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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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3H / l o T I / 2细胞存活和肿右转化的作用 〔英 〕/ aB l
-

e e r 一 K u b ie z e k E K… // I n t J R a d i a t B io l一 19 9 3
,

6 3 ( 1 )

一
3 7~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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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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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3 12 6原液
,

并经 0
.

2尸m 过滤器灭菌
,

加 至 (或不加 )

呈指数生长融合单层的 C 3H / l o T I 2/ 细胞培养瓶中

( 1 0 `
细 胞 )

,

使最终浓 度为 lm m o
l / L

,
1 0m i n 后

,

用

J A N U S 中子照 射 (平均能量 < IM
e V

,

含 了 射线 <

5%
,

剂量率 。
.

5z G y
·

m
一 ’ )

,

细胞与药物接触总时间

为 35 m in
.

W R
一
1 0 6 5密封在氮气中并在 一 20 ℃ 低沮保

存
,

使用前立即溶解于温热的培养荃中
,

经过滤灭

菌
,

加至 (或不加 )呈平稳生长的 C 3H 1/ 0 T I 2/ 细 胞

培养 瓶中 ( 1 .0 细胞 )
,

使最终浓度 l m m ol 几
,

30 m ia

后
,

用 T R IG A 中子 (能量与 y 射线含童同上 )照射
,

使总的药物接触时间为 hl
.

上述两种试验的照后步

骤和方法相同
,

即收获细胞移去药物
,

用 P BS 淋洗 2

次
,

胰蛋白酶消化
,

按 H an 和 iH n 等方法测定细胞

存活数和肿瘤转化灶数
。

硫醉氧化作用测定是在上

述培养条件下
,

含 (或不含 )1 m m ol / L 硫醉的培养液

(不照射也不加细胞 )
,

与 5
,

5
’ 一

二硫
一

双
一

(2
一

硝基苯甲

酸 )反应
,

用分光光度计测 t 其含 t
。

结果
:

硫醉 自发氧化半衰期 ( m in)
,

w R
一
1 0 6 5为 8

士 3
,

W R
一
1 5 1 3 2 6为 55士 3

,

两药在 p H 为 7
.

2时均为

两个 正 电荷
,

JA N U S 和 T R IG A 中子诱 发 C 3H /

10T I / 2细胞转化分别为 ( 6
.

8 9 土 0
.

0 6 ) x 1 0 “

G/ y 和

( 7
.

0 7 士 0
.

0 8 ) x 1 0 一
毛

/ G y
,

两药均有明显的防护 作

用
,

W R
一
1 5 1 3 2 6可使细胞转化减少至 ( 3

.

8 5 士 0
.

3 1 )

x l o 一 `

/ G y
,

D M F (剂量改变系数 ) ~ 1
.

7 9士 0
.

0 8
,

W R
一
1 0 6 5 可使细胞 转化 减少 至 ( 2

.

1 9 士 0
.

2 2 ) x

10
“ `

/G y ,
D M F ~ 3

.

23 士 。
.

1 9 ;两药对中子诱发细胞

的致死性均无明显的防护作用
。

上述结果指出
,

在用低剂盘辐射 防护药以避免

副作用和 意外照射后给药等方面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何庆加 孙世镇摘 李美佳校 )

夭
,
N A 组 ( s o om g / k g ) 2 1夭

,

P T X 组 ( l o o m g / k g
·

天
,

3天 ) 26 夭
,

合并用药组 36 夭
。

各种处理对肿瘤生长影

响
,

以肿瘤达到 4倍初体积生长时间和辐射剂盆呈函

数关系
,

肿瘤再生长时间随辐射剂量的增加而增加
,

合并用药组 出现较大的肿瘤生长延迟
,

增 强比 ( E R )

为 2
.

5~ 2
.

8
,

P T X 组为 1
.

8 ~ 2
.

0
,
N A 组为 1

.

3一 1
.

7
.

采用激光多普勒流速计测量肿瘤血流和氧微电

极极谱法测 t 肿瘤 内氧分压
,

结果表 明
,

注射 P T X

和 N A 后 1 0分钟
,

肿瘤血流明显增加
,

肿瘤内氧分压

对照组为 9 9 ,
.

