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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住房多数是砖混结构的多层楼

房
,

砖和混凝土来自土耳其全国各地
.

监测期间
,

住

房内未供给天然气
,

生活用水来自湖水
,

因此氛主要

来自地下和建筑材料
.

氛的测量使用厚25 如m 的 c R
一

39 薄膜径迹探测

器
.

探测器需经预蚀刻处理
,

在 80 ℃的 20 % N aO H 溶

液中蚀刻 l小时
.

C R
一

39 薄膜放在一个聚苯乙烯小杯

( 10 氏 m ,
)内

,

杯上用滤膜复盖
,

氛气通过扩散可透过

滤膜
,

而氛子体和气溶胶粒子则留在滤膜上
。

一批探测器分别放置在随机选定的住房内
,

起

居室和卧房各放一个探测器
,

6个月厄收回
,

用新的

探测器再放 6个月
。

监测期内
,

将几个探测器密封在

铝箱内以计算本底用
。

收回的探测器
,

取出薄膜放在
7 0℃的 3 0% N a 0 H 溶液内蚀刻 17 小时

,

随后用光学

显微镜计数蚀孔
.

刻度系数为每蚀孔 .3 k6 B q’ .b

监测结果表明
,

伊斯坦布尔城如O多间住房内氛

浓度年平均值为 5 0B q
·

m
甲

,
( 10 ~ 260 B q

·

m
一
,
)

.

卧室的

氧浓度均 比起居室高
,

这可能是由于睡眠者会呼出

氧气以及卧室通风不足所致
,

并发现大多数底层房

间的氧浓度高于 5 0B q
·

m
一
,
( 50 一 2 17B q

·

m
一
,
)

,

且高于

上层的住房
。

美国建议现住房氛浓度限值为 150B q
·

m
一
,
( 198 8

年美国环境保护局 ) 汪c R p 建议的氛浓度限值为
:

现

住房刁DOB q
·

m
一
, ,

新建房 2 0妞 q
·

m
一
, ( x e R P

,
1 95刁) ;德

国对现住房和新建房的建议值均为 25 0B q
·

m
一
,
(德

国
,
198 8)

,

英国对现住房建议值为 Z OOB q
·

m
一

,
(国家

辐射防护委员会
,
1 9 90)

,

而伊斯坦布尔城有些住房

内氧浓度高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限值
,

但均未超过

cI R P 建议的现住房氛浓度限值
,

(林春培摘 金益和校 )

6M v 宽束和窄束的 x 射线进行减弱测位
,

测出在不

同照 射野条件下 x 射线和 中子的剂是
,

分别对
L团 lt 。

材料进行防护性能的评价
.

结果表明
,

将约50 沁的金属碎屑和 50 %水泥 (体

积比 )混合制成的构件
,

密度可达 4
.

85
· 。 m

一
, ,

近似为

普通棍凝土的两倍
。

当直线加速器能量达 M v 量级

时
,

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最主要形式是康普顿散

射
,

这种作用与材料的原子序数基本无关
,

而是取决

于吸收体自身的电子密度
.

因此
,

可以预测象 L e d iet

这样的防护材料
,

其屏蔽防护效果可代替两倍厚度

的普通混凝土的防护
。

由于 L ed i et 材料中按体积计

有一半是普通水泥
,

可见材料中含有适量的氢
,

因

此
,

该种材料对中子的减弱性能将介于普通混凝土

和 L ed it e 中所含有的重金属填充物之间
.

对能量为

15 ~ 25 M v 的直线加速器
,

中子在普通混凝土中十

分之一价层 (T v L )为 2反 m
,

很接近中子在铁中的
T v L (3 sc m )

,

因此从中子减弱考虑
,

这种水泥中混

有铁碎屑的 L ed it 。 材料
,

可用作高能射线的屏蔽
.

因

为中子在铅中的 T v L 为 8 c0 m
,

所 以加铅的 L ed iet

与加铁的 L ed 针e

相比
,

前者是一种防中子效果较差

的吸收体
.

可见
,

从物理学观点看
,

eL idt
。 防护性能

与高密度的普通混凝土相近
,

因此
,

采用这种材料可

作为放射治疗机房的屏蔽物
。

(林春培摘 卓维海 贾德林校)

03 0 一种新型高密度防护材料的评价〔英〕/ aB icr h

R J // H e a l t匕 P h ” 一 1 9 9 3
,
6 4 ( 4 ) 一 4 1 2~ 理1 6

一种新型板状高密度混凝土预制品的材料为

L cd i : 。 (雷迪特 )
,

是以铁和钢碎屑作为填充物的水泥

说凝土
,

可供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作防护墙
。

在检测

时使用的是制作均匀的 L 。
id

, 。
板口

.

