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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疏基类化合物对辐射增敏作用的影响

众所周知
,

含琉基 〔一 S H〕化合物如半胧

胺
,

W R
一

2 7 21 及 G S H 等均为抗放药
,

减轻辐

射损伤
,

因而其在肿瘤 内含量多少可能会影

响对肿瘤的放射效应
。

对此
,

上海放研所金一

尊
、

美国 R o 。 h e s t e r
肿瘤 研究 中心 R ie h a r d

-

so n
等在离体 V

7 ,

细胞与视 网膜细胞瘤细胞

培养和整体带瘤动物试验中
,

经用 G S H 合成

酶抑制剂丁胧亚磺酸亚胺 ( B S O ) 处理后
,

可

降低组织细胞 内琉基含量
,

并提高放射对细

胞的杀死效应
。

瑞典 R e ve z
给荷黑色素瘤小

鼠摄入 B SO 后
,

也降低了瘤内 G S H 含量
,

结

合放射可使小 鼠寿命延长一倍
。

但会议中也

提到 B s O 可使正常组织琉基下降产生毒性

的问题
,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

美
、

日
、

印度

学者试验 表 明
,

放疗病人 摄取 G S H
、

W R
-

2 7 21 等琉基化合物可降低正常组织辐射损

伤
,

减轻肿瘤患者的痛苦
,

他们主张研究放疗

中如何减轻射线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

改善病

人的生活质量也是需要解决的重要方面
。

三
、

其它作用机制

这部分的工作主要是各实验室结合其研

制的增敏剂进行 了作用机制的研究
。

现择其

要者简述如下
。

1
.

细胞膜的辐射防护机制

印度生命科学院研究了吩唾嗓
、

氯丙嚓

及异丙嗦等镇定剂对红细胞膜的辐射保护作

用
,

认为主要是通过抑制膜上的 C。 什释放而

保护了膜结 合乙酞胆碱醋酶 E 的活力不变
,

保护膜功能的完整性
,

从而改进了放疗作用
。

2
.

阻断细胞周期与辐射增敏作用

美国 M it 。 be ll 等在临床上对胸癌和卵巢

癌化疗有效的天然植物药 T a x ol 进行了作用

机制的研究
,

认为周期不同手的癌细胞对辐

射敏感性不同
,

T ax ol 可阻断不同周期的癌

细胞停止在对射线敏感的 G
:

/M 相
,

增强 了

辐射杀灭癌细胞的效果
。

3
.

多 聚 (腺 嚷岭 二 磷酸 核 糖 ) 〔oP ly

( A D P
一

ir b o s e )〕合成抑制与抑制两种类型的

潜在性致死损伤修复 (P L D R )

日本 U t su m i 和美国 lE ik n d 等最近研究

发现辐射 V
7 ,

细胞可引起快和慢两种类型的

P L D R
,

这在坪期和 对数期 V
7 ,

细胞 中均存

在
.

3
一

氨基苯 甲酞胺 ( 3
一
A B A )为 p ol y ( A D P

-

ir b os e) 合成抑制剂
.

照后细胞与 3
一

A B A 保温

可抑制两种 P L D R
。

低浓度 3一 A B A 能抑制慢

型 P L D R ;
而高浓度则可抑制快型 P L D R

。

他

们新合成的抑 制剂 p h t a lh y d r o z i d e
也抑 制

P L D R
.

因而多 聚腺嚎 岭二磷酸核糖的合成

对受照哺乳细胞的潜在性致死损伤修复起重

要作用
。

W R
一

2 7 2 1

上海医科大学种瘤医院 刘泰福

在第 8届国际癌症治疗的化学修饰剂会

议的第一天下午
,

非正式地召开了一次专题

讨论 W R
一 2 7 21 的会议

。

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加

者约 60 人
。

讨论内容为 W R
一
2 7 2 1( 又名

a m i
-

fo s t i n e , e t h i o f o s ,

Y M
一

0 5 3 1 0 )的现状和前景
。

Y u h a s
最先报道 W R

一

2 7 2 1能对正常组

织起保护 作用
,

而对肿瘤组织 的作用不 大

( 1 9 6 9年 )
。

虽然多年来在 W R
一

2 7 21 对正常组

织与肿瘤组织 的作 用差异上做了大量的工

作
,

但意见尚不一致
。

本 次讨论会对 W R
一

2 7 2 1从三个方面进

行了介绍和研讨
:

