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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5 在加热的 C HO 细胞中辐射引起的 O N A

双链断裂 [英 ] / w ar t二 甩 // I n t J R a d达t B i o x
.

一 199 3
,

64一肠9 一 6 72

照射前细胞经加 热 处 理后可增加辐 射引起

的细胞毒性
,

还可影响 D N A 链断裂 的连接和延

伸
,

为进一步肯定这些结论
,

使用脉 冲凝胶 电泳研

究照射后细胞 41 ℃培养时出现 的 D N A 双链断裂
.

材料 和方 法 : 细胞为 中国仓鼠卵巢上皮 细

胞 ( C HO )
,

在有 10% 胎牛血清的 M e lo y
’ s

5A 培 养

液 中贴壁生长
,

用
“ C标记胸 腺啥咤

, 3 H 标记 核

蛋白
,

按 W aJ 由` ( 1987 )法加热和照射细胞
.

核酸分

离按 W田由乏 和 L扣 n s ( 1归〕) 方法
,

用细球菌核酸

酶消化提取核酸
,

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分析被消化

的 D N A 片段
,

按 W
别比巴 和 L yo 飞 ( 1卯2) 方法评价

D N A断裂片段
.

结果 : C H O 细胞照射前分别进行 45 ℃ 巧分钟

加热或不加热
,

再进行 37 ℃ 或引 ℃ 培养 5小时
.

照射

后 5小时
,

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双链断裂的D N A
,

电泳中出现的D N A 断裂片段
,

可认为是所有细胞

中出现 的未被修复 的 D N A
。

在照射前 45 ℃加热 巧

分钟或照射后经 引℃ 5小时的培养
,

与没有加热处

理的对照组相比
,

细胞出现的 D N A 断裂明显增加
,

相反
,

用外源性和 内源性核酸内切酶处理
.

经 引℃

加热的细胞
,

核内的D N A 却没有出现变化
.

这些研究表明
,

在 41 ℃ 时细胞的 D N A 双链

断裂
,

可能不是在同样温度下受照细胞双链断裂修

复失败而产生的
。

(孙元明摘 李雨民校 )

第 15天给药组白细胞数是对照组的 3
.

2 倍
,

嗜中性

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数分别是对照组的 2
.

7倍和 2
.

8倍
.

照射后 第 10 天股骨 有核细 胞数是对照组的 2倍
,

至第 巧天仍为对照组的 1
.

7 倍
.

红细胞系统和粒细胞

系统细胞数的变化类似于总数的变化
.

照射后 巧天

股骨 中淋 巴细胞数是对照组的 2
.

5倍
.

照射后未分

化细胞数明显增加
,

但给药组在照射后第 10 天降至

正常水平
,

说明药物可加速成熟
.

股骨中有丝分裂

细胞数及分裂指数给药组也较对照组高
.

好 y照射

使具畸变的有丝分裂细胞数增加 20 倍
,

照射前给

嗦吟核昔可使畸变率降低 20 %
,

但药物本身可使未

照射鼠畸变率由 .2 5% 增加到 14 %
,

照射后 3 一 6 小

时
.

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量明显升高
,

在两个时

相点内给药组均降低 30 %
,

照射使小鼠红细胞膜脆

弱
,

.2 5% 过氧化氢使照射后 6小时红细胞溶血率由

印% 增加到 95 % 以上
,

相同时间内给药组维持在正

常水平
,

说明药物可提高红细胞的稳定性
.

此外还

比较了两组动物的生精上皮细胞的变化
,

照射后第 7

天
,

对照组曲精细管中精原细胞几乎消失
,

而给药组

大约 20 % 曲精细管中有精原细胞
,

照射后 巧 天和 21

天给药组精母细胞和精子的曲精细管数也较对照组
1 当

`

}周
.

综上所述
,

就致死量照射而言
,

嗦吟核普虽不及

经典的辐射防护剂
,

但它对长期非致死照射有效
,

推

测它有可能用于事故性受照射人员
,

以提高机体抵

抗力
。

(宋永良摘 )

07 6 嘿 岭核昔对非 致死剂量丘期照 射小鼠
辐射抗性的影响 〔俄 ],/ 瓜

r的 a

侧二 ,// 孙
八 . a

石一 。 : P执区 .

a3 ` D ,

一 1卯 3
,

33 (5 )一 658 一 6创

实验共用杂种小 白鼠 3印只和 C C 57 纯系小

鼠55 只
.

动物经受一次 4G y 照射
,

剂量率O
.

ol 7G
y八n jn

,

照射时问为 3
.

92 h
,

照射前 12 h实验组动物腹腔注乡寸嗦

吟核昔 (1 又加g k/ g )
.

观察照射后不同时间外周血相和

骨髓造血功能的变化
,

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
,

翠丸生

精细胞变化
,

血浆丙二醛含量及红细胞膜稳定性的

改变等
.

4 G y 照射引起外周血白细胞数明显下降
,

照后

第 10 天最低
.

只是照射前的 7
.

3% 照前给药未能预

防白细胞数下降
,

但可加速照射后的恢复
.

照射后

0 77 嚷吟核普对低剂量分次照射辐射防护的临床

和实验室研究 [俄 ] / J’I
e r , 3 妞

皿二 ` p
切

a B , 0 `

加
及 , 妞 3 t 。 :

.

1田3
,

荃 (6) 一 3刀 一 印7

实验室研究用雄性犬 22 只
,

每次照射 0
.

2好 y,

间隔 24 小时后再照射
,

共四 次
,

累积照射 IG y
.

每

次照射前 1小时和照射 12 小时各口服嚷吟核昔 0
.

4

克
,

总剂量 .3 2 克
.

观察照射前及第 2 次照射后 2 小

时始至照射结束后 25 天内的外周血 白细胞数
、

非特

异性抵抗力及自由基产生的相关指标
.

临床观察参

与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处理的 59 位志愿受试

者 (平均侮天剂量 0
.

仪拓 一 .0 01 2G
y

,

剂量 率 .0田 5 一

1临帅
,

总剂量 。
.

2刃y)
,

分三组
,

工 组不做任何处

理 ; D 组给安慰剂 ; 111 组给喋吟核普
,

每 日二次
,

每

次 。2 克
.

观察指标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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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y 照射后
,

在整个观察期犬白细胞数明显

降低
,

照射后 15 天降至照前的 65 %
,

给药组下降较

慢
,

照射后 3 天开始下降
,

但所有时相点都较对照组

高
.

功能活跃的单核细 胞数和吞噬单核细 胞数的下

降与白细胞数下降在时间上一致
,

嗜中性细胞 中
,

溶酶体阳离子