肺炎的 岛例中有 4 例照射

面积超过 I O c0 m ’ ·

病例中既见到肺炎部位的肺上皮通透性亢进
,

又见到未出现 阴影的对侧肺通透性亢进
。

并有 2 例

未见到肺炎阴影
,

却测得通透性亢进的变化
。

因此

此方法可以测定尚未出现阴影部 位 的 肺 上皮的变

化
。

此外
,

肺癌头颅转移行全脑照射而发生放射性

肺炎的 4 例
,

说明可能有某种免疫学机 制 在 起 作

用
。

有 2 例在阴影出现前即见到通透性亢进表现
。

考虑在阴影出现时
,

表明病变 已达到某种阶段
。

检

查间隔越短
,

放射损害越能早期发现
、

早期治疗
。

实验又用鼠博莱霉素肺炎模型观察病理变化
。

观察到在肺通透性亢进时有肺泡上 皮细胞 的空泡变

化
、

剥离
、

脱落
、

毛细血管增加等
,

与放射性肺炎

病理改变相同
,

推测是由于上述病理变化引起肺上

皮通透性的改变
。

此法简便易行
,

可重复
,

可用于早期发现放射

性肺损伤
。

究
,

目的在于建立起该地 区的天然本底水平
,

并对

由此引起的公众辐射危险度进行评估
。

研究中便用的仪器是 R S S~ 1 1 1型环境 监测系统
,

它有一个高压 电离室和一个专为环境测量设计的 电

表
。

结果表明
,

由宇宙射线引起 的伊拉克地 区的吸

J玫剂量率平均为 3乙 2二 G y
·

h
一 ’

。

对伊拉克中 南部 巴

比伦等 1 1个地区的城镇进行了调查
,

每个城镇测量

点为 1 0 / 、 1 5个
。

各池区内所测量的城镇吸收剂量率

的平均值
、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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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可见
,

大多数地区的吸收剂量率值在 5
。

7一 7
.

2 义

1 0
一 “ 林G卜扩

工

的较窄范围内
,

说明其土质结构是 比

较均匀的
。

所研究的整个地区的平均吸收剂量率为

6
.

3 x l 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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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与U N SC E A R中估算的正常地 区

阶地和宇宙射线 的板衬本底值很接近
,

这表明伊拉

克中南部地区辐射本底很正常
。

阿卡什干河地区辐射本底较高
,

可能是由于该

地区存在的磷酸盐中含有的放射性 元 素
` 3 “

U引起

的
。

由环境丫辐射引起的平均年群体有效剂 量 也
`

在

研究之列
,

n 个地区总的有效集体齐j 量为 3 5 7 0人
。

s
了

.

( 焦 玲摘 张 良安校 )

张金铭摘 张景 源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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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拉克地区的环境辐射本底 水 平 进行了研

O盯 香潘黔地的丫辐射剂轰〔英 〕/ T阳 W M Y ~

刀

H e a 工亡1: P h了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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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跄香港脱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的第一个反

应堆于 1 9 9 2年开始运行
,

香港居民对他们受到的天

然和
_

人为辐射更为关心
。

1 0 8 5年在香港大学校园内

和 1蛇 7年在全香港民宅中进行的两次调查
夕

都表明

其氨齐J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邻% 不汀5 0%
.

因为丫剂

量依赖于给出高氧水平的同样的放射源
,

所以测量

当地丫剂量并与全球均值对比是有价值的
。

自1 9 8 7年
,

在香港不 同地 区进行了丫剂量 率 的

调查
。

取样点选在人 口密度较高处
。

因人们在室内

时间更长
,

故室内剂量率是沐们关心的
,

因此进行

的室 内测量多于室外
。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城市
,

很

少有完全为土壤覆盖的广阔空地
,

所有室外测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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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或便道上进行
,

测点距建筑 弓~ 15 米
。

使用
犷

仪器是装有 M C一了1能量补偿 G M探头的可携式环境丫

剂量仪
。

测量时剂量仪垂直置于离地面 1 米处
,

这

样得到的剂量率值可用来估算人的性腺剂量
,

因而

更具生物学意义
。

一

在整个香港 18个地区共1 0 6 7平方公里的面积上

选了 2 70 个测量点
。

其中12 6个 ( 室内87 个
,

室外39

个 ) 在香港岛
,

63 个 ( 室内49 个
,

室外 14 个 ) 在九

龙
,

81 个 ( 室内58 个
,

室 外2 3个 ) 在新界
。

室内与

室外总的平均丫剂量率分别为 o
.

18 6o G卜 h
一 ’
和 0

.

16 3

林G户 h
一 ` .

而按每个地区的人口加权 得 到 的人 口加

权平均
,
室内和室外剂量率分别 为 .0 189 件G y

.

五
一 `
和

。
.

16 1扛G户犷
` .

香港居民受到的陆地 Y辐射的年平

均刘量当量为 1
.

l l m所
,

是全球平均值 ( 。
.

4 1 0 5叼

的 2
.

