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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疗中的化学修饰剂研究及进展

上海医科大学放射医学研 究所 金一草

第八届国际癌症治疗的化学修饰剂会议

于 1 9 9 3年 6 月 16 日至 1 9日在 日本京都召

开
,

由日本营原 努S( u g ha ar a T )教授担任主

席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
、

美国
、

英国
、

俄罗

斯
、

印度
、

日本等 20 介国家共 2 47 名代表
。

大

会特邀报告三篇
,

分别 由英国 A da m s G E 报

告题为寻找细胞和组织特异性的生物还原药

物
; 日本 K o b a y hs i H 报告癌症的转移及其预

防 ; 意大利 Fe rr ar i M 报告电子顺磁共振谱

及顺磁特征图像在
“

整体试验
”
中的研究

。

会

议分 7 个专题共 1 78 篇论文进行交流
,

我国

学者共有 15 篇研究论文分别在 5 个专题中

进行报告
。

7 个专题的内容按报告时间顺序

排列如下
: 1

.

化学增敏和放射增敏及生物

化学的调节
,

共 25 篇
;
卜 生物还原细胞毒

素
:

作用机理和肿瘤的响应
,

共 26 篇
; 哥

.

琉

基的调节与防护作用
,

共 17 篇
; VI

.

肿瘤氧

的控制与其生理学
,

共 25 篇
; v ,

癌症治疗

多模式 ( m
u l t im o d a l i t y ) 的基础 研 究

,

共 1 7

篇 ; v
:

癌症治疗多模式 的临床研究
,

共 17

篇
; vl

.

放射增敏 剂
:

作用机理 及肿瘤 的响

应
,

共 25 篇
; 姐

.

增敏和 防护作用的实验和

临床试验
,

共 26 篇
。

在正式会议以前
,

有一个关于化疗和放

疗期间选择性细胞防护作用的卫星会议
,

由

W
a s s e rm a n T 和 T s u k a g o s h i S 担任主席

,

主

要讨 论 A m iof s t in e
即 W R

一 2 7 2 1 在化疗 (烷

化剂和顺铂类化疗药物 )和放疗时对正常组

织的保护作用
。

自 19 7 7 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第一届国际

癌症治疗的化学修饰剂会议以来
,

已分别于

1 9 7 9 年
、

19 8 1 年
、

19 8 3 年
, 、

19 8 5 年
、

1 9 8 8 年

和 1 9 9 。 年在美
、

英
、

法等国召开过国际会议
,

这次在 日本召开的第八届会议
,

在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方面均超过前几届
,

这次会议的特

点是由放射增敏为主的研究走向多功能作用

(放射增敏
、

化学增敏
、

热增敏
、

光增敏等 )的

研究
;
从亲电子性的硝基咪哇类化合物的研

究发展至具有不同生物活性特别是生物还原

毒性物的其他类型化合物的研究
,

此外在作

用机理及研究手段方面也有新进展
。

下面将

介绍几类主要化学修饰剂的研究进展
。

一
、

硝基咪哇类化合物

这类化合物 中
,

最早研究的 M SI O 以及

随 后研 究 的 S R
一

2 5 0 8
,

R
。 0 3

一

8 7 9 9 和 R SU
-

1 0 6 9
,

在这次会上报道很少
,

而 R S U
一

1 0 6 9 的

衍生物 R B
一

6 1 4 5 则有较多的介绍
。

1
.

R B
一 6 14 5

R B
一

6 1 4 5 的化学名为 2
一

滇 乙基氨基
一

2
-

硝基咪哇
,

毒性小
,

有放射增敏和生物还原作

用
。

由于其 N 一

侧链上的 各碳原子有不对称中

心
,

因此它有两种对映体形式
,

结构式见后
。

实验表 明
,

R 型的 P D
一

14 4 8 72 (或 R B
-

9 2 0 4 2X ) 的副反应比 S 型的 P D
一

14 4 8 7 1 (或

称 R B
一 9 2 0 4 3 X ) 小

。

这三种化合物对 S C C 姐

瘤的作用
,

在与 Z oG y X 线照射合并应用时

效果较好 ( 比单纯 Z oG y X 线照射时存活分

数低 )
,

而且两种对映体均优于 R B
一 6 145

.

