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学
·

放射 医学核医学分册 1 9 9 4年第 18 卷第】期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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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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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效珊摘 )

对那些未知是否怀了孕的妇女特定的剂盆限值
。

( 阎效珊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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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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阎效珊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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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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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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从而取得吸入室 内氧的肺剂址
。

研究结果是采用专门设计的金属丝筛状滤膜
,

模拟粒子在鼻腔和气管支气管的沉积特征
,

用对能

量分辨力高的探测 器分析氧子体 ” . P 。 和 ” `
P。 衰变

时放出的
a
拉子

,

然后直接测鱼那些能够沉积在该

环境中人体气管支气管区间的
a

粒子
。

用典型的室

内气溶胶粒径分布的气溶胶
,

对收集在探测器微孔

滤膜上的总活度与沉积在金属丝筛状滤膜上的活度

作了对比
。

该仪器具有即刻 (整个时间 < 10 m in) 探测

典型住宅和办公室内氛水平 (0
.

0 37 ~ 。
.

1 5加 / L )所

需的灵敏度和性能
。

(阎效珊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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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的放射性同位素是常规动力反应堆废然料的
a

放射活度的重要成份
,

这些放射性核素经各种途

径 (包括呼吸 )进入人体后 均有危害
。

为研究大鼠吸

入2’4 C m 后 的剂量
一

效应关系
,

使大鼠分别吸入 7 个

水平的川 C m : O :

气溶胶
,

测定了初始肺负荷 ( IL B )
.

F 3 4 4 / C
r

l 大鼠
,

8 4 日龄
,

共 1 2 8 3 只 (雄 6 3 7
,

雌

6 4 6 )
,

吸入
’ ` 4

C m : 0 :

一次
。

各组大鼠的 I L B 为 0
.

0 7 4

~ 54 kB
q

,

肺终生
a
剂量的组内平均值为 0

.

0 13 一 1
.

6 G y
,

对照组大 鼠为假吸
。

每只大鼠死后均经 X 光照

相和解剖
。

除吸入量最多的两组大鼠 (其活存期显著

缩短 )外
,

肺良性和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均随剂量增加

而增加
。

除肺之外
,

肝和骨吸收的
。
剂量也不少

。

有

些大 鼠发生了肝原发性肿瘤
,

但其发生率与剂量无

关
。

骨肿瘤发生率的升高仅见于骨吸收剂量较高的

大鼠
。

肺剂量为 1 0k G y 的死于肺肿瘤的大鼠
,

其超

额数介于 8 6 0 士 4 9 0 (当剂盆为 0
.

4 2 G y 时 )和 1 1 0 士

18 (当剂量为 34 G y 时 )
.

吸入量最低组与吸入 t 最

高组的危险度系数均不可靠
,

因为这些计算值的标

准误均很大
。

(阎效珊摘 )

鼠作组织病理学比较
。

只吸入铀矿尘的大鼠每天暴露 18 小时
,

每周 4

天
,

约 15 个月
.

染尘大 鼠与伪染尘大鼠于起始暴露

后 6
、

提
、

18 个月时各杀 6 只
,

其余大鼠终生正常饲

养
,

对其中 75 只染尘鼠和 42 只 伪染尘对照 鼠进行

了检查
。

对 自然死亡鼠或活杀鼠均进行了解剖
,

对

鼻
、

喉
、

气管
、

肺
、

纵肠淋巴结
、

肾和所有观察到的损

伤进行了组织病理学检查
,

仅在肺中矿尘沉积处有

轻度至中度的间质反应和蛋白质沉着
.

在吸入矿尘

大鼠的鼻
、

喉
、

气管
、

肾中未观察到 与铀矿尘吸入有

关的损伤
,

也没观察到呼吸道肿瘤
.

没有肺肿瘤和增

生性上皮撅伤说明棍合吸入氛子体和铀矿尘的致癌

作用与矿尘关系很小
。

(阎效珊摘 )

00 9 杯和招在职业性吸人人员软组织中的相对浓

度 〔英 ) /M
e

l
nor

y PJ … // H e a
l t h P h y s 一 1 9 9 3

,

6 4 ( 6 )

( s u P ll )一 5 5 4

对几名志愿捐献者尸体解剖取得的软组织进行

T ” . p u , ” , + ’ ` o P u 和
’ ` , A m 含 t 测定

.

将各软组织 (皋

丸
、

甲状腺
、

脾
、

肾
、

胰
、

心脏
、

骨胳肌 ) 中这三种核素

的浓度与同一人员肝中的浓度进行了比较
.

肝中的

浓度与许多其它组织中的浓度相差至少 4 个量级
.

两者间不呈线性关系
,

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比例描述
,

而大多符合线性平方方程
:

Y ~ A + B l go x + C 109

( r )
,

式中 X 为肝中浓度
,

Y 为其它组织中的浓度
;

A
,

B
,

C 均为常数
.

尽管
2 ,1 A m 在心脏与肝脏 中的浓

度 比值略高于两种杯核素的这种 比值
,

但三种核素

在每一种软组织中的浓度相似
。

甲状腺中
’ 3

.P
u
的浓

度略低于其它核素的浓度
。

(阎效珊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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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身基露的吸入法
,

对刚成年雄性 W i st ar 大

鼠做实脸
.

% 只暴露于浓度为 15 m g / nt ,

的铀矿尘空

气中
,

64 只基礴于环境空气中作为伪染尘对照组
,

以便与实验的既基露于铀矿尘又暴礴于氛子体的大

01 。 ’ 。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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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判断热核武器试验产生落下灰鲍危害
,

美

国原子能委员会从 1 9 5 4年开始 了一项研究计划
,

包

括两项用恒河猴研 究注射
’ 。

S
r
在其骨中的滞 留情

况
。

综合研究包括从注射后 2~ 5 8 60 天活杀或死 亡

的 14 只雄 猴和 21 只 雌猴
, ’ “ S r

的 注射 量 为 16 ~

6 6 3k 加
·

k g
一 ’

.

用血液及排泄物放射分析法和韧致辐

射体外测童法
,

研究了
’
OS

r

的代谢动力学
。

动物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