7倍
。

其原因
,

主要是建筑材料中放射性核素含

量高及其密集的高楼大厦
,

使陆地丫辐射剂量 远 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
。

( 焦 玲摘 贾德林校 )

性乳腺的W (T
H E ) 比W

T ( : )高些
,

故 女 性 乳腺比

深层器官的受照剂量也高些
,

因而上述差别就不明

显
。

E和 H
E

数值的差别较大
,

主要是
:

( 1 ) 其余

器官的权重因子减少了 5 /价
`

( 2 ) 其余器 官对 H :

的贡献高于 E
,

因为H :

是一组 12 个其余器官中受照

剂量最大的五个器官的平均值
,

而新建议书则取 10

个固定的器官剂量的平均值
。

对于人体局部照射
,

则

上述差别更大
,

后前位胸部检查中
,

H
E
比E大33 % ;

前后位检查时
,

加上乳腺权重因子的减少
,

使H 妞比

E高 9 6%
.

总之
,

采用 E和月 。来估算受照剂量时应慎重
,

这两个量值是对全身均匀照射而言的
,

而不是对人

体局部照射使用的概念
、
对子放射性核素的内照射

,

一 般 H
E
> E

,

有时可高达 5 3%
.

( 林春培 摘 草维海校 )

。 48 有效剂量和有效剂惫当蟹一
一 !c RP 新定 义 对

光子外照射的影响〔英〕/ z 。吐 I M …刀 H ea h 五 P抑
5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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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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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3 9 5~ 39 9

IC R P 1 9 9 0年建议书采用了一种新的剂量量值
,

即
“
有效剂量

”
E

,

对加权危险度量值有贡献器官

的选择及其权重因子改变了
。

为了进行定量估算
,

实验对一些不同光子能量和不同外照射几何条件下

的有效剂量 E 进行了估算
,

并与各个相应的有效剂

量当量 H E值作了比较
。

计算采用人形体模和模拟光子在不同材料
、

复

杂的几何条件下
,

传输过程的蒙特卡罗法
。

各器官

剂量当量按男性体模和女性体模分别计算
,

乳腺的

剂量当量仅计算女性的体模
。

结果表明
,

后前位和旋转全身照射 的 E 和H : 的

转换因子在峰值低于 100 b V时
,

随能量增加而增大
,

随后趋向平稳
。

对任何几何照射条件
,

光子能量 >

1 5 k
e
V

,
E < H : ; 光子能量 > 1 0 0 k

e
V

,
E 和H 它数 值

差可增到12 % ; 在 25 ~ 100 肠 V范围内和对单方向的

照射
,

E与H
:

值差可达 68 %
.

在多方向照射 或 光子

能量较高的照射条件下
,

器官剂量相对较一致
,

因

此
,

W
T

值的变动对计算结果影响 不 大
,

E和H E差

则较小
。

但能量为 10肠V时
, E > H : ,

因 为 E包 括

皮肤剂量
,

H
E

不计此剂量
。

E高
,

是因为低能光子

千殊穿播混尾器官的缘敌
。

前后位漱射时
,

由于女

。4 3 发育大鼠颈脊髓的放射耐受性和分次 照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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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鼠龄为 1周和 1 5一 18 周 ( 成年 ) 大鼠须

脊髓照射
,

研究鼠龄对单次照射后放射耐受性和分

次照射敏感性的影响
。

材料和方法
:

实验用 1周和 1 5~ 18 周龄的雌性和

雄性Wist a ,大鼠 ( C P B /W U )
,

用 4 M o V光子直线加速

器照射
,

距离1 00 。。 ,

荆量率 2
.

I G y /。 in 照 射 1周

龄大鼠颈和上胸脊髓 s m 。 段 ( T ;

一 T
: )

,

以 剂量

率为2
.

2G对。 玩照射成年大鼠颈 18 o m段 ( T ,
~ T

: )
,

头和身体用 70 m 。铅屏蔽
。

实验通过观察大鼠 腿 部

不完全性麻痹和麻痹为指标
,

进行记分
,

20 。夭后处

死 1 周鼠
, 3 00 天处死成年鼠

,

进行组织学检查
,

确

定损伤程度 ( 详细的组织学损伤分析另文报道 )
。

结果
:

用 E D ; 。 ( 5 0%
e
f fe c t J、 。 d o : e

)即产生 5 0%

不完全性麻痹可能性的剂量为指标
,

在 单 次 照射

后
,

1 周龄大鼠的 E D : 。
值 是 l g

.

S G了 ( 1 8
.

7、 2 0
.

3

G了; 95 % C
.

I
.

)
,

成年大鼠的 E D
: :
为 Z i

.

OG了 ( 2 0
.

0

~ 2 2
.

0 G了; 9 5% C
.

I
.

)
,

两者有显著性差 异 ( P <

0
.

05 )
。

潜伏期也明显受鼠龄的影响
,

i 周龄大鼠

照射后潜伏期为 2 周
,

而成 年 鼠 为 8 个月
。

单次

照射与分次照射 ( 分 10 次
,

每天 2 次间隔10 小时 )

的E D : 。
不同

,

后者的E D : 。
为 4 8

.

3 G了 ( 村
.

4一5 2
. 。

G y ) ,

而且E D : 。

值随着分次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

此
汉 _

外
,
分次照射可增加不同鼠龄大鼠的这种差异

,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