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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EA“

亚洲参考人
”

研究项目进展

中国 医 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王继先

摘 要
:

介绍 IA EA亚太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

—
“
编辑亚洲参考人解剖

、

生理和 代谢特性

参数
”

的立题背景
、

立题依据
、

主要研究内容和项 目进展情况
.

对项 目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及为统一方法
、

统一标准
、

获得有代表性的资料及有效地利用所获资料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作了

描述
。

最后概括了合作成员 国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建议
。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
,

核能利用 日

益增长
,

辐射 防护基础 结构急待加强
、 1 9 8 7

年
,

在 日本 东京 召开 的 国际原子 能机构 (I
-

A E A )加强亚太地 区辐射 防护基础结构协作

项 目规划会上
,

I A E A 提出
“

制定亚洲参考人

— 编辑亚洲参考人解剖
、

生理和代谢特性

参数
”

协作研 究项 目的建议
,

其理 由是
:

外照

射剂量体模的研制
,

内照射剂量估算模式的

建立
,

次级标准如年摄入量限值 ( A IL ) 的制

定 及事故情况下应急行动的决定 (如食物的

控制 )等都需要有关人群的解剖
、

生理和代谢

参数
。

虽然 IC R P (国际放射 防护委员会 ) 已推

荐 了参考人
,

但它的各种参数是根据北美和

西欧人的调查资料确定的
,

而亚洲人在种族
、

体格
、

体质
、

饮食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北美和

西欧人都有明显的不同
。

为使辐射防护符合

亚洲的实际
,

编辑亚洲参考人的解剖
、

生理和

代谢参数实属一项辐射防护的基础性建设
,

一经 IA E A 提出立即得到亚洲各成员国的赞

同和响应
,

我国也参加了该项 合作
,

并由中国

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和 中国辐射防护

研究院协作承担
。

1 9 8 8 年 10 月
.

在 日本水户市 由 IA E A

主持召开了
“

编辑亚洲参考人解剖
、

生理和代

谢特性参数
”

协作研究项 目立题会
。

孟加拉
、

中国
、

印度
、

印度尼 西亚
、

日本
、

马来西亚
、

巴

基斯坦
、

菲律宾
、

韩国
、

泰国和越南等 11 个

国家参加
。

各国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各 自现有

的 编辑 亚洲 参考人 的资料
,

从介绍的情 况

看
,

各国发展很不平衡
。

日本
、

印度早 已开始

制定 本国参考人的工作
,

已积累 了相当多的

资料
。

我 国在 70 年代初
,

核工业部辐射防护

研究所张英栅等也曾作了调查
,

收集和发表

了一些有关身 高
、

体重
、

脏器重量的资料
。

其

它国家基本上是从零开始
。

基于这种情况
,

会

议着 重拟定一个协作研究计划以协调各国工

作
。

计划确 定第一 阶段为期 5 年 ( 1 9 8 9一

1 99 3 )
,

重点是收集和推荐体格测量
、

脏器重

量
、

食物结构和消费量三方面的参数
,

并商定

了方法和进度
。

同时
,

指定 日本作为学术秘书

国
,

承担有关技术问题的咨询
。

1 9 9 0 年 4 月
,

在印度孟买召开了亚洲参

考人项 目工作会议
。

总的看来
,

一年多来各国

做了不少工作
,

特别是在体格测量和脏器重

量方面
,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

突出的问题是资

料 的不统一性
,

如年龄分档
、

年龄区间
、

食物

的分类方法等各不一致
,

致使相互 间的比较

和以后资料的汇总发生很大的因难
。

为此
,

会

议对年龄分档
,

各项 目的指标和分类都作 了

明确的规定
,

还拟定了统一的汇总表
,

并提出

在有条件的国家开展生理参数的研究工作如

肺功能和水平衡
。

对体格测量和脏器重量规

定 的年龄档是
:

新生儿
、

l 岁
、

5 岁
、

10 岁
、

15

岁和 成人 (2 o一 50 岁 )
。

年龄区间定为士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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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即 1岁的区问为 1岁二 。
.

5岁 ( 6个月 ~

LS岁 )
.

5岁的区间为 4岁半一 5岁半
。

成 人

规定为 0 2~ 50岁
.

