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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压积和有核细胞均在正常范围
,

骨翻 c F U
一

s
,

C F U心M
,
B F U

一

E 和有核细胞数均呈上升趋势
,

照

后 2年达正常值水平
。

脾造血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体积

缩小
,

就其含量与对照无明显差异
,

表明幼龄小鼠

C F U
一

s
,

C F U 心M
,

B F U
一

E 辐射敏感性比成年小鼠

低
。

受照两个年龄组小鼠与正常小鼠相比
,
L T B M

-

c : 生成不健康的基质
,

粘附细胞明显减少
,

照后一

年骨髓粒细胞超氧阴离子产额增加 2 ~ 3倍
,
c s A 刺

激 C F U
一

G M 生成集落数也明显增加
,

中和试验证明

cs
A 是粒

一

巨噬细胞系集落刺激因子 ( G M一s F )
。

用

1
SG

y 照射正常小鼠骨髓培养
,

以破坏内源性造血
,

再接种正常或受照两个年龄组小鼠等三种不同骨髓

源
,

结果粒细胞超氧阴离子产额均明显增加
,

照射墓

质对粒细胞激活作用有直接关系
.

影
,

其中50 万例是小于 1 0岁的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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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4 1 9 86年波兰诊断 x 射线检查的频度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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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集到的资料表明
,

波兰 1 9 8 6年共进行 2 1 4 0

万人次的 x 射线检查
,

即每千个居民中接受 x 射线

检查 572 人次
,

其中女性占 46
.

99 %
,

男性占 5 3
.

01 %
.

各种检查类型的人次占总检查者人次的百分数分别

为
:

荧光摄影 27
.

朽%
,

胸部其它项 目检查 22
.

80 写
,

牙科摄影 5
.

63 %
,

头颈部其它项 目检查 7
.

61 写
,

腹部

和胃肠道检查 6
.

21 %
,

生殖泌尿系统检查 1
.

61 %
,

脊

柱检查 n
.

87 %
,

上肢 6
.

46 %
,

下肢 9
.

57 %
,

常规荧光

透视 9
.

55 %
,

特检 0
.

57 %
.

接受诊断 x 射线检查病人的年龄分布为
:

< 1岁

占 1
.

5 1%
,

l ~ 弓岁 1
.

63 %
,

5~ 9岁 2
.

5 0另
,

1 0~ 1 4岁

3
.

15 %
,

巧 ~ 19 岁 6
.

峨3%
,

成年人占8刁
.

78 %
,

平均年

龄为初岁
.

仍一 50 岁男性受检颁度最高
,

每千人为

伯05 ~ 1 01 0人次
。

资料表明
,

1 9 8 6年接受各种不同 x

射线检查的患者中
,

小于 10 岁的儿童约占 6%
,

即约

有 12 0万儿童 ; 1 0~ 1 9岁年轻人接近 1 0%
,

约等于每

年有 2 2 0万人次
。

儿童接受 X 射线检查最多的部位是

下肢 (特别是艘关节摄影 )和生殖泌尿系统的检查
.

< 1岁儿童艘关节摄影十分普追
,

约占所有接受此种

类型检查总病人数的 30 %
.

每年群检的胸小片荧光

摄影
,

仍约占 1 0 7 00 70 0人次胸部摄影的 55 %
.

在其

他约 5 0 0万例胸部检查中
,

大多数是作全野胸部摄

035 慢 性低 荆 , 电离辐射对小 鼠脾 细胞的

H S P 70nt R N ^ ,
H s e 7 0和 H S P 72水平及其增殖能力

的刺激作用唤〕加 og a而 M … // nI t J R ad 斌 iB .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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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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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选用 6周龄雄性 c 57 B L /6J 小鼠
,

随机分为

照射组与对 照组
,

照射组分别给予 丫 射线照射

0
.

例G y / d
,

。
.

1叱 y阳
,

5天 /周
,

连续照射 4周后
:

( 1)

检测脾细胞与最适浓度的 c on A (刀豆蛋白 A )
,
P H人

(植物血凝素 )
,

L P s (脂多糖 )
,

抗￡ D 3 (分别 为

1
.

25协g / m l
,

.2 每 g / m z
,

2加 g m/ 1
,

10n g n/ l ) 作用后

的
’

H
一

T d R 掺入量 ; ( 2 )采用 N o r t h e r n b lo t 检测脾细

胞的 H s P (热休克蛋白) 7
0tn R N ^ 与 e ^ P D ( 3

一

磷酸

甘油醛
,

仅作为操作过程的指示剂 )的基础水平及其

经抗一 D 3刺激后的变化 ;采用 w es t er
n b lot 和双向

凝胶电泳检测脾细胞的 H s c 7 0 ( H s P 70 的一种基本

表达异构体 )与 H s P 7 2 (H s P 70 的一种可诱导的异构

体 )基础水平及其经抗
一

c D 3刺激后的变化
.

结果
:

( 1 )L D R (低剂量电离辐射 )只增强 T 细胞

对丝裂原的增殖反应
,

不增强 B 细胞的增殖反应
。

。
.

04 yG d/ 组对 c on A
,
P H A 和拢 c D 3的反应性均明

显高于对照
,

而 0
.

10G y阳 组的反应性则与对照组水

平相似
。

脾细胞对 L P s 的反应
,

照射组与对照组无明

显差 异 , ( 2 ) L o R 提高淋巴 细胞 H s P 7 ha( RN ^
,

H s e 7 0
,

H s P 7 2 的 基 础 水 平
.

0
.

0弓e v d/ 组 的

H S P 7腼 R N A 基础水平显著高于 0
.

1帕 y阳 组及对

照 组 (分别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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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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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4 G y d/ 组的

H s c 70 与 H s P 72 基础水平显著高于 0
.

10G y 阳 组与

对 照 组 (分 别 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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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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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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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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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u0 ) ; ( 3 )L DR 提高丝裂原刺激后的淋巴细胞

H S P 7 ha( R N ^
,

H S C 7 0和 H S P 7 2水平
。

0
.

0 4 e y加 组

的 H s P 7
m0

R N A 水平高于 。
.

1叱 y / d 组
,

后者又高

于对照组 (分别为 2
.

6 2
,

1
.

2 5
,

0
.

6 3 u ) ; 0
.

0月yG d/ 组

的 H s c 7 O与 H s P 72 水平均高于。
.

10G y /d 组及对照

组 (分别为 1
.

6 2
,

2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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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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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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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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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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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内比较 。
.

例 G y / d 组及对照组的 H s P 70 异构体基础

水平
,

则 H s c 70 高于 H s 7P 2
,

但刺激水平后者高于前

者 . (钓 L D R 照 射 后 脾 细 胞 的 增 殖 能 力 与

H s P 7
ha R N A 表达能力的关系

,

相关分析的结果是
Y = 1 0 8 7 8

.

7 3 x l
.

5 4 ( X ) ’ , ,
(

: = 0
.

9 3 )
,
Y 为

, H
一

T d R

掺入量
,
x 为 H s P 7 0 m R N ^ 的相对刺激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