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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
、

仲肌反射减弱 (47% )及疼痛 (47% )
。

整个臂

丛神经受累为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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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天然色素类制剂辐射防护 作用研究 (俄 )/

A x m a八 , e
o A X … // P a皿。 0 6 ,

以
。。 : 一 1 9 9 3

,

3 3 ( 3 )一

4 3 3 ee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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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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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

动物不 出现任何毒副 作用
,

因此
,

从细胞到整体

动物水平同时证明了天然色素的辐射防护作用
。

(宋永良摘 )

亚 飒能 使 5 5m g / k g 硫氮草酮 的存活率由 44 %升至

1 0 0纬
.

由此可见钙拮抗剂具有低毒的辐射防护作

用
。

(张 俊摘 宋永良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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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钙拮抗剂在 C 3H
,

B A L B C/
,

C S了B I / 6
,

N M RI 和 M A G 等小鼠的不 同给药 ;途径
、

不 同给 药

时间及与其它辐射防护剂合用的辐射防护特征
。

实验采用相 当于小鼠 L D
。 。

一半的药物剂量来

测试其辐射防护 活性
. `”

C。 了射线 照射
,

剂量率 为

.0 g G y / m in
,

照射剂量一般为 L D
、。 。 .

实 验 表 明雌雄性 C 3 H 小 鼠受 照 10
.

o G y 或

10
.

SG
y 前 10 分钟或 30 分 钟

,

腹腔 注 射 硫 氮革酮

1 1 Om g k/ g 具有辐射防护作用
,

照前 10 分钟或 3 。分钟

注射硫氮草酮对小鼠 30 天存活率无差异
,

但照前 l加

分钟用药存活率显著降低
。

雄性 C 3 H 小鼠照前功分

钟或 30 分钟 口服 110 二 g k/ g 硫氮草酮
,

存活率分别 为

以% 和 53 写
,

雌鼠防护作用不明显
,

55 m g / k g 硫氮草

酮皮下给药仍有活性
,

在 B A L B / C
,

C 邪 B l 6/ 和 N M
-

RI 小鼠给予 1 1 o m g / k g 硫氮草酥出现与 3C H 小鼠

相似的辐射防护作用
,

但 55 m g k/ g 则无效
,

在 M A G

小鼠未发现其防护作用
。

受照 1 0
.

SG y 前
,

腹腔注射硝苯毗吮或尼群地平

的雌性 C 3H 小 鼠存活率增 加
。

作为溶媒 乙醇未发现

有明显的防护作用
。

给予硝苯毗咙的 C 3H 小鼠接受

9
.

7 5G y 照射时的存活率为 83 %
,

但其溶媒和相应量

乙醉存活率为 61 %和 28 %
.

在同样条件下
,

尼莫地平

10 。写存活明显高于其溶媒的存活率 ( 61 写 )和相应

量乙醉的存活率 (3 9% )
。

而异搏停和氟苯桂哮则无

辐射防护活性
.

实验发现
,

单独使用 5尽m g k/ g 硫氮草

酮 存活率为 44 %
,

当 与 s m g k/ g 或 10 m g 瓜g 天 门冬

氨酸锌合用存活率达 75 写和 92 纬
.

27
.

5m g / kg 的硫

氮草酮的存活率为 17 纬
,

与 15 或 l o m g k/ g 天门冬氨

酸锌合用存活率达 50 %和 58 %
.

二种钙拮抗剂合用

较少出现协同作用
.

实脸发现 55 m g压 g 硫氮革酮与

.0 37 5m g压 g 硝 苯 毗 咤 合 用 存 活率 升 至 83 %
,

27
.

s m g瓜g 硫氮草酮与 。
.

7 5m g k/ g 硝苯毗咤合用

其存活率为 50 %
,

S Om g k/ g 尼群地平能使 15 m g八 g

天门冬氨酸锌存活率由。升至 100 %
,

硫氮草酮
、

尼群

地平和硝苯毗陡与 W R 一 27 2 1合用无协 同效 应
.

2
.

s m l/ kg 二甲基亚矾与 .3 4或 .6 s m g / k g 硫氮草酮

合用
,

其辐射防护作用明显增强 ; .1 25 m g / k g 二甲基

10 9 在城市废水 处理淤 泥 中发现 37I C
。
热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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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美 国橡树岭国立实验室废水处理车间内

放射性核素的去向
,

从初级沉淀池和厌氧消化池间

输送管道中收集 1升初级处理淤泥样 品
,

直接放入烧

杯中
,

间断取样 25 天
,

样 品用纯锗 (1 G )探测器计数
。

分析发现
” ,

C s
活度 比其它值约 高 2个数量级

,

并将

它称为
“

热微粒
” .

为分离出放射性热微粒
,

将样 品反复分割并测

定每一部分的” ,
C s ,

其结果表 明只存在一个
“

热微

粒
” 。

为 确定
` ” C

、
活度

,

将容器置于 IG 探测器正上

方 1米处进行计数
,

并与 已知活度 的” ,
C 。
点源作比

较
,

测出值为 l
·

98 士 .0 14 kB q ( .al )
。

第二次分析
,

其值

为 1
.

7 9 士 o
·

o 6 3 k B q ,

微粒 的加权平均值为 1
.

8 2 土

0
.

0 5 7 k B q
.

下分析表 明不存在高能 母辐射源 (即
’ “

rS
一 , “

Y )
,

但该技术对低能 p 活性不敏感
,

大量高能 p活性出

现在热微粒产生的康普顿连续谱上
。

在 热微粒产生

的康普顿连续谱 (谱道 。一 3 7 2) 中
,

有 400 鞠 或更多

的
’ 。

rS
一 ’ 。

Y 计数由
` , ,

sC 其它因素相互作用所致
,

小

于 4 0 0B q 的日活性可从康普顿连续谱的各种变化中

分辨出来
.

该放射性热微粒不是一个聚合体
,

呈圆柱形
,

直

径约 5 0尸m
,

厚 2 0尸m
,

密度 2
.

2 9
·

m l
一 ’ ,

估计质量为

0
.

0 4户 g
,

与 s x l o
, 。
B q

·

g
一 ’
的” ,

C
s
浓度相当

。

在早期监测期间
,

从处理装置的厌氧消化池内

收集的 3
.

5升淤泥样品中
,

发现含有22 。加
·

L
一 ’
的高

浓度
`。
c
。 ,

后经研究表明存在一个
“

热微粒
” ,

但从未

完全分离出来并加以核实
。

至今
,

上述的监测方案已检验了 150 个厌氧消化

淤泥样品和 2。。个初级
、

次级处理废水样品
,

尚未发

现其它放射性微粒
。

由于国家法律规定工厂排放放

射性废水前必须用 0
.

4 5拌m 的过滤器过滤
,

因此这种

分离的微粒可能是过滤后产生的
。

〔林 洁摘 宋振铎 蔡体凯校 )

1 1 0 室内空气中
2 , o

P b 的初步研究〔英〕 /F is e n
en 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