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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剂量 l m g k/ 9M A O 抑制剂合用不改变其

防护效果
,

但和 i o m g / k g P a r
gy l i n 。 ( 5 1拜m o l /

k g )或 c lo r
盯 l in e ( 3 2胖m o l / k g )合用明显增加其

防护 效果
,

分别为 43 % 士 8%和 60 % 士 9 %
,

而

M A O B 抑制剂 eD p er n y l 对苯肾上腺素的防护

效果没有影响
。

结果指出
:

M A O 抑制剂不但不降低苯烃胺

的防护效果
,

相反 Par gy il en 可提高小剂量 O 一

甲基酪胺 的防护效果
。

同时 aP
r g沙 en

,

特别是

lC or gy h en 可提高苯 肾上腺素的防护效果
,

后者

的效应是前者的 2一 3倍
。

而 M A O B 抑制剂 D e -

rP en 妙对防护效果无影 响
。

体内酪胺和苯肾上

腺素等代谢主要通过 M A O A
.

本结果支持辐射

防护作用机理的受体理论
。

(宋永良摘 )

0 8 6 由社造影剂引起脊髓发育不良病人的整

体病理分析 〔英〕 /G r a h a m S J… // H e a l t h p h y s一

1 9 9 2
,

6 3 ( 1 )一 2 0 ~ 2 6

钦造影剂 (胶质二氧化针 )含有 232 T h
,

注射

后 由肝
、

脾
、

淋巴结和骨髓中的吞噬细胞吸收并

无限期地保留下来
,

使这些组织受到持续的局

部照射
。

某 72 岁高加索女性于 1 9 5 3年接受二氧化社

颈动脉注射
,

死亡后作尸解研究
· 。

死因是大量胃

出血伴有全血细胞减少
,

进而引起难治性贫血

症和过度消瘦 (脊髓发育不 良综合征 )
。

尸检在病人死后两小时内开始
,

对有关组

织进行称量
、

记录
、

保存后供显微镜分析
。

病人

巨噬细胞内特有的金黄色颗粒状折光物质内牡

的含量是利用电子显微镜和宽谱 X 射线进行分

析
。

据报道
,

有 10 %注射牡造影剂作血管造影

的病人继发胶质二氧化牡肉芽瘤
。

这也说明了

为什么肉芽瘤部位在右颈椎体和邻近食道的肌

肉中
。

另外
,

若涉及到颈部交感神经节
,

便会发

现 H or n o r
综合征

。

经鉴定
,

辐射可引起肝组织病灶 区的肝 细

胞发育不 良和其他先兆损害如肝细胞 的癌变

等
。

注射牡造影剂还会引起明显的脾萎缩
、

结疤

钙化以及针造影剂沉积
。

此外
,

髓外红细胞生成

作用和 G a m an
一
G a
dn y 体的发现也是本研究的

突出特点
.

髓外造血通常视为与骨髓衰退有关

的一种代偿性反应
.

研究还发现淋巴结的胶质二氧化牡沉积物

集中于隔下淋巴结
,

这一现象尚未见报道
.

与以

往报道相符合的是
,

牡造影剂沉积最多的淋巴

结在肝脾附近
。

根据法
一

美
一

英联合组织提供的形态学标准
,

脊髓发育不 良综合征可分为五种
,

本病属于其

中的 R A E 13 病
。

本病例表现为三个血系的机能

失调— 坏死红细胞生成
、

坏死颗粒形成和坏

死巨核细胞形成
。

此 R A EB 病例在临床上伴有

明显的贫皿症
、

血小板减少症和胃肠道 出血而

导致致死性胃出血
.

(王明辉摘 金益和校 )

08 7 肝中沉积社的微区分布和微小剂量测定

〔英〕 / D a g l。
:

G E… // H ea l t h P h y s 一 2 9 9 2
,

6 5 ( z )一

4 1~ 4 5

病人 是一名 72 岁女姓
,

由颈动脉注射约

25 m l 社造影剂后 36 年死亡
,

取其死亡时肝样本

固定于 10写中性缓冲剂福尔马林中
,

作常规处

理
、

石蜡包埋
,

随机选择八个 5肛m 厚肝切片
,

用

I
,
fo dr K

S

乳剂浸泡后
,

用苏木精和曙红染色
,

自动射线照相检查
。
径迹的活性分布

。

牡及其

子 体衰 变一 次 产生的
。
粒 子平 均 能量为

5
.

ZM e V (简略为 d is in t )
,

检测
二

粒子径迹的显

微镜最大分辨率为 2拼m
,

几何计数效率为。
.

3 1
,

取肝组织密度为 1
.

05
,

受照组织的质量和受照

剂量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

组织块质最 ~ 亘鱼业少坚道遮竺亘业卫哩组竺生卫
1 0 0 0”训 3

, 刀依l一 ,

剂量率 二 一一
~

二丝迹
’
过一 ’

}( .3 2d3 晌 .t 径迹
一 1 ) (5

.

ZM少
·

成痴 : 一 协

〔组织块质量 ( g )〕 ( `
.

