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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仁首次观察到
,

生前曾在子宫内受到放射诊断

辐照的儿童患白血病的危险度升高一倍
,

尤其是当

胎龄为 6~ 9 个月时的受照者
。

后来
.

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证实了 S et w ar t 早先的发现
,

尽管危险度的升

高不那么大
。

M ac M ah
o n 调查了美国东北部医院里 出生的

儿童
,

发现他们患 白血病的危险度升高 40 %
.

在对

三个国家儿童白血病调查资料中
,

G ar ha m 等人也观

察到类似情况
。

然而
,

广岛
、

长崎原子弹爆炸时
,

在子

宫内受辐照的 日本儿童却无患白血病危险度升高的

报道 针对这个差别
,

有人提出宫内时受医学放射诊

断辐照的儿童患 白血病危险度的明显升高
,

是被选

择做骨盆测 t 的妇女 的某些因素造成的
,

并不是由

于受辐照
。

但是
,

最近对孪生姐妹的产儿进行的调

查
,

也观察到子宫内受过 X 射线照射的儿童患白血

病的比例升高
。

在这项调查中
,

有选择性的母体因素

的影响应该是很小的
.

最近有人从早先的调研资料中观察到
,

由于放

射科技术的改善
,

胎儿受照剂童已减少
,

儿童患白血

病的危险度也呈平行下降
。

因而
,

这一 问题的原因虽

未确实肯定
,

人们还是慎重地认为
:

于子宫内受照的

胎儿对辐射致癌效应较为敏感
。

最近规定的危险度

系数是 2 x 10
一

3

超额肿瘤性死亡 0/
.

I G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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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未知是否怀了孕的妇女特定的剂盆限值
。

( 阎效珊摘 )

。0 4 N C R P 和 I C R P 关于胚胎和胎儿的防护建议

〔英〕/ M
e ihn o l d C B // H e 公 t h P h y s 一 1 9 9 3

,
6 4 ( 6 ) ( S

u -

P l l )一 5 4

N C R卫 (美国 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 ) 1 9 9 3年建议

书和 I C R P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 1 9 9 0 年建议书均

较详细地论及胚胎和胎儿的防护 间题
.

其生物学依

据主要是 日本原爆幸存者的资料
.

O at ke 和 cS h ul l 观察 了智力迟钝
、

智商减低与

荆 t 的相互关系
。

对于这些以及其它先天畸形
,

联合

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
,

美国电离辐射效应委

员会
、

N C R P 和 I C R P 都进行了广泛的复查
。

当年 日

本原子弹爆炸时
,

于子宫内受照后幸存下来长成成

人的人们中
,

肿瘤发生率增多的证据正在不断地积

累
。

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为制定辐射防护实 际导提供

了依据
。

N C R P 建议 以 。
.

s m s v/ 月作为胎儿受照剂

童限值
。

cI R P 建议胎儿受照剂童限值为
:

在母亲整

个妊振期间
,

胎儿所受的外照射为 l m s
v ,

内照射为

l m vs
.

N C R P 和 I C R P 均撤梢了它们以前所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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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制定了估算胚胎和胎儿受种种有职业意义

的放射性核素内照射剂 t 的方法
.

考虑到胚胎和胎

儿出生前几何尺寸和代谢动力学的不断变化
,

计算

了妊娠期每个月母体转运隔室 (血液 )每进入 3 7k 助

( 1拜ic )活度对胚胎 (或胎儿 )的剂量换算参数
.

就辐

射防护而言
,

胚胎 (或胎儿 )的受照剂盆靠母亲 的年

摄入 t 限值 ( A L I )间接控制
。

例如当存在职业性照

射时就必须能表明对胚胎和胎儿的剂盆不会超过

0
.

s m vs (5 o mr
e m )

。

为便于做到这点
,

计算了母亲每

摄入 1 个 A LI 的放射性核素对胚胎 (或胎儿 ) 所形

成的剂量
,

以及母亲摄人 A L I 的几分之几才能使胚

胎 (或胎儿 )受的剂量为 。
.

s m s
v ,

不仅计算了母亲在

不同妊期一次摄入 (吸入或食入 )后的
,

而且计算了

母亲慢性摄入时的
,

以及母体怀孕前已有体负荷情

况下的
。

慢性摄入是以一系列的小量摄入 (每次为

1 / g A LI
,

均在妊期中每 30 天的开始时摄入 )模拟

之
。

母血中单位活度对胚胎 (或胎儿 )形成的剂量用

转移系数 f t

加以校正
,

以得出母亲每摄入或吸入单

位活度所形成的剂童
.

母亲怀孕前体负荷的 /摸拟是

在怀孕开始时摄入该核素
.

研究结果相当于 8
.

36 号

管理导则的建议值勺 % A L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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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测定室内氛对健康危害程度 的新方

法
,

它包括收集能沉积在人体呼 吸道气管支气管区

间的氛子体技术和测 量方法
.

环境中氮的危害程度不仅取决于氛和氛子体的

浓度
,

而且取决于室内含氛气溶胶粒子的大小
.

氧的

子代原子很容易附着在这些气溶胶上
,

这些来 自室

外和 室内的气溶胶粒子的大小
,

通常在 。
.

5~ 至数

微米范围内
。

它们在鼻和气管支气管区间的沉积特

点与拉子大小密切相关
,

较小的 ( < 10n m )和较大的

( > 1严m )粒子沉积较多
.

沉积在肺中的氛大都是附

着在直径介于 Z n m ~ 20 n m 的粒子上
。

这项工作的目

的是建立一个测云含 氛子体气溶胶中可吸入部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