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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的函数
,

当 D 一 。 时
,

E = O
,

ZD 十俘D
,
表达式

给出的是泰勒级数中 D一 。 时的 E D 扩展式的

头两项
,

L Q (线性平方 )模型有用
,

是指对与通

常临床放疗应用的分次剂量相似剂量时
,

E 的

近似值不比泰勒级数头两项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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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3 受 x 射线照射 , G y 成龄和幼鼠造血系统的残留

损伤〔英〕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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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一 5 9~ 6 7

成龄鼠和幼鼠经 X 射线全身照射后
,

其造

血和基质细胞所形成的残 留损伤是不 同的
,

本

实验对成龄和幼 鼠造血干细胞的缺陷
,

成熟粒

细胞功能和基质细胞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

方法
: F

,

鼠 7 G y 一次全身照射
,

剂量率分

别为 1
.

05 G y /m 讯 和 O
。

87 G y /m 访
。

用 I夕钾u 。 法

分离淋 巴细胞
,

股骨和脾内细胞用 IM D M ( iG
-

b oc 。 )培养液制成悬液
。

C F U 一 S 按 iT n 法测

定
,

C F U 一 G M 和 B F U 一 E 的测定与 T 抓e r 。 相

同
。

评价造血微环境的长期骨髓培养 (L T BM C )

用 eD xt er 和 rG ee n

ber 。 方法
,

其上瘴鄙分刺
激细胞生长活性用 C F U 一 G M 评定

。

结果
:

成龄 鼠受照后 1个月
、
1年和 2 年

,

生

存率为 朽%
,

90 %和 5 0% ;幼鼠照后一个月为

90 %并维持一年
,

2 年为 80 %
,

受照幼鼠体重 明

显减少
。

受照成龄鼠第一年血细胞 比容和 白细

胞为对照组的 80 %
,

以后持续下降
,

幼鼠变化不

明显
。

照后第一年内
,

成龄鼠每根股骨有核细胞

数为对照组的 90 %
,

C F U 一 GM
,

B F U 一 E 出现

衰减
。

C F U 一 S 为对照组的 30 %
,

照后 2。个月
,

C F U 一 G M
,

B F U 一 E 恢复到对照组的 6 。%
.

幼

鼠股骨有核 细胞 为对照组的 80 %
,

C F U 一 S
,

B F U 一 E 一年内达到对照组的正常值
.

受照后

一个月
,

成龄鼠脾细胞为对照组的 7 0 %
,

造血千

细胞为正常的 3 0 %
.

幼鼠脾 内细胞为对然组的

60 %
,

一年后 每 ]
.

护 脾 细胞 中的 C F U 一 G M
,

B F u 一 E 和 c F u 一 s 与对照组类似
。

成熟细胞

的 O厂可反映干细胞恢复
,

受照后成龄和幼 鼠

的 0 厂生成明显升高
。

受照 鼠一年后
,

L T B M C

表明成龄鼠增殖池基质有 (5
.

1土 。
。

1) x l 。`

贴

壁细胞
,

幼鼠为 ( 7
.

6士 0
.

5 ) x 1 0` , 1 4 个月非照

射鼠为 〔8
.

3士 。
,

9) x l 。
` .

从 L T B M C 收集的粒

细胞
,

观察到受照成龄和幼 鼠的 O厂均高出对

照组的 2 ~ 3 倍
,

从受照鼠 L T B M C 收集的上清

液具有明显的 G M 一 C S F 活性
。

这表明经 7 G y

照射的成年鼠
,

其股骨和脾细胞生成的 C F U 一

S
,

C F U 一G M 和 B F U 一 E 持续性衰减
。

而受照

幼鼠却持续性恢复
,

一年后接近正常
。

受照成龄

鼠一年后
,

其 L T B M C 表明造血基质低于受照

的 幼 鼠
。

受 照 幼 鼠 和 成 龄 鼠的外 周 血 和

L T B M C 中收集的粒细胞
,

均 能生成较高水平

的 O厂
,

在 L T B M C 上清 液 中
,

有很强 的激活

C F U 一 G M 生成作用
。

(孙元明摘 蒋铁男佼 )

。` 4 局部或全身应用 1 6
,
1和 m 前列腺素 E

: ( P G E 2) 或

W R 一 2 7 2 1 ( w R 一 1 0 6` )对受局部照射小鼠脱毛的防护

作用〔英〕 /eG
n g L

, 二 / / I n , J R a d i a t B io l一
1 9 9 2

,

61 ( 4 )
.