2 4 x l o , M少
·

J二 , z (J
·

g 二石万歹获子
, )

上述八个样本经脱水
、

干燥后
,

在扫描电子

显微镜中用反散射成像术分析其中重金属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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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其中牡的确定是通过能谱仪测其反散射电

子
。

结果表明
,

在死亡时随机选择的肝组织切

片的总
。

粒子活性为 33
,

7孰
·

g
一 ` 。

其中
。
放射

性活度最高处是包膜下断层组织
,

吸收剂量可

达 4
.

s cG y
·

d
一 ’ ,

门静脉附近为 1
·

4c G y
·

d
一 ’ ,

肝索

为。
.

0 9c G y
·

d
一 ’ `

而且发现在受针造影剂照射的

患者中
,

胆管肿瘤的发生率与肝门静脉附近的

受照剂量有关
。

另外
,

还证实了反散射术对肝脏

标本中牡的鉴定非常有用
.

研究显示
,

胆管比肝素 中肝细胞接受高得

多的剂量照射
,

这也许就是牡造影剂诱导的胆

管癌比肝细胞癌发生率高的原因
。

(王明辉摘 金益和校 )

危险度 R R 为 1
.

7( 可信度 9 5几
。 二 特别是小细胞

癌和鳞状细胞癌尤其符合上述倾向
。

对整体肺癌组而言
.

R R 几乎与累积氛照射

量呈线性相关
,

大致室 内氛浓度每增加 K B q
甲

nI
一 ’ ,

R R 增加 15 %
.

本调查还对癌组织学类型
、

年龄
、

抽烟
、

明

矾页岩混凝土等影响因素作了探讨
.

揭示 了室

内氧照射对肺癌病因学的作用
.

特别对较年青

组的居民而言这种作用较显著
。

(钱庭荣摘 金益和校 )

。88 瑞典居民的氮照射最和妇女肺癌的关系

〔英〕 / P o sr h ag
e n G … / /H ea 抚h P h”

, 一

1 9 9 2
,

63

( 2 )一 1 7 9一 1 8 6

为了调查瑞典斯德哥尔摩妇女肺癌发病率

和她们所受室内氛照射量之间的关系
,

随机抽

出 2 1。名患原发性肺癌和支气管癌的妇女
,
209

名年龄相似的对照组妇女和 1沮所对照医院
。

对

8 6%的调查对象询问了她们的抽烟习愤
、

抽烟

量
、

饮食和居住方式等内容
。

测定了 1 5 7 3间居民

住房内氛气浓度
。

复浓度测定采用了
。 径迹法

(占 8 5
.

1% )与热释光法 ( 14
。

9% )
。

在放置探测

器的同时
,

进行住房类型
、

房龄
、

建材
、

通风情况

和居住时间等资料的调查
。

1 5 73间住房室内氧水平大致呈对数正态分

布
,

数学平均值和几何均值分别 为 1 2 .7 7Bq’

二
一 ’
和 96

.

。鞠
·

rn
一 ’ .

室内氧浓度与建筑材料和居住类型有关
。

氛浓度最高的是由明矾页岩混凝土建成的和处

于底层的房间
。

不同的氰照射量和肺癌危险度

之间的关系采用对数回归分析计算
。

不同组织

类型的肺癌危险度与室内氛浓度的时间加权平

均值有关
。

氛浓度范围按不同照射量分成 75
,

1 10 和 1 50 B q
·

二
一 3

.

对于整体肺癌而言
,

危险度

随氛照射量的增加而增加
。

在最高照射组相关

08 9 日本男性成人每天从食物中摄人川 U
.

’ 3 ,

T h 的 量 〔英〕 / S h i r a i , h i K
。 二 / /H ae i t h Ph y s一

1分9 2
,

6 3 ( 2 )一 1 8 7~ 1 9 1

人体每天从自然界食物中摄取放射性物质

铀和牡
。

根据中子活化分析
,

日本几个城市水源

中
忿“ U 的含量为 9 X I犷

’ g / L
。

有文献曾提到过

日本人每天铀的摄入量
,

但这些数据对 日本人

来说不具代表性
,

牡摄入量的数据几乎完全没

有
。

本文介绍了 日本男性成人的
’ 林 T h 和 ’ ” U

的日摄入量
。

食物样品是从日本南北方的 31 个

地区采集的
,

每份食物复制品取两份平行样
。

每

份样品由一个采样点的五个男性成人的膳食总

和组成
。

全部食物样品通过干燥灰化
,

并用浓硝

酸和高氯酸混合硝化
。

残渣用含镑的 10 %硝酸

溶解 (秘用作内部标准 )
。 : 北 T h 和

’ 韶 U 同位素用

CI P
一

M S 分析
,

每个样品测量三次
。

从能个样品

分析得出
’ 3 ,

T h 的日摄入量为。
.

41 士 0
.

2 1拌g /每

人
,

范围为。
.

1 5~ 1
,

2拜g /每人
, ’ 3吕

U 日摄入量均

值为 0
.

71 士 .0 31 拜g /每人
,

范围为 .0 24 ~ 1
·

5拜g /

每人
。

考虑到 日摄入量的地区性和季节性差别
,

采样点分别设置在 日本的六个自然划分区
,

每

年分冬夏两次采样
。

每个地区 日摄量几何均值

和数学均值几乎相同
。

东西部地区
、

内地和沿海

的铀
、

牡 日摄入量不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别
。

夏季和冬季的铀
、

钦 日摄入量全 日本平均值和

东部地区以及内地之间有着统计学意义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