实

验 还 表 明
,

R B
一

6 14 5 对 人 体肿瘤细 胞 (人

A 5 4 9 腺癌细胞 )的毒性小于啮齿动物的肿瘤

细胞 (K H T / i v )
,

其细胞毒性因子 ( C y t o t o x i e
-

i t y F a e t o r ,

C F )分别 为 9 和 1 8
.

当 R B
一
6 1 4 5

与 4
一

轻 基过 氧环磷酞胺 ( 4
一

O O H
一

C P ) 合用

时
,

作 用可提 高 1
.

5 倍到 1
.

7 倍
;
与 C CN U

合用
,

使 R B
一

6 1 4 5对 A 5 4 9 细胞的杀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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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P D 一 14 4 3 7 2

增加近 2 倍
.

与 R B
一

9 2 0 4 2 X 合用
,

则抗癌作

用亦有类似的增加
,

提示这种生物还原剂将

有临床应用前景
.

据悉
,

今年 4 月份 已开始进

行 R B
一

6 1 4 5 的临床研究
。

2
.

K U
一

2 2 8 5

K U
一

2 2 8 5 是 2
一

硝基咪哇的 N 一

侧链被
一

CH
:
C F : CO N H (e H

:
)

2
0 H 取代的衍生物

,

日

本京都大学报告了这类化合物对乏氧细胞的

放射增敏作用和药代动力学的研究
,

结果见

表 1
。

从表中的结果看出
,

k u
一

2 2 8 5 具有较好

的离体和整体放射增敏作用
。

其它的研究结

果还表明
,

K U
一

2 2 8 5 对一 次或分次照射的

SC C 皿瘤具有再氧合的作用
.

1 00 m g k/ g 的

K U
一 2 2 8 5 在 1 2G y 一次照射前 3 o m in 腹腔注

射
,

其乏氧率的变化如下
,

对照为 10 %
,

用药

组 6 h 时为 2 5% ; 1 2 h 为 3 2% ; 2 4 h 为 2 4% ;

7 2 h 为 7
.

6%
.

分次照射 ( S G y x 3 )时
,

在最后

一次 照射后 h6
,

对照与用药组为 33 %
,

2 4 h

时
,

用药组为 12 % (对照组为 13 % )
,

说明在

低剂量照射 时
,

K U
一 2 2 8 5 的再氧合作用不甚

显著
.

药代动力学的研究结果
,

K U
一

2 2 8 5 的

生物半衰期比 S R
一 2 5 0 8 短

。

3
.

K IN
一 8 0 4

这是一种新的硝基咪哇类化合物
,

其化

学分子结构为
:

表 1
.

K U
一

类乏叙细胞增敏剂的离体与整体放射增敏活性

化合物

一

CH 诬C F
z

CO N H (CH : )
一

O H

N 数
P 值

E l / 2

(V )
离体 S E R 整体 S E R

1
.

6 3 ( 0
.

0 4 ) 1
.

2 7 ( 0
.

0 8 )

1
,

58 ( 0
.

0 3 ) 1
.

2 9 ( 0
.

0 9 )

,主4八
甘n甘一.几,上

一一K U
一
3 2 0 5 0

.

0 5 8

K U
一
3 2 0 6 0

.

18

K U
一

2 285 0
.

2 5 一 0
.

9 6 1
.

7 7 ( 0
.

0 4 ) l
。

35 ( 0
.

0 37 )

K U
一
3 2 0 2 0

.

3 2 一 Q
.

9 6 1
.

8 ? ( 0
.

0 6 ) 1 9 ( 0
.

0 4 )

K U
一
3 2 0 7 0

.

5 1 一 0
.

9 7 1
.

8 1 ( 0
.

10 )
.

1 9 ( 0
.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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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4

由 日本大阪和京都大学联合研究表明
,

它具

有较好的放射增敏作用
.

