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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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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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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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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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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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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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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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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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实验结果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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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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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