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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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春培摘 卓维海 贾德林审校 )

(何庆加 孙世镇摘 牛惠生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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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9 3
,

63 ( 6 )一 7 7 5~ 7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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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
,

。
.

3 9
,

。
.

3u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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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
,

0
.

3 8 ; 0
.

29
,

0
·

2 3 ; 0
·

2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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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1 0
,

0
.

92 ; 1
.

1 2
,

1
.

0 5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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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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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指出
:

除 H s P 7 O荃因家族外
,

许多涉及细胞

生长调节的墓因也可在细胞周期中表达
.

对在 L D R

的上调 (uP
~ r

eg ul at in g )效应中起作用的应激荃因及

其它细胞生长调控基因的研究
,

将有助于更好地了

解 L D R 生物效应的机理
.

(范 冰摘 鞠桂芝校 )

(何庆加 孙世镇摘 穆传杰校 )

。弱 维生案 c 和 E 对 丫射线诱发小鼠染色体损伤

的 防护效果〔英 〕/ s a r
m a L … // nI t J R a d ia ` B i o l一

19 9 3
,
6 3 ( 6 )一 7 59

, 、
7 6 4

瑞士白化小鼠6~ 8周龄
,

体重25 一 3呢
,

用阳 C o Y

射线全身照射一次 IG y (剂量率为2
.

7 G y
m/

i n)
,

照前

加
,

照后立即或照后 h2 口服给药
,

单独服维生素 C

( A A )水溶液 (3
.

1~ 80 m0 g 八 g 体重 )
,

或维生素 E

( ^ T ) 花生油剂 ( 3
.

1 ~ Z o om
g /k g 体重 )

,

或两药合

用
,

服赋形剂 (双蒸馏水或花生油 )小鼠供对照
.

颈椎

脱日活杀小鼠
,

取双侧股骨制备骨欲细胞悬液
,

涂片

经梅
一

格二氏和吉姆萨染色后
,

每只小鼠计数 2 50 0个

多染色性细胞中含有多染色性红细胞微核 ( M n -

P c sE )的细胞数
,

取样时间为照后 24 h
,

3叱 及 4 h8
.

活

杀小鼠前h2 注射秋水仙碱 (5 m g八 g 体重 )
,

制作检

查染色体崎变的骨髓细胞悬液涂片
,

经吉姆萨染色

后
,

在油镜下每只小鼠计数 10 。个中期细胞中染色体

畸变数及畸变类型
,

有丝分裂指数为每只小鼠 1 000

个细胞中含有有丝分裂的细胞数
,

取样均于照后 h4
,

1 4h 及 2 4h
.

A A 和 A T 理想剂量 (即获得最大防护作用 )分

别为2 0 0~ S Om0
g八 g 和 25 m g八 g

,

按等克分子比较
,

A T 比 A A 更有防护作用
.

服 A A (4 Ootn
g / k g )或 A T

(2 s m g / k幼假照射小鼠 M nP c E :

率与正常小鼠的自

发率 (3
.

5蝙 )相比没有明显差异
,

对照射小鼠有实质

性的增加
,

照后 24 ~ 4h8 逐渐下降
,

服两药的照射小

鼠 M nP c E : 率明 显降低
,

从对照 的 20
.

。编降至

10
·

2编~ 16
.

8编
,

但 A A 和 A T 合用与 A T 单独使用

辐射防护效果一样
。

A A 和 A T 合用小鼠中期细胞损

伤的百分数和每个中期细胞的畸变数均明显减少
,

以照后如 为例
,

分别从对照的 53
.

0士月
.

9降至 2理
.

1士

3
.

2和从对照的 0
.

59 士 0
.

05 降至 0
.

38 士 0
.

0 4
,

有丝分

裂指数抑制的程度也较低
,

还是以照后如 为例
,

有

丝分裂指数从对照的。
.

钧士 。
.

。咬增至 0
.

74 士 .0 07
·

研究证明
,

维生素 C 和 E 是受 Y 射线照射小鼠

有效的防护剂
,

照后立即给药 (维生索 E )更能减少

辐射损伤
,

可望在紧急情况下把它作为治疗药
。

0 3了 中子和 丫射线对停滞期小鼠 m s5 细胞诱发突

变和肿瘤转化的荆 l 率效应〔英〕瓜。 m at : u K … //

nI t J R a d 址 t B io l一 19 9 3
,

6 3 ( 4 )一 4 6 9ee 4 7 4

由 I c R / J e l小鼠胚胎组织衍生来的 m留 成纤维

母细胞系
,

在 37 ℃ 5% C O :

湿空气培养箱中培养
,

经 6

或 7次传代后用胰酶消化
,

并取 3 x 1 .0 细胞在 2反 m
Z

培养瓶中培养
,

每 2天换培养基
,

6天后获得融合单层

细胞
,

用
, , , e , 丫射线或

2`之e f 中子源照射 0~ 6 G y
,丫射

线 和 中子 照 射 的 剂量率 均 为 。
.

1 2 O G y /m in 和

1
.

sc G y m/ in
.

中子源平均能量为 2
.

13M
e v

,

裂变中子

占 67 %
, 丫射线占 33 %

,

照后分为肿瘤转化组和

H P R T
一

突变组
,

受照细胞再培养 1h8
,

使其潜在致死

性损伤修复
。

在测定肿瘤转化和细胞杀伤时
,

把受照

细胞移至 10 m0 m 直径培养瓶中培养
,

估计可产生

6 0 0个能活细胞供转化率测定
,

60 个能活细胞供细胞

活存测定
,

每 3~ 4天换培养基
,

6周后用福尔马林固

定和吉姆萨染色
,

记录 I 和 l 型转化灶
,

计算肿瘤转

化率
,

细胞活存用集落生成法测定
,

在测定 H P R T
一

突

变时
,

把受照细胞 l( x lo
“
)移至 10 0tn rn 直径培养瓶

中培养
,

内含 5协 g / m i 序硫乌嗓岭的培养荃
,

每 4天补

充一次培养基
,

培养 12 天
,

2周后用抗集落生成数来

计算 H P R T
一

突变率
,

当 丫射线照射时
,

细胞活存随剂量率降低而增

加
,

中子则无剂量率效应
。

在细胞活存 0
.

6处
,

中子

R B E 值随剂量率降低而增加
,

即 1
.

2 : G y m/ in 时为

3
.

7
,

.0 1衣心 y
m/ in 时为 5

.

9
.

当剂量率降低时
, Y 射线

诱发肿瘤转化率降低
,

但中子则不降低转化率
,

在试

验的剂量率范围内
,

中子照
.

射使细胞的转化率比 丫

射线更高
,

在转化率为5 x l。」时
,

。
.

1入石 y
m/ in 时中

子 R B E 为 5
.

1
,

1
.

&心 y / m in 时为 3
.

3
.

当 丫射线剂量

率降低时
,

突变率减少
,

而中子剂量率是高或者是

低
,

突变率则与肿瘤转化率类似
,

在 2 x l护突变率

上
, 0

.

12co y / m in 的中子 R a E 值为 7
.

4
,

1
.

8` y / m s n

时为 4
.

9
.

由于中子源含有 丫射线
,

如减去其效应
,

中

子 R B E 值将提高
。

m s5 细胞是唯一供墓因突变和肿瘤转化双重测

定的细胞系
,

又是剂量试验有用的细胞系
,

为研究环

境公害及其远期后果的危险评价提供了有价值的新

工具
。

(何庆加 孙世镇摘 穆传杰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