92士 80 P
a ( 7

.

5士 o
.

6m m gH )
,

N A 组为

1 7 4 6
.

5 2士 1 0 6
.

6 6P a ( 13
.

1士 0
.

s m m H g )
,

P T X 组为

22 9 3
.

34土 1 0 6
.

66P
a ( 1 7

.

2士 0
.

s mm H g )
,

当给小鼠

多次注射 P T X 后
,

给予 SOm0 g k/ 9 N A
,

则肿瘤内氧

分压增至 2 4 6 6
.

4 6士 1 0 6
,

6 6P
a ( 1 8

.

5士 o
·

s m m H g )
.

总之
,

单独或多次注射 P T X 可以增加肿瘤氧的利

用
,

改菩肿瘤徽循环的乏氧
,

随后注射 N A 可使乏氧

细胞快速有效氧化
,

增强肿瘤的辐射效应
,

因其毒性

低
,

P T X 单独或合并 N A 使用
,

将有希望应用于辐

射敏感的肿瘤息者
.

(张 俊摘 宋永良校 )

01 4 烟酸胺和 P T X 合并使用增强肿右的氛化和辐

射 增敏作用的研究 〔英〕 / L E E 卜
·

// I n t J R ad iat 一

199 3
,

64 ( 2 ) 一 2 3 7 ~ 2 44

实验研 究 了烟酥 胺 ( N A ) 与 P T X ( P
e
nt o ix

-

f川il n e ,

甲基黄嗦吟衍生物 )合并使用增强乏 氧肿瘤

细胞的氧化作用
,

从而减轻 F aS ll 小鼠纤维肉瘤的

辐射抗性
。

实验采用 8 ~ 10 周龄雌性 C 3 H f/ S de 小鼠
,

接种

F Sal l 肿瘤细胞
,

小鼠接受 X 射线照射
,

剂 t 率 为

89
.

sc G y/ m in
.

未受照时
,

对照组肿瘤体积增加 4倍

需4天
,

与 N A 或 P T X 单独处理组无明显差异
,

而受

照 2
0G

y
,

肿瘤 4倍体积生长时间分别为
:

对照组 18

01 5 引噪关辛合并 WR
一

2 7 21改善民肉瘤的放射治

疗 〔英〕 /B
e s a

P C … // R
a d i a t R e : 一 1 9 9 3

,
1 3 5 ( 1 ) 一 9 3

~ 9 7

叫噪美辛是前列腺素合成的抑制剂
,

可提高对

肿瘤放射治疗的治疗率
。

W R
一

27 21是一种琉基化合

物
,

对正常组织有放射防护作用
,

对实体瘤的放射反

应也略具调节作用
。

实验用 F S A 肿瘤
,

用 T C D
。 。

(5 O%动物肿瘤得

到局部控制所需照射剂盆 )和 E sD
。 (引起 50 写动物

完全脱毛所需照射剂 t )作为观察指标
。

结果表明
,

对照组的 T C D o .

为 44
.

7G y
,

鸣!噪美辛组为 2 6
.

SG y
,

W R
一
2 7 2 1组为 47

.

gG y
,

叫噪美辛合并 W R
一
2 7 2 1为

31
.

SG y
,

因此用叫噪美辛后的增强因子 ( E F )为 1
.

7
,

W R
一

2 7 2 1组为 0
.

9
,

叫噪美辛合并 W R
一

27 21的 E F 为

1
.

4
.

从 E D
: 。

来看
,

对照组为 4 0
.

ZG y
, 口引噪美辛为 4 0

.

4 G y
,

与对照组没有差别
,

而 W R
一

27 21组为 5 4
.

3 G y
,

叫噪美辛合并 W R
一

2 721 为 51
.

7
,

它们的防护因子

( P F )分别为 1
.

0
、

1
.

4
、
1

.

3
.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见
,

叫噪美辛与 w R
一

2 7 2 1合

并时
,

前者可增加放射治疗的效果
,

后者可减少 由照

射引起的脱毛率
,

以及照射引起的腿部痉孪
.

这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