6 2 c二 又 5 c5 m 义

5 5 e m )
,

密度约 d
.

7 5
·
c m

一

, ,

分别对 SM v 和 1 6M v 及

03 1 用微核法测定甲睛咪脏对受照小鼠骨髓细胞

的保护作用〔英 jM/
o
川 ar 画 H // 玩 r J R a d in : B so x一

1 993
,

64 ( 2 )一 18 9~ 19 4

甲睛咪肌 ( ic m 吐 id ien )是组胺 l 型受体拮抗剂
,

实验研究了甲睛咪肛对辐射引起遗传物质损伤的防

护作用
。

材料和方法
:

动物为 8周龄雄性 c D
一

1小鼠
.

照射

前 2小时
,

甲睛咪胚溶于正常血清中
,
i
.

p 注入 15 m g /

k g
.

照射源为.o c 。 丫射线治疗机
,

剂量率为 48
.

c7 G y/

分
,

照射剂量分别为 .0 25
,

。
.

50
,

。
.

75 和 IG y
.

受照鼠

照后 36
,
刁8和 72 小时处死

,

制成骨髓细胞悬液
,

离心
、

涂片
、

用 M a y o r u n w a , d e s
e
m

s a

染色观察微核
.

此技

术可分辨出骨曲中不同类型的无核细胞
。

每个动物

观察 1 50 0个多染色性红细胞 (P c E )中微核 ( M )n 形

成和 无 M n

形 成 的 P c E 和 正 常染 色 性 红细 胞

( N C )E 数
。

由于红细胞无核
,

所以 M n

可表示为单个

M n

形成的细胞数
.

P c E ,P/ c E十 N c E 用来观察辐射

对骨翻增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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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Y 射线引发 M

n

的动态变化
.

有 M
。
形成

的c P E 生成率在照射剂觉 0
.

25 一 IG y 内
,

随剂量上

升而上升
.

每一剂量照射后有 M
n

形成的 P c E 生成

率回归直线斜率有显著性差别
。

各剂量在照后招小

时
,

有 M
n

形成的 P c E 数最高
.

单独照射组在照后

36
,

48 和 72 小时时
,

各照射剂量引起的有 M
n

形成的
P c E 数经方差分析表明有显著性差别

,

P 值分别为

< 0
.

0 1
,

< 0
.

0 01和 < 0
.

00 1
,

表明有 M
n

形成的 P C E

对辐射是敏感的
.

同样有 M
n

形成的 N c E 与 P c E 结

果相同
.

P c E / P C E 十 N c E 表明辐射作用于骨她可出

现明显的细胞毒作用
,

受照后 72 小时表现更明显
。

经甲睛咪肛处理的受照 鼠
,

有 M n 形成的 P c E

明显低于受照鼠
,

不同剂量照射鼠回归直线斜率有

统计学意义
,

斜率为 10
.

1 1
,

而单独受照鼠回归直线

斜率为 15
.

6 0
.

对有 M n 形成 N c E 观察其结果相同
.

单独受照 鼠在实验中
,

甲睛咪肌的剂量减低系数

(D R F )为 1
.

56
,

其骨髓增殖性降低 (细胞毒性增加 )

与受照剂量呈线性关系
,
P < 0

.

0 01
,

甲睛咪脏处理组

则不明显
。

小结
:

经甲睛咪肛处理受照鼠与单独照射鼠比

较
,

在照射剂量内甲睛咪肛的 D R F 为 1
.

5
,

表明甲睛

咪肌可能成为一个很有潜力的辐射防护药
。

(孙元明摘 蒋铁男校 )

染色休崎变
、
l 期细胞中微核及细胞增殖指数与未

处理的空白对照无差别
,

而用 3
.

IG y x 射线照射后
,

用与不用 w R
一
1 065 处理

,

上述指标都有显著差异
,

并

与 w R
一

1 06 5在细胞外的浓度有依赖关系
。

x 射线诱

导的双着丝粒畸变随 w R
一

106 5在培养基中浓度的升

高呈指数下降
,

在 w R
一

10 65 为 12 m m ol L/ 时达到最

低水平
.

如分别用双着丝粒崎变
,

总的不对称崎变和

微核作防护效应观察指标
,

则 w R
一

10 65 最大防护系

数 ( e
,

)分别为 0
.

8 67士 0
.

0 20
,
0

.

8 39士 0
.

0 1 7
,

0
.

8 4 9士

。
.

