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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
、

仲肌反射减弱 ( 47 % )及疼痛 ( 47% )
。

整个臂

丛神经受累为 71 %
,

限于上 臂丛 为 29 %
,

下 臂丛 为

O%
.

最后指出
,

当每次剂是加大
,

臂丛 神经易损伤
,

因而以每次城 ZG y 为宜
。

加化疗则增强放射损害
.

较

年轻患者的周围神经更易遭损伤
。

认为 R B P 主要为

弥漫性报害
.

R B P 的潜伏期仅少数提 示为 2 ~ 5个

月
,

但也有报告为 10 个月 一 6年者
,

但本组的研究结

果尚未建立
。

(赵德明摘 洪元康校 )

细胞体积和介质限定体积 )
、

特异性结合非均匀分布

对细胞活存特征的影响
.

将结果与前人计算结果进行 比较和分析
,

认为

模型清晰地揭示出活存曲线的斜率是细胞体积份额

f
。

和源在细胞表面衰变份额的函数
; 。
粒子击中事件

不服从 泊松分布的放射源分布照射细胞也可以得到

非线性活存曲线
。

模型最初应用于放射性标记抗体

的体外研究结果表明
,

理论计算与测量结果符合较

好
。

研究所得参数对
。
粒子相关的放射生物学实验

的设计有指导作用
.

(李玮博摘 郑文忠 王功鹏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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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模型研究了均匀和非均匀分布在细胞

周围发射
。
粒子的放射性免疫结合物的能量沉积分

布
,

计算了细胞核的能量沉积谱
,

并将其用于估算简

单的生物学模型细胞活存份额
.

实验运 用 M o nt
e 一C ar lo 模拟技术

,

假设放射源

按三种几何形式分布
,

并用其相对比例表征
:

①在介

质中均匀地分布
;

②在细胞表面结合分布 ;③在细胞

浆中均 匀地分布
。

考 虑到 能量沉积 的涨落
,

利用

Roe cs h 提出的 内照射微剂 量学理论
,

模拟计算细胞

核的 比能谱 f ( : )
。

用下述生物学模型依据每个细胞

归一的比能分布估算细胞活存份额
.

通常
,

细胞群体

受到平均吸收剂量 D 照射后的 活存份额 S 为
:

S =
e x p 〔

一

D /D
。

]

式中
:
D

。

是使细胞存活 。
.

37 的平均剂量
。

上式是在
Q

粒子击中细胞核的事件服从泊松分布条件下从活存

一剂量关系经验拟合得 到的
,

而放射性标记抗体呈

非均匀分布
,

击中事件不服从泊松分布
,

故对上式须

进行修正
。

假设
:

细胞体积
、

形状
、

质量
、

放射敏感性

相 同
.

单个细胞是独立的放射生物学个体
,

即单个细

胞受到损伤不影响相邻的细胞
,

得到单个细胞受到

比能 iZ 照射的活存概率 S 为
:

5 1= e x p 〔
一

2 1/ Z
。

〕

式中
:
Z 。
是使细胞活存概率降为。

.

37 的比能值
.

数 学

上
,

可以用 D
。

和 Z
。

表 示出细胞活存份额 S
:

S = e x p〔
一
D / D

。

] ~ (一/N )
·

乏N i
·
e x p〔

一

Z
:
/ Z

。

]

式 中
:

N 是受照 细胞总数
; N 是受到 比能 Z `

照射的

细胞数
.

利用上述方法和模型计算了
” ,

A t 和
” ’ iB 源

不同结合分布方式条件下细胞 活存特征
;
并 且研究

了细胞核大小
、

抗体和细胞膜特异性结合
、

细胞体积

份额 f
:

( f
。
二 N V

,

/V
. ,

N 是细胞总数
.

v
。

和 V
,

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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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夭竺葵和蔷薇植物花瓣中提取花色素
,

并研

究其对中国仓鼠成纤维细胞和蚕豆苗增生细胞辐射

遗传损伤及对受照小鼠的辐射防护作用
。

花色素经葡聚糖凝胶 H
一

20 色谱分析
,

其化学结

构为天竺葵试元
一
3

,

5
一

二葡萄糖昔
.

所有实验都用 X

线 照射
,

剂量 2
.

0一 1 5G y
,

剂量率为 4 7e G y /m in
.

照射

中国仓鼠成纤维细胞前 30 分钟和照射后即刻
,

在培

养基中加入花色素最终浓度为 3 x 加刊 m ol / L
.

照后

2 4小时检测细胞微核率
:

对照组 l oG y 和 15 G y 照射
,

微核率分别为 47 % 士 3%和 75 写士 4写 ; 相应实验组

照前给药
,

微核率仅为 2 % 士 。
.

2写和 2
.

5肠士 。
.

2%
,

相当于非照射正常细胞微核率 (2 纬士 。
.

2% )
.

1 5G y

照射后给色素
,

微核率降至 5
.

2% 士 0
.

5% ;牟独给色

素
,

微核率为 2 %士 。
.

3%
.

蚕豆苗 2
.

SG y 照射前 30 分

钟
,

在生长液中加色素浓度也是 3 x l o
一 `

m ol / L
.

照射

后 7小时制标本测定后期分裂相中染色体片断重复

数 /细胞
,

照射对照组为 。
.

94 士 0
.

0 9 /细胞
,

照前给色

素降至。
,

36 士 0
.

04 /细胞
,

正常和单纯给色素组各为

.0 02 士 。
·

0 1 /细胞
`

和 。
.

05 士 。
.

04 /细胞
,

显然对植物

细胞的保护作用要低于 哺乳类细胞作用
.

小白鼠不

同剂量 (3 ~ g G .)) 照射前腹腔注射色素 s o m g / k g
,

对

照组注射等容积的生理盐水
,

观察照射后 30 夭的存

活率
.

色素对照射小鼠的剂盘降低系数为 1
.

7
.

综上所述
,

天然色素在相当低的浓度下即可对

中国仓鼠成纤维细胞辐射遗传损伤有很强的防护作

用
,

无论照前或照后给色素
,

染色体几乎没有损伤
。

相对来说
,

其对植物细胞保护作用较弱
。

整体动物实

验是在 完全无毒剂量下进行
,

因为把所给剂量提高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