用离体微核分析法

测出 K IN
一
8 0 4 在用药剂量为 0

.

1
,

0
.

2 5
,

1 和

sm m o
l / L 时的 S E R 分别为 1

.

4 5 , 1
.

6 1
,

2
.

5 7

和 4
.

2 2 ( SC C 姐细胞 )
, l m m o l / L 时对 EM T

6

的 S E R 为 1
.

9 6 ; 用染色体畸变测定 l m m ol /

L 时的 S E R 为 1
.

78
; 用整体

一

离体集落法 测

定浓度为 5 0
,

10 0 和 Z o om g / k g 时 K IN
一
8 0 4

的 SE R 分别为 1
.

24
,

1
.

30 和 1
.

45 ;用生长延

缓时间观察
,

在 z’0 G y 时浓度为 1 00
,

2 00 m g /

k g 的 K IN
一
8 0 4 之延缓时间为 16

.

5 和 19
.

1

天 (单纯 Z oG y 照射组为 8
.

2 天 )
。

K I N
一
8 0 4 的急性毒性试验结果显示

,

其

毒性 小 于 M si O
,

L Ds o/ ,

在 腹腔 注 射 时 为

.3 6 9 k/ .g 药代动力学研究表明
,

在药物注射

后 巧m ni
,

血浆中浓度为 18 3m g / L ; 注射后

1 5
, 3。

,

45 m ni
,

肿瘤组织 中的药物浓度分别为

81
,

79 和 “ m g / k g ; 脑 组 织 的浓度则低 于

Z om g / k g
.

研究者认为
,

K IN
一
5 6 4 具有临床应

用前景
。

4
.

R P
一
3 4 3

R P
一 3 4 3 是 日本近期研究的又一种 2

一

硝

基咪哇衍生物
,

全 名为 卜 (1
` ,

3,
,

4’
一

三经基
-

2’
一

丁 氧基 ) 甲基
一 2一硝基咪哇

,

其 毒性 小 于

R P
一

1 7 0 和 S R
一

2 5 0 8
,

具有放射增敏作 用
,

结

果见下表
。

表 2
.

三种 2
一

硝墓咪哇类化合物的物理
、

化学及生物学特性

化合物 结构 M W E l / Z P

离体

S E R
mmo l

砂
g

住射剂 t

八 g m mo l/ k g

整体 SE R

整体
一

T G T T C D “

离体法 法 法

L D s o , i -

( g / k g )

: 0钾CHHC
:O H

CH * OH

2 4 7
一
0
。

29 7 0
。

0 3 5 7 0 1 0 0 0
.

4 0 1
.

4 0 1
.

33 1
.

36 > 7`
.

0

RP
一
1 7 0

SR
一
25 0 8

CH : OCH (CH zOH ) : 2 1 7
一
0

.

29 0 0
.

0 6 8

CH : CO NH CH
:
CH : O H 2 1 4

一
0

.

2 9 7 0
.

0 4 0

1
.

7 2

1
.

72

10 0 0
.

4 6 1
.

42 1
.

44 1
.

41 4
.

3

1 0 0 0
.

4 7 1
.

40 1
.

35 1
.

38 4
.

8

注
:
1

.

所有增敏荆均用静脉注射
.

2
.

切
“ ,1’ 为一次静脉注射后在 14天内小鼠死亡 5。%所孺药物浓度

.

从表中不难看出
,

R P
一 3 43 的毒性大大小

于 R P
一

1 7 0和 S R
一

2 5 0 8
,

这是 由
.

于 R P
一 3 4 3在

脑组织中的浓度较低
,

在 5% LDs
。

剂量时
,

R P
一
3 4 3

、

R P
一

1 70和 S R
一
2 5 0 8的 S E R 分别为

1
·

6 6
,

1
·

5 9和 1
·

5 6
,

R p
一 3 4 3的增敏效应大于

后两者
,

它 们的治疗危险度分别为 0
.

0 2 2
,

0
.

0 3 3和 0
.