是为 了能和 IC R P参考 人

工作组的规定相一致
。

体格测量指标包括
:

身

高
、

体重
、

坐 高
、

头 围
、

颈 围
、

胸 围
、

胸 宽 和 胸

厚
。

脏器重量
:

要求称重的脏器是脑
、

心
、

肾
、

肝
、

肺
、

脾
、

胰
、

脑垂体
、

胸腺
、

甲状腺
、

性腺 (条

丸或卵巢 )及妇女乳腺
。

食物分类为
:

谷物
、

豆

类和坚果
、

薯类
、

糖及糖果
、

蔬菜
、

藻类
、

水果
、

鱼虾 类
、

肉类
、

蛋类
、

奶及奶 制 品
、

脂肪和 油

类
、

调味品
、

水和饮料
。

营养素和元素摄入量

主要包括
:

热 量
、

蛋白
、

脂肪
、

碳水 化合物
、

纤

维 素
、

A I
,

B a ,

C a ,

C e ,

C I
,

C u ,

I
,

F e ,

I
矛a ,

M g
,

M n ,

P
,

K
,

N a ,

S r ,

S
,

T h
,

U
,

Z n
.

肺功 能 主要

包括
:

肺总量
、

肺活量
、

每分钟通气量
、

8 小 时

工作 (轻 )通气量
。

水平衡指
:

每人每天从水
、

奶
、

饮料
、

食物的摄入量和 由尿
、

汗
、

粪
、

呼 吸

的排出量
。

这次会议 明确 了目标
,

规范化 了各

成员国的工作
。

为 了开好 1 9 9 3 年该项 目第一 阶段 总结

会
,

1 9 9 2 年 10 月 I A E A 在 日本放 射 医学综

合研究所 ( N I R )S 召开了项 目专家组会
,

出席

会议 的有 I A E A 核 安 全部 官 员 R
.

V
.

G ir 仁

ift 玩 日本亚 洲参 考 人中 心的 G
.

T a
an ka 和

N I R S 的 H
.

K a w a m u r a ,

印度 的 H
.

5
.

D a n g

和中国的王继先
。

会议就 ( 1) 当前所获得 资料

的情况
,

资料和数据的编辑方法
,

统计分析 的

程序和软件
; ( 2) 如何利用所获资料编辑亚洲

参考人参数
; ( 3) 亚洲参考 人协作组与 IC R P

参考人工作组 的交流
; ( 4 ) 总结会的 时间

、

地

点和 日程等问题做了讨论
。

会议草拟了亚洲

参考人项 目技术文件框架
。

鉴于 中国在亚洲

参考人项 目中的贡献
,

会 议推 荐项 目总结 会

在 中国天津 召开
,

暂 定 1 9 9 3 年 10 月或 n

月
。

这次专家组会议为项 目总结作了必要的

准备
。

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委托
,

中国 医学科学

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共

同于 1 9 9 3 年 10 月 25 ~ 29 日在中国天津举

办了
“
l八 E A / R C A 编辑亚 洲参考 人解剖

、

生

理和代谢特性参数
”

研究项 目总结会
。

到会的

有 I A E A 核安全部的 M r
.

G r : iff ht
.

美国标准

和技术研 究所 的营养和 元素分 析专家 l y en
-

ga i 博士旧 本亚洲参考人中心的 T a an ka 和

K a w a rn 。 r a
博 士 及 孟加 拉

、

印度
、

印度 尼西

亚
、

巴基斯坦
、

菲律宾
、

越南和 中国的代表
。

中

国代表是王继先和陈如松教授
,

还有 10 名我

国专家以观察员身分出席 了会议
。

G r iff it h 致

开幕词
,

概要 曾
、

结了亚洲参考 人项 目 5 年的

工作情况
,

介绍 了 IC R P 参 考 人工作组 的新

近工作
.

提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

各成 员国报

告 5 年来 的工作成绩
,

拟定根 据现有资料推

荐参考值的程 序和 方法及推荐参考值
,

并对

下一阶段工作重点提 出建议
。

会议 分
: 1

.

体格测量 ; 2
.

骨骼和脏器重

量 ; 3
.

食物结构
、

消费量和营养素
、

元素摄入

量 ; 4
.

肺功能和水平 衡
; 5

.

重要组织和脏器

中元素和放射性核 素的含量等五个专题
,

按

国家分别报告工作
,

讨论推荐参考值的原则
、

程序和方法
。

推荐参考值这一顺序分专题逐

个进行
。

讨论中遇到 的最大困难是
:
( 1) 各国

间甚至国内地 区
、

民族间所存 在的数 据的明

显差异
; ( 2) 由于膳食构成

、

饮食习惯的改变
,

人体生长发育有增 长趋 势
,

且 由于各 国间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
,

增长趋势各不相 同
。

面对这

些差异
,

代表们讨论了如何推荐 能代表亚洲

人 口 并为大家接 受的参考值
.

