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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钟后进行 IO R T
.

静脉内给药组
,

起始

R K 一 乙8 的剂量为 。
.

嘎g /。 , ,

以后可增至 2 9 /

。 气 肿瘤内给药组
,

注射剂量为 。
。

5 9
。

照射前后

及一些病例手术结束前
,

迅速取得血液和肿瘤

标本
。

血滑和肿瘤匀浆内的待测物用甲醉提取
,

用逆相高效液相分析
;

分析证嵘 R翼 一 貂 在血清和肿瘤中存在几

种代谢物
。

对 扦 例病人中的 功 例进行药代动

力学研究发现
:

静脉内注射 R K一 之8似
.

6 9 /。
名

)

后 功 分钟
,

血清中浓度约为 了即 g /。 轰
,

而静脉

内注射后 4 5 分钟
,

肿瘤内浓度仅为 貂
.

2拌 g /

。 需 ;
肿瘤内注射

,

在 IO R T 后 (注射后 3 。~ 功 分

钟 ) 肿 瘤 内药 物 浓 度 范 围 为 1 2 3 1” g / g ~

92 9 2拜g / g
,

而血清中的浓度则 为 4
。

1一 9
.

8沪烤 /

。 1
.

结果显示 肿瘤内注射 比静脉内注射效果

好
,

可使药物在肿瘤内浓度比血清内的浓度高

许多倍
。

提示肿瘤内 R K 一貂 给药可达到较高

的辐射增敏性
,

而产生的副作用较低
。

静脉内或

肿瘤内给 R K 一 2 8 后
,

病人并无不 良反应出现
。

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肿瘤内给药可提高乏氧细

胞辐射增敏剂的效果
。

将 IO R T 和肿瘤内 R K 一 2 8 给药相结合
,

可能是一种新的可行的治疗方法
,

尤其是对无

远处转移的晚期肿瘤病人
。

(严敏芬摘 丁 立 金一尊校 )

k g )
,

对照小鼠给予无菌生理盐水
。

测定硫辛酸

和双氢硫辛酸对小鼠的毒性
。

观察受 6~ 1 2G y

照射小鼠 30 天内的活存率
、

内源法及外源法测

定脾结节生成单位
,

以评价其防护效果
。

用改良

的 E Um二 操作法测定血液和肝匀浆中的琉蓬

浓度
。

硫辛酸和双氢硫辛酸对 C D Z F : 雄性小鼠的

毒性
,

L D
。 :

分别为 3 1 90 9 / k g 和 2 17 0 9 / kg
,

非

致死剂量分别在 罗 5 0 9 / k g 和 1 5。。 g / k g 以下
。

硫辛酸对受照小鼠的防护效果
: L D

5 0/ , 。

的 D R F

(剂量减低系数 )为 1
,

26
;
内源性脾结节数从对

照的 0
.

7 5士 0
.

5 个 /脾增加到 8
.

9 土 1
.

6 个 /脾
,

每个脾的 10 个脾结节生成单位水平上的 D R F

为 1
.

5 ;
外源性脾结节测定获得 D

。

值从对照的
0

.

81 士 。
,

0 1 G y 增加到 1
.

0 9 士 0
.

01 G y
,
D R F 为

1
·

3 4 士 0
.

01
.

双氢硫辛酸既不能增加受照小鼠

的活存数
,

也不能增加脾结节生成单位数
,

故没

有辐射防护作用
。

琉基浓度降低的速率
,

血液中

的 T 。 :

(7
.

9心士 0
.

2 3m i n >明显 比肝匀浆 ( 41
.

3土

2
.

Z nr i。 )的快
。

实验结 果表明
,

硫辛酸能够保护造血干细
胞免受电禽辐射介导 的自由基 损伤

,

但双氢硫

辛酸则无辐射防护作用
,

其可能原因是 它到达

靶细胞之前
,

迅速地被代谢或即刻与血清蛋 白

结合而被消除的缘故
`

(何庆加 孙世镇摘 宋水 良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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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辛酸是亲脂性抗氧化剂
,

参与许多酶的

反应
,

临床上用于治疗覃类和金属 中毒
.

它对自

由基介导的撅伤有防护效果
,

但能否使小 鼠造

血组织免受电离辐射介导的自由基损伤? 对此

进行了观察
。

C D ZF
,

雄性小鼠用 的
伽 7 射线照射

,

硫辛酸

和双氢硫辛酸用前即刻溶解于 1。 。蓝/ L 碳酸氢

钠溶液中
,

并用无散生理盐水稀 释至需要的浓

度
, p H 为 7

.

4 ,

照射前 30 m玩 腹腔注射 。
。

2 5m i

(硫辛 酸为 Zo o m g k/ ￡ ,

双氢硫辛酸为 100 m g /

肠8 烷化剂作用后
,

人卵巢肿瘤活组织检麦中细胞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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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体研究 中
,

发现对烷化剂和铂化合物

的抗性是和谷跳甘耽 ( G SH )
、

谷脆甘肤依赖酶

的含量增加有关
.

本实验研究临床上烷化剂抗

性和 G SH
、

谷胧甘 肤 S 一转移酶 ( G S T )含量增

加的关系
。

从 4 2 名绝经病人 中收集 5 3 个卵巢活检标

本
,

其中 7 个是囊肿或炎症
,

2 3 个为未经抬疗的

怒性卵巢肿瘤
,

另 2 3个是已经治疗的恶性卵巢

肿瘤
。

对实体肿瘤和腹水作不同处理得 P B S 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