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学
·

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19 94年第 18卷第 l期 2 1

后
,

所有骨璐中的
’
.s

r

含 t 或进行了测定 ( 32 只猴 》
,

或由其它数据进行了估算 (3 只狠 )
。

两项研究的全部

动力学数据和骨数据均受到有系统的重新检验
。

这

份研究报告将 35 只成年猴死亡时的骨
’
os

r

带留率与

cI RP 的成年人 rS 模型进行了对比
,

数据尽管较分

傲
,

但 25 只猴直到注射后 3 0 00 天的数据点最后几乎

遥布 IC RP 的模型曲线
。 ’ 。

rS 在猴骨中的滞留率与在

人模型中的滞留率的比例 〔M ( t) 爪 ( t) 〕平均为 1
.

1

士 。
.

7
,

3 。。O天之后
,

猴的数值在短期 内有些降低
,

M ( t )H/ ( t )的平均值为 0
.

8士 0
.

6 ( 1 0只猴 )
。

猴的数

据支持 H a r r
i
s o n 的意见

“

骨胳的更新率 L 在升高
,

由 。
.

o 25 a 一 1
增至 。

.

04 「
’ ” .

对模型 曲线的调整 使

3 00 0天以后猴的数据更加符合模型
,

M ( t )/ H ( O平

均为 1
.

0士 。
.

6
.

猴骨中
.

os
r

的滞留率与人体 sr 代谢

棋型的全面一致
,

表明在没有人的资料情况下
,

sr

在猴体内的代谢动力学数据可用以独立地评价 I
-

C R卫 业已制定的模型参数
。

(阎效珊摘 )

诱发人肺涪的危险度
,

用时间座标的寿命标化法对

猎犬的结果进行了调整
。

(阎效珊摘 )

0 1 1 吸人的
: ” P u O :

对肺的损伤和致右危险度 〔英〕 /

R aa be O G … // H e a lt h P h y s一 19 9 3
,

64 ( 6 ) ( s u p l l ) 一

5 5 2

不溶性 11, P
u O :

气溶胶的吸入和沉积会使肺遭

受持久的
a

粒子照射和不利的效应
,

包括辐射引起

的肺报伤 (肺炎
、

水肿
、

纤维化 )和肺癌
。

西北太平洋

研究所根据猎犬吸入 2,, P
u O :
气溶胶后终生研究结

果提出了一个能用 以预测人员吸入 .3z P u o :

气溶胶

后发生肺庙危险度的三维 (剂 t 率
、

时间
、

效应 )模

型
.

每种效应均适宜用最大概率法以 t一 K 丁
一 ’

描述
,

式中 t 为吸入..t P
u O :
后至死亡所经厉的时间

,

百为

全肺的平均剂 t 率 (时间权重的 )
,

K 为特有的对数

正态分布参数
,

S 为负斜率参数
。

自然的老龄原因致

死危险度用 oG m eP rt :

方程描述
。

吸入小 P
u O :

之后
.

辐射损伤 sr ~ 1) 致死危险度
、

辐射诱发的肺痛 sr 二

1 / 8 )致死危险度和 自然老赞化的死亡危险度的相对

情况可依三维模型作图显示
。

在剂 t 率较高 (肺川 P
u

负荷较大 )的情况下
,

主要的有害效应是肺的辐射损

伤 ,而在中等剂 t 率情况下
,

主要是辐射诱发 的肺

痛
。

较低的剂盆率与较高的剂 t 率相 比具有较高的

诱发肺启的相对剂量率效应 ( R D F )
.

但是
.

剂全率偏

低时
,

形成辐射致肺瘤需要的时间却会长于 自然寿

命
.

所以死于放射性肺涪者实际上有一个终生问剂

云
,

即终生肺累积吸收剂盆大约 I G y
.

为了预计辐射

0 12 欧 白芷和杜香属植物抽提物合荆对分次 下射

线照射小里的辐射防护作用 〔俄 〕/ H aMP
, al ,o B A A //

p a n “ o` “ 。 月。 r ” a 1 99 3一 33 ( 2 )一 2 80~ 28 4

欧 白 芷 ( rA
e h a n g e l i e a o f fi e i n a

l i
s ) 和 杜 香

( L de
u m aP lu st er )的混合抽提物照前 15 分钟给药

,

可使照射小 鼠照射后 30 天的存活率 L D g 。 / 3。提到

7 0写
.

为临床试用
,

研究了在分次照射条件下对小鼠

的辐射 防护作用
。

实验共用非纯系白鼠 200 只
。 ’ ” sC

源分次照射
,

每次照射剂 t 分别为 1和 4G y
,

累积剂

t 12G
y

,

剂 t 率为 2
.

6G y/ 分
。

每天 I G y 连续照射 12

天
.

4 G y 照射
,

间丽分别为 2
,

4和 7天
,

共照射 3次
,

只

在第 1次照射前 15 分钟腹腔注射 10 % 乙醉抽提物合

剂。
.

3m 1( 相当于干操提取物 10 Om g k/ g )
,

观察各组

动物的存活率和死亡动物的平均存活天数
.

每天照

射 IG y
,

连续照射 12 次
,

对照组存 活 70 %
,

实验组存

活 10 。肠
.

每次4 G y 照射间隔 2天共照射 3次
,

两组在

照后 3。夭内均死亡
,

但实验组存活天数与对照组相

比明显延长
,

分别为 8
.

5士 。
.

7天和 3
.

。士 0
.

4天
。

照射

间隔延长至 4夭
,

仍 3次照射
,

辐射效应降低
,

对照组

存活 10 纬
,

死亡鼠平均存活 7
.

2士 1
.

2天
,

而实验组存

活 “
.

3 %
,

死亡鼠平均存活夭延长到 14
.

。 士 1
.

8天
。

把照射 间隔时间进一步延长到 7天
,

累积剂量仍为

1 2G y
,

对照组存活 26
.

6 %
,

实验组存活 80
.

。纬
。

上述

结果经统计处理
,

P < 0
.

0 01
,

差异非常显著
。

但间隔 7

天照射时实验组与对照组死亡动物平均生存天数分

别为 22
.

3士 6
.

5天和 20
.

6士 2
.

4夭
,

实验组生存天数

的延长无统计学意义
.

结果指出
:

该合剂对胃肠道和造血系统的损伤

均有保护作用
。

既然在单次与多次照射条件下都有

效
,

这就为制定进一步详细的应用方案打下基础
。

(宋永良摘 )

0 1 3 W R
一

1 0 6 5和 W R
一
1 5 1 3 26 对 受 中 子 照 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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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种不同的试验条件研 究氨硫醉对高 L E T

射线的防护作用
。

方法
:

用 3m lP BS (磷酸盐缓冲液 )新鲜配制 W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