时 1
,

三者间无明显差异
,

说明可用微核代替染色

体崎变作为抗辐射的观察指标
。

与 D M s o 比较
,

w R
一
1 06 5作为抗辐射防护剂比

D M s o 更有效
,
e , 分别为 0

.

8 67 士 0
.

02和 0
.

7 2 7士

0
.

0 19
。

实验证明
,

用 8一 12 mm o l几 w R
一

10 65可以防

护 85 %以上射线诱发的染色体畸变
.

w 卫
一
1 065 防护

染色体损伤的机制除捕获 O H 自由基外
,

可能还与
D N A 损伤的化学修复有关

.

(吕玉民摘 李美佳校 )

0 32 氨基硫醉 w R
一

106 5对 x 射线诱导人淋巴细胞

染色体畸变防护作用的研究〔英〕/ iL ltt 比 el d L G
,

二

// R a d 运 t R e s 一 1 99 3
,
1 3 3 ( 1 )一 8 8一 9 3

为确证 w R
一
1 0 65对 x 射线诱导染色体畸变的

防护作用及其最佳浓度
,

用染色体畸变和微核作为

观察辐射防护 的敏感指标
,

对 w R
一

1 06 5和 D M s o

(二甲亚矾 )进行了防护效果的比较
.

取健康成人静脉血 60 ml
,

分离白细胞
,

制成含 。
,

1
,

2
,

4
, 8

,

12m m o l / L w R
一

10 65的细胞悬液
,

3 7℃培养

30 分钟后
,

用 3
.

I G y 22 k0 v x 射线照射 (剂量率为

1 2
.

gc B q
·
k g

一` ·

m i n
一`
)

,

另再制成含 0
,
4

,

8
,
1 2m m o lL/

w R
一
1 06 5的白细胞悬液作为对照

.

照后 5分钟内
,

将

细胞悬液稀释到 1 5ml
,

并洗 3次除去细胞外的 w R
-

1 065
.

淋 巴细胞培养在 R PM I
一

16组O培养基中
,

培养

搜s h 时加秋水仙碱
,

月s h 收集细胞
,

按 P
e r r y 和 w

o 一丘

法染色
。

为阻断胞质分裂
,

在刁h2 加细胞松弛素 B
.

染

色体畸变分析采用盲法阅片
,

而增殖指数的估算按

S
c h d e id

e r 和 L
e w 她 的方法进行

.

结果表明
:

只用 w R
一

10 65处理
,
G 。
期淋巴细胞

03 3 7G y x 射线照射成年和 8日龄小鼠造血残留损

伤 〔英 ]G/
r an d e T … // 玩: J R a d ia t B i o l一 1 9 9 3

,
6 3

( 1 )一 5 9~ 67

比较研究了7G y x 射线一次全身照射 12 周龄和

8 日龄 c 5 7B L x B ia b /
。 F : 小鼠造血残留损伤

.

用

P h 山 p : M e s 23 3 0o k V x 射线机
,

对动物用 1 0 5G y /

m in 剂量率照射
,

对长期骨髓细胞培养 (L T B M sC )照

射的剂量率为 0
.

8 7G y m/ in
.

动物照射 2年内
,

测定外

周血红细胞压积和有核细胞数
,

脾和骨髓有核细胞

数
,

c F u
一

s
,
c F u

一

G M 和 B F U
一
E 活性

.

照后 1年建立

L T B M c :
,

培养峨周后检查粘附细胞及基质层生长状

况
,

测定粒细胞超氧阴离子的产额和上清液集落刺

激活性 (C s 人)
,

并与 l / 5。稀释度的抗 G M
一
c s F 血清

进行中和试验
,

以确定 c s A 的性质及外周血粒细胞
超氧阴离子的产额

.

森
4周的正常骨髓经 1、 y 照

射后
,

分别接种正常
,

受照 12 周龄或 8日龄小鼠骨髓
,

培养 3一 4周后
,

测定粒细胞超氧阴离子的产额
。

成年小鼠受照后
,

红细胞压积和有核细胞在同

龄对照的 80 %水平波动
,

随后分别下降到对照 的

60 %和 仍写
,

骨翻 c F U
一

S 明显 下降
,

C F U
一

G M 和

B F u
一
E 照后 6

,

~ 1 5个月都下降到对照的30 %
,

照后 20

个月恢复到对照的 60 写
,

有核细胞数在 60 %以上波

动
。

脾 e F U
一

S
,

C F U
一

G M 及 B F U
一

E 在对照的 30写
,

有核细胞在 60 写水平波动
.

8 日龄小鼠照后
,

外周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