一 5 3 3、 5 3 7

方法
:

麻醉下拔去 B 6D : F
*

雄性小鼠右胁腹

部及其周围的毛
,

导致毛生长初期
,

每组 6 只动

物用
’ ,℃ 5 7 射线局部照射 (剂量率 .1 3 G y / m i。 ,

剂量范围 2 0~ S O G y )
。

从毛生长初期的 10 一托

天
,

每天照射 4
.

o G y 或 4
.

石G y (5 天组 ) ; 从 5一

15 天
,

每夭 2
.

5
,

3
,

5 , 4
.

5 , 5
.

SG y ( 10 天组 ) ;
从 3

一 18 天
,

稼天 2
.

OG y ( 15 天组 )
。

照射前 l h
,

每只

小 鼠分 别 皮下 注 射 ] 。拜g P G E
:

或 u 一 6 2 840

( P G E :
的类似物 ) 或 8 0 9 w R 一 2 7 2 b 照射前

1 5m ilr
,

分别 局部应用 1印 9 P G E
:

或 。
.

3m g

W R 一 1 0 6 5
.

P G E
:

和 U 一 6 2 8 4。 用 之%乙醉和磷

酸盐缓 冲液作溶剂
,

w R 一 2 7 21 和 W R 一 1 0 6 5

则用 林 格 氏 液
.

照 后 3 周 活 杀 小 鼠 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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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照射皮肤
,

在固定液 ( 乙醇
。

甲醛
: 乙 酸

二 2 。 :
2

:
1 )中固定

.

剪短再生毛
,

用照相术测

量两个 4
,

42 。 。 x 4 .4 2m m 的毛数
.

重复实验一

次
,

绘制再生毛数与照射剂量的关系图
.

结果
:

w R一 2 7 21
,

P G E
: ,

U 一 6 2 8 4 0 全身给

药时
,
5 天组 ( 4

.

昭 y 和 嘎
.

S G卯动物的毛基本上

均完全再生长
,

溶剂组的动物
,

毛再生长分别只

有正常动物 的 7。%和 4 0环
.

功 夭组 2
.

S G y 的

均完全再生长
,

溶剂组为正常的 70 % ; 3
·

S G y 的

只有给 w 牙 一 2咒 1 的动物毛完全再生长
,

而

P心E
: ,

u 一 6 2 8 4 及溶剂组 毛再 生长率分别 为

9 0%
, 了8写及 5 0% ; 婆

.

SG y 照射组毛再生 长率
:

WR 一 2 72 1 为 71 %
,
争G E

:

为 6 1%
,
U 一 6 2 8 4 0

为 5 2%
,

而照射对照组为 40 %
。

当 W R 一 1 0 6 5

和 P G E : 局部给药时 (3
,

S G y ,

10 天 )
,

毛再生长

率均为正常对照的 77 %
,

而给溶剂的照射组毛

再生长率为未照射正常动物的 6。%
·

4
.

SG y 照

射后
,

皮下给 W R 一 1 0 6 5
,

毛再生长率为正常对

照 的 4 8 %
,

P G E
:

为 4 1 %
,

溶剂 组 为 3 0 %
;

5
.

SG y 照射组分别给这两种防护药
,

毛再生 长

率均为 2 6写
,

而溶剂组为正 常对照的 12 %
.

15

天 ZG y 照射
,

两种防护剂毛再生长为正常动物

的 8 4 %
,

溶剂组则为 韶 写
.

