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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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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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度最高处是包膜下断层组织
,

吸收剂量可

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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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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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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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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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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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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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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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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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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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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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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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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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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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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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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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