0 3 6 ,

因此认为 R P
一

3 4 3是一种新的

可供临床静脉注射的乏氧细胞增敏剂
。

二
、

氮氧化合物

这类研究以美国 St a n f or d 大学的 S R
-

4 2 3 3 及 其 类 似 物为 代 表
。

SR
一
4 2 3 3 又 名

W i n 5 9 o 7 5或 T ir a p a z a m in 。 ,

因其分子内有两
l

个 ~ N ~ O 基因
,

所以有明显的生物还原毒

性作用
。

但英国 M R C R a d io b io lo g y U n i t

的研究表明
,

具有一个 一

击
一。 基因的化合

物 ( 如 R B
一 9 0 7 40) 也 有相 当的 活性

。

英 国
B r a d f。 r。 大学研究认为

,

, 旨肪链上的一
鑫

-

O 也同样有生物还原活性 (如 A Q 4N )
,

而且

其乏氧状况下的毒性大于有氧状况
,

前者的

IC
, 。

为 1拌m
,

后者为 2 0拼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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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S R
一

4 23 3 离子即成为有氧情况下 S R
一 43 3 2的毒性原

这是一种生物还原抗癌剂
,

对乏氧细胞 因
。

英国 G ar y 实验室用四种 人体肿瘤细胞

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

其主要原因是乏氧状况 进行离体实验的结果亦表明了 SR
一 4 2 3 3具有

下在某些酶
,

例如细胞色素 P
一

45 0和 N A D P H 较好的放射增敏与化学增敏作用
。

细胞色素 P
一

4 5 0还原酶的作用下
,

通过单 电 在对 S R
一

4 2 3 3衍生物 的研究 中发现
,

3
-

子还原
,

将 SR
一

4 2 3 3成为具有细胞毒性 的 自 N H
:

被烷基取代而得到的 3
一

烷基
一

1
,

2
,

4
一

苯三

由基 F( R )
,

导致 D N A 的损伤
,

双链断裂
。

由 哇
一

1
,

4
一

氮氧基
,

能降低全身毒性
,

改善水溶

于氧分子的存在
,

可使其迅速氧化成原来母 性
,

且具有抗肿瘤的活性
,

结果见表 .3

体化合物同时产生超氧阴离子
,

这种超氧阴

表 3
.

S R
一
4 2 3 3及其衍生物的各种特性

S R

N O
.

溶解度
R m m o

l / L

( 0
.

9% N
a
C I )

lo g P 值

( p H 7
.

4缓冲液 )

E l / 2

(M V )

相对乏氧

毒性率

乏氧细胞

毒性率

最大耐受剂盆

( m m o
l / k g )

RUO咬
UO八O甘八乙O甘,山

.

…
ùU, 1CUI人7730112100

4 2 3 3

4 7 1 8

4 8 9 5

4 8 9 8

N H

M
e

1 3
.

5 0

艺3
.

8 0

2 0 2 0

1 1
.

7 0

一 0 3 2

一 0
.

2 2

+ 0
.

2 8

+ 0
.

8 2

一 3 3 2

一 2 5 3

一 2 8 5

一 2 8 2

1 0 0

0
,

3 3

0
.

6 0

0
.

5 0

香̀rEP

S R
一

4 2 3 3 已进行 临床 I
、

l 期试 验
。

用

B a bl / c 小鼠进行毒性和药代动力学 的研究
,

结果表 明
,

用 93 ~ 1 07 m g k/ g 范围内的剂量
,

在一次静脉注射后 30 秒钟
.

有 15 %一 20 %出

现毒性反应
,

3一 8天后发生死亡
.

其 L D I 。
一

9 8
.

4m g / k g
; L D 。。

~ 1 0 1m g / k g ; L D , 。
=

10 4 m g / k g
.