总之
,

全身给 W R 一

2 7 .21 防护效果最好
,

局部用药两种防护剂效果

基本相同
,

全身用药效果优于局部用药
。

卖验认为
,

这些化合物的临床应用
,

可以保

护放射治疗照射野内的毛囊和其它组织
。

(何庆加 孙世镇摘 李美佳校 )

内 3%
,

剂铡率 12c G刃m in )
,

全身一次照射分别

为 。一 75 c0 匕, 和 。一 1 5

呱
y

,

照前 30 分钟腹腔

注射 W R , 27 21 40 o m g /k g 于生理盐水中
。

每

组用 5或 创个脾脏通过不锈钢网 ( 2 0。 目 )创备

细胞悬液
,

担10 , 1 “ 一 M E M 培养基洗一次
·

然

后在 s耐 墙养基中旋转再混悬
,

分别加至两支

含 有 3翩 婉始 t 。 。魄
。 。
的 1 5 0 1 试 管 中

,

室 温

魂0 0 9 离心 如 m i。 ,

收巢每组单核细胞并用培养

基洗 3 次
,

最后用 10 % F豁 的
。 一M E M 培养基

愁。 夏再混息
,

稀释至要求的细胞数
。

上述细胞悬

液在改 良的培养体系中培养
,

取两份 。
.

; 。 ; 加

到 9 6 微孔板的孔 中
,

加喂食细胞
,

用
` 。

伪 光子

照 射 S OG酬
,

在 有 或 无 6 一 T G 选 择培 养 基

(2
·

5潍 / ml
’

)的微孔板孔内
,
微孔板置于含 5%

c 。 :

和 95叱空气的湿气体中
, 3了℃培养 12 一场

天
,

用倒置显微镜测定阳性集落
。

结果
:

朱照射对照小鼠自发突变率为 ( .8 8

士 .2 9 ) X l p
一 ’

( SE ), 受 15 c0 G y 中子和 7 5 c0 G y

, 射线照列的小 鼠突变分别增加至 (7
.

1士 2
,

9 )

火 1 0 一 5
( S E一) 和 (9

,

3 士 6
,

6) X I O一
“
( S E )

,

W R 一

2 7 2 1 对中子和 了射线的抗突变作用的防护系数

分别为 1
.

4一士 0
,

3 (S E ) 和 2
.

4士 0
.

8 (S E )
.

实验结果表明
,

W R 一 2 7 2 1 是有效的杭突

变药
,

在免赓放射或化学治疗诱发正常细胞 的
基因损伤方面

,

氨基硫醇化合物可用于临床
,

不

仅能增进愉疗
,

而且显著减少放化疗引起的致

突变和癌变
。

一 (何庆加 孙世镇摘 李美佳校 )

沉 5 w R一拚 2 1 对受中子和 丫射线照射小鼠扰突变作

用 〔英 ) /施
t的 k a y … / / I o t J R a d ia t B i o l

一
19 92

,
6 1

( 3 )
.

一 38 7内 3孕2

用 6一疏基鸟嗦岭 (6 一 T G )为选择培养基
,

于照后 5 6 天检查 B 6C F :
小鼠脾脏 T 淋巴细胞

次黄嘿吟转磷酸核糖基酶 ( H P R T )位点的突

变
,

琳观察辐射防护药 w R 一 2 7 21 的抗突变作

用
。

方法
:

雄性小鼠用
` 。

C。 丫 射 线 (剂量 率

46
.

7c G y / m in )或中子 (0
.

85 M e V
,

7 射线约含 2

。6 6 一种新一的乏氧细胞辐射增敏剂
R K 一 2 : 在肿瘤内

的药代动力学〔英〕 /蕊
,
ia K … / / Int R a d诬a , 。 n c ol 启101

P ,
、
押

二

一 1 0 9创
,
2 4 ( 5 )一

。 5。一 。6 3

R K 一邻 是日本研制的新的乏氧细胞增敏

林 魏进州澎床试验
,

它是 “ 一硝基咪哇核曹类

似物
,

对神经系统毒性较低
。

实验对手术中放疗

(犯盯 )时肿瘤内 R K 一 2 8 的药代动力学作了

详细研究
。 一

对 1 6 例胰腺癌病人和 1 例胆囊癌病人进

行研究
。

在病人的肿瘤 内或静脉内滴注 获K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