①正常组织的保护效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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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放射剂量的关系
;②总放射剂量与保护

效应的关系
;③对乏氧情况下的保护作用 ;④

临床试验的设计要求
。

从实验与临床应用来看
,

每次放射剂量

大于 ZG y 时才能显示出 W R
一

2 7 21 的保护作

用
。

在最近进行的直肠癌临床 l 期试验中
,

这

种情况又一次得到证实
。

在 w R
一

2 7 21 的作用下
,

总放射剂量是能

够提高 的
,

但是关键在于增大对肿瘤放射剂

量时
,

肿瘤本身是否受到 W R
一
2 7 2 1的保护作

用 ?讨论会上提出许多临床试验证明肿瘤未

受到保护
。

三桥等报道加 w R
` 2 7 2 1对子宫颈

癌患者放疗
,

长期随访的结果证实 W R 组的

5年生存率与单纯放疗组相似
。

但是
,

也发现

w R
一 2 7 21 对急性反应有效

,

而对慢性反应 的

保护作用不明显
。

相反
,

会上其他专家认为是

有效的
,

尤其对头颈部
。

W R
一

2 7 2 1以其作用特性
,

所产 生的保护

效应与氧效应可能有关
。

这在多次分割放射

治疗中
,

W R
一

2 7 2 1在这方面的保 护作用可能

更重要
。

临床试验中
.

主要毒性反应为呕吐及血

压下降
。

现在呕吐问题基本解决
,

注射 w R
-

2 7 2 1前 1小时应用灭吐灵或索发灵很有效
.

血

压下降者不超过 10 %
,

一般措施都能解决
。

W R
一

2 7 2 1的剂量目前定为 34 Om g /m
’ .

然而
,

日本代表在会议上所报道的剂量较低
,

只有

75 一 1 50 m g / m
才

.

所以日本作者报道的临床结

果 可能不符合实际效应
,

没 有反映 出 W R
-

2 7 21 的真
.

实作用
。

对今后的工作
,

与会者建议做更多的临

床随机组前瞻性试验
,

尤其对后期放射反应

及肿瘤控制要做长期随访
。

另外
,

发现 W R
-

2 7 2 1对抗癌药物如环磷酞胺和顺铂的全身反

应有防止作用
,

但对药物的抗癌作用没有影

响
。

C a S O
4

和 B a S O
4

热释光剂量学材料的最新进展

L a k s hm a n a n A R

过去的 20 年里
,

热释光剂量学在个人和

环境监测中的应用与它的竞争者 (如照像
,

辐

射发光
,

热激发外电子发射
,

热激发电流等 )

比较
,

处于领先地位
.

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

的
,

主要的是重复性
、

灵敏度
、

容易生产和 已

商品化且价格便宜
,

而对大规模的监测来讲
,

费用是很重要的
。

新的 T L 材料的研制和在

某些情况下对常规辐射剂量的测量导致需一

个短的监测周期
。

最近 已经进行了讨论
.

相对来讲由 Y a m as hi at 等研制的灵敏度

比 T L D
一

10 0高 3 0倍的 C a SO
; ,

D y (或 T m )的

制备方法是较简单的
。

其配方可在公开 的文

章中得到并且对于一些新手来讲也可以使

用
。

R a 。
等提出在结晶期间用 H

Z
S O

;

重复循

环的方法可以克服 H
Z
S O

、

蒸气引起的环境污

染和腐蚀的缺点
。

大规模生产 (每批 1千克 )具

有均匀 T L 灵敏度的 C a SO
` ,

D y 是较容易

的
,

并且有几个国家已开始采用此技术
。

我们

过去巧年来的经验表明
,

市场上可得到的分

析级原材料 C as O
; ·

ZH
:
O 按重量其杂质含

量低于 0
.

01 %
.

这种原料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

其理由是高浓度的 D y 或 T m 产生有意义的

T L
,

而大浓度 N a 杂质 l( 肠一 2 % ) 产生拌灭

作用
。

发现在第一次结晶期间 N a 已掺入了

约 3 0 % (即3 0 0~ 60 0 p p m )
.

尽管如此
,

完全相

信生产者的说明是不慎重的
,

因为据报道某

些生产者提供的 C a S O
` ·

ZH
Z

O 其接近 10 0℃

的低温峰很明显
,

这不仅增加了其衰退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