在 SR
一

4 2 3 3的临床 I 期试验 中
,

观察了

三组成人晚期恶性肿瘤患者
,

第一组患者在

照射期间多次给药 (每次 9 ~ 20 m g / m
’ ,

总剂

量为 90 ~ 25 2m g / m
之
)

,

第二组患者在 照后 一

次给药 ( 2 5 ~ 2 9 3m g / m
,
)

,

第三组是在没有照

射情况下一次给药 ( 36 一 2 5Om g l/ n Z
)

。

观察结

果发现
,

多次给药或一次给药组均发生肌 肉

痉挛
,

特别是下肢
,

随后发展至手及 躯干
,

但

血液和生化检查未发现异常
,

电解质
、

镁
、

钙

水平没有明显的变化
.

因此认为 S R
一 4 2 3 3用

后虽发生肌痉挛
,

但患者能够忍受
。

2
.

R B
一

9 07 4 0

R B
一

9 0 74 0是一种新的生物还 原细胞 毒

性药物
,

其化学结构式为
:

R B
一

9 0 7 4 0

用不同的哺乳动物细胞系进行离体实验

研究
,

结果列于表 4
.

表 4
.

R B
一
9 0 7 4。对各种细胞系的毒性研究

化化合物物 细胞系 Cos (空气从
·
(氮气左气 /氮气气

mmmmm nl o l / L 二、 0 1几 毒性比比

RRR B
一
9 0 7 4 000 K H T 0

.

9 0
。

1 1 8
.

222

RRR B
一
9 0 7 4 000 H T 2 9 1

.

2 0
.

0 7 1 7
.

111

RRR B
一
9 0 7 4 000 H 4 6 0 2

.

8 0
.

1 5 1 8
.

777

RRR B
一

9 0 7 4 000 H 3 22 1
.

3 0
.

3 7 3
.

555

RRR B
一

9 0 7 4 000 A 5 4夕 2
.

6 0
.

1 8 1 4
.

444

RRR B
一

9 0 7 4 000 M D A 4 6 8 1
.

3 0
.

0 7 1 8
,

666

RRR B
一

9 0 7 4 000 V 7 9 0
.

8 0
.

0 5 1 6
.

000

RRR B
一
9 2 8 1 6

...

V 7 9 0
.

4 0
.

4 1
.

000

, R B
一
9 2 8 1 6是 R B

一
9 0 7 4 0完全还原的衍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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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5
.

用荷 KH T 或 RF I
一 l的雄性 C

,
H 小鼠进

行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得 出
,

R B
一
9 0 74。的 tl/

: “

二 3m i n
, t , /:

p~ zZ om i n
,

其血液中的浓度随时

间呈直线下降
,

但在肿瘤体内则能维持较长

时间
,

在用药后 24 h 仍可检出
,

而此 时在血液

中已检测不到
,

这说明 R B
一
9 0 7 4 0有选择性地

积蓄于肿瘤组织的作用
。

三
、

醒类化合物

化学结构与自力霉素 C 相类似的 E 09
,

是酿类化合物
,

它能通过抑制 D T
一

硫 辛酞胺

脱氢酶 ( D T
一
d ia p h o r a s e )而产生生物活性

,

其

化学结构为
:

; E o g

D T
一

硫辛酞胺脱氢酶是一个重要的生物

活性物
,

在双电子还原过程 中起作用
,

而这种

还原过程不被 O
:

所逆转
。

由于不同细胞系中

这种酶的含量不 同
,

因此 E 09 的作用亦有 明

显差 别
。

例如人结 肠癌 H T 29 细胞内 D T
一

硫

辛酞胺脱氢酶的含 量较高 ( 21 5 n4 m ol /m ni /

m g )
,

而 B E 细胞系列 由于 N Q 01 基因突变而

使这种酶的活性没有检测 出来
,

所以 E 09 对

H T 29 细胞的生物还原活性十分明显
。

分子水

平的研究表示
,

E 09 可引起 D N A 的内部交联

和链断裂
,

其平均交联率为 0
.

3 0 8 / 1。
,

道尔顿

D N A
,

链裂率为 2
.

6 0 / 1。
,

道尔顿 D N A
.

目前
,

E 09 已在欧洲进人临床 I 期试验
。

四
、

硝基三哇类化合物

这类化合物 中
,

研 究最多 的是 日本 的

A K
一

2 1 2 3
,

在这次 会议中
,

除了介绍实验性研

究工作外
,

还较多地报道了其临床试验结果
。

A K
一
2 1 2 3是一种亲电性的放射增敏剂

,

具有明显的放射增敏作用
,

近期研究还表舫

它有较好的化学增敏和热增敏作用
。

日本 H or i Y 报告
,

用小鼠白血病细胞系

实验
,

证实 A K
一
2 1 2 3具有直接杀灭癌细胞的

作用
,

对 L
一
1 2 1 0

,

P
一
3 8 8和 M

一
1 0细胞的 IC

5 0

分 别 为 1 0 0滩 / l o m l
,

1 0 0拜g / l om l 和 4 0拜g /

m l
。

当 A K
一
2 1 2 3与阿霉素合用时

,

对细胞的

杀灭作用则大大增加
,

因此认为 A K
一

2 1 2 3也

是一种化学增敏剂
。

A K
一

2 1 2 3的热增敏效应由天津肿瘤研究

所报道
,

用荷 M A 73 7的 T A n 小鼠进行实验

性研究
,

以肿瘤生长时间 (T G T )作为观察指

标
。

结果表明
,

加热 ( 42
.

5℃加热 6 o m in) 合并

肿瘤内注射 15 m g /鼠的 A K
一

21 23
,

则 T G T 由

对 照组 的 7
.

45 土 1
.

85 夭 增加至 16
.

3 士 2
.

55

天
,

有较显著的热增敏作用 (单纯加热治疗组

的 T G T 为 1 3
.

90 士 2
.

4 5天 )
。

日本学者用 A K
一

21 23 进行了各种实验性

治疗方法的研究
,

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

结果见表 5和表 6
.

表 5
.

A K
一
2 1 2 3合并应用后对肿瘤双倍时间

及荷瘤小鼠存活率的影响

实验组次 mG T (夭 ) 平均存活夭数

实验 1
.

对照组 1 4
.

0 6 2
.

6土 1 2
.

9

单纯 H T 2 0
.

2 67
.

1士 4
.

4

A K
一

2 1 2 3十H T 2 6
.

2 7 4 9士 13
.

8

照射 ( 1 5G y ) 32
.

2 82
.

6士 1 3
.

8

A K
一
2 1 2 3+ 照射 3 7

.

7 8 9
.

0士 2 4
.

5

实验 2
.

对照组 玲
.

6 6 7
、

5士 12
.

1

单纯
e
D DP 2 0

,

7 68
.

9土 8
.

0

A K
一

21 2 3+
e D DP 23

.

8 7 2
.

2士 1 1
.

8

单纯 H T 26
.

6 70
.

6士 1 2
.

8

A K
一

2 1 2 3十H T 34
.

4 82
.

7士 1 9
.

1

e
DD P十H T 33

.

1 72
.

5 + 1 7
.

7

A K
一

2 12 3+ C DDP + HT 3 6
.

7 8 8
,

3士 2 7
.

5

一
. . . ` ` . ~ . 侧. . . ~ . .

注
:
1

.

实验用荷 M M 46 瘤的 12 周龄 C 3H /He 雌性

小鼠

2
.

A K
一

2 1 2 3腹腔注射 Z o o m g 八 g 多次 (实验 2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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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一次 )

3
.

H T 为局部加热 ( 4 3℃
,

3 0 nt 龟。 )

4
.

c D D P 腹腔注射 1
.

s m g / k g

表 6 A K
一
2 1 2 3对加热化学治疗的作用

实验组次
肿 瘤 生 长

延缓天数

P t ( 3m g瓜 g ) 2 2

A K
一
2 1 2 3 + P

.

( 1
·

sm g /k g ) 3 0

L H T (局部热疗 4 3℃
,

6 0m in ) 3
.

5

P
.

( 1
·

sm g /k g ) + L H T 2 5

A K
一
2 2 2 3 + P

.

( 1
·

sm g /k g ) + L H T 4 5

A K
一

21 2 3 无

上述两表说 明
,

当 A K
一

2 1 2 3与化疗药物

及局部加热合并时
,

其效果最好
。

A K
一

2 1 2 3的临床试验结果大部分由我国

学者报告
,

药代动力学的研究
,

其血浆中药物

浓 度 在 1
,

2
,

6
,

9
,

12和 2 4h 分 别 为 2 0
.

2 6
,

2 7
.

7 5
,

2 5
.

0 8
,

1 5
.

1 5 , 1 1
.

9 2和 1 1
.

0 5拌g /m l
,

其

吸收
、

分布和排出的 T
, z: a ,

T l z Z丘和 T
; , 2

日分别

为 1
.

0 8 6 3
,

2
.

7 5 4 6和 3 5
.

2 0 6 4 h
,

总的分布体积

V
d

为 6 9
.

8 4 6 2 L
.

l右床上已对多种晚期癌症患者进行了试

验
,

如肺癌
、

结肠癌
、

子宫颈癌
,

鼻咽癌和食管

癌等
,

当放疗和化疗合并应用 A K
一

2 12 3时
,

均

显示一定的增敏效应
.

除上述介绍的放射增敏剂和生物还原活

性物以外
,

尚有其他增敏效应显著的化合物
,

如硝基苯类化合物
,

氮芥类衍生物
,

C M 以及

B SO 等
,

因篇幅有限
,

不一一累述
。

通过化学

修饰剂如 BW 1 2C
、

BW 58 9C 和苯麟哒嚓
,

调

节血红蛋 白携带氧的能力
,

造成组织进一步

乏氧
,

以提高药物对乏氧细胞的选择性作用
,

仍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
;
光动力学疗法 P( h 。 -

t o d y n a m i。 T h e r a p y ,

P D T ) 合并 生物还原药

物是一条新的提高疗效的途径
; 顺磁特征图

像在整体生物效应研究中的应用将促进放射

增敏及生物还原药物作用机理及生物学 的研

究
。

这些内容均引起广泛的注视
。

第九届国际癌症治疗中的化学修饰剂会

议将于 1 9 9 5年 8月在英国牛津召开
,

主席为

A d a m s G E
。

坐孙嗽价嗽夕嘴
,

吸价嗽脚以夕麟砰嗽户嗽脚成脚吸脚以砰以砰嗽砰嗽户成夕以夕哄脚哄笋以笋嗽价嘴
护

嗽价以夕节·

简讯
·

以毒攻毒— 用辐射治疗辐射实验动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

,

宇宙体辐射安全实验科研中心的科研人员受到

外科及妇科使用紫外线照射法的启发
,

开始探素以辐射抗辐射的方法
。

科研人员从试验家鼠体内取出少量血液
,

分别用。
.

05
,

0
.

3和 0
.

SG y 的剂量照射
,

然后再把血液输回家鼠体内
。
1天或 10 天后

,

用致死剂量 ( g G y )的射线同时照射血液

经过处理的家鼠及对照组家鼠
,

结果
,

对照组家鼠的死亡率高达 90 %
,

而血液经照射

的家鼠死亡 仅为 10 %至 60 %
.

经反复实验后发现
,

用 。
.

3G y 剂量照射 1昼夜的抗辐射

效果最佳
。

科研人员认为
,

第一次照射时引起溶于血浆中的各种复杂蛋 白变形及细胞膜的

破裂
。

衰变物质和变形蛋白输回动物体内时
,

起了警报作用
,

机体开始加紧合成新蛋

白和细胞 以弥补受到的伤害
。

所以当机体受到第 2次照射时
,

尽管剂量加犬
,

但机体有

了准备
,

有了新合成的蛋白及新的血细胞
。

正因为如此
,

不少动物才幸免于死
。

体内即可
.

不过
,

从动物试验到实际应用于人还有很大距离
。

这种提高机体抗辐射能力的方法十分简便
,

只需把抽出的血液带着试管照射
,

然

翻派d协口派̀渝目派̀派̀协̀派̀派讨铆讨水̀渝礴协̀派国沛̀派̀派d渝日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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