争论焦 点是 用

算术均数
、

中位数还是加权均数作参考值
、

是

否给 出区间
、

如何处理增长趋势等
。

会议还对技术文件的框架进行了讨论
,

原则同意 1 9 9 2 年 10 月专家组会议草拟的框

架
。

为起 草技术报告
,

对会后工作做了分工
:

由 G ir ff it h 起草技术报告前言
,

结 论和今后

工作 建议
;
由王 继先总结体格测量 部分

;
由

T a n a k a 和 K a w a m u r a 总结骨骼和脏器重量

部分
;
菲律宾代表 N at e r a 总结肺功能和水平

衡等生理参数
;
印度代表 D a n g 总结食物构

成和营养素
、

元素摄入 量
;
各国代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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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善国家报告
.

会议技术文件将以 I
-

AE A技术报告形式 出版
。

根据多数代表的建议
,

下一阶段
“

编辑亚

洲参考人解剖
、

生理和代谢特性参数
”

协作研

究项 目的重点是食物和重要组织脏器 中微量

元素和放射性核素的分析及重要放射性核素

的体内代谢模式
。

D N A 聚合酶 俘对 D N A 损伤的

修复作用及其生物学进展

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 学研究所 蔡 建明 郑 秀龙 罗成墓
.

综述 麦智广审校

摘 要
:
D N A 聚合酶 日是由单条肤链组成 的小分子蛋白

,

它的主 要功能与 D N A 损伤修复

有关
.

本文就该酶的结构与催化反应
、

对 D N A 辐射损伤的修复作用
、

生物学功能
、

基因结构以

及调控成分等作较详细的介绍
。

2 3 年以前
,

人 们以为生物细胞 内只有一

种类型 的 D N A 聚 合 酶
,

即 原核 细 胞 中 的

D N A 聚 合酶 I 或真核 细胞中的 D N A 聚合

酶
a

.

直到 1 9 7 0 年
,

K o r n b e r g 等从原核细胞

中分离出了 D N A 聚合酶 l 和 D N A 聚合酶

皿
,

才使人们对 D N A 聚合酶有 了进一步认

识
。

1 9 7 1 年
,

w
e i s s b a e h 等发现真 核细胞 中

D N A 聚合酶也不止一类
,

他们从牛胸腺中分

离出了一类不同于
a

酶的新的 D N A 聚合酶
,

后者被命名为 D N A 聚合酶 班 P ol 印
,

自那时

起
,

P ol p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
,

对其

进行了深入探讨
。

现知
,

P ol p是哺乳动物细

胞 内四种 D N A 聚合酶之 一
,

广泛存在于 哺

乳动物细胞核 内
,

它是 一条分子量为 39 k D a

的多肤链
,

在溶液中以单体形式存在
,

其结构

在生物进化过程 中具有高度保守性
。

有人称

它为
“

看家酶
” 〔` , 。

P ol p在细胞增殖周期的各

个阶段都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恒定水平
,

不参与染色体 D N A 的复制合成
。

该酶在各

类动物细胞中存在的普遍性和其结构上的保

守性提示
,

它在维持细胞生命活动中有重要

作用
,

其主要功能被认为 与 D N A 损伤修复

过程有关
,

是 一种 D N A 修复酶
,

可参与对

D N A 辐 射 损伤 或化 学 损伤 的 修复 合 成

等
〔卜 ” 。

近期的报道提示
,

它还可能有其它的

一些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卜 ” , 。

另外
,

该酶的基

因结构 分析和 定位研究也取得了可 喜 的进

展
。

本文就以上这些方面作一概述
。

1 分子结构和催化活性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

人和啮齿类动物 P ol

p的一级结构为一条由 3 35 个氨基酸组成的

多肤
,

其二级结构中有 10 %的
。 一

螺旋和 50 %

p
一

片层
〔` ’

` ’ ` , ,

从多种动物细胞内分离到的 P ol

p在分子结构上有很大相似性
。

P ol 月具有催

化 D N A 聚合的作用
,

但它与其它 D N A 聚合

酶不同
,

不具有 3’ ~ 或 5
`

~ 核酸外切酶作用
,

亦 无焦 磷酸置 换
、

焦 磷 酸 水 解
、

d N T P 和

R N A 水解功能
。

该酶有两个结 合位 点
:

一个

和模板引物结合
,

另一个和 dN T P 结合
。

在催

化 D N A 聚合反应 时
,

需要 M g , +

或 M n +2 作

为激活剂
,

其反 应过程遵循 BI iB 机制
:

即 它

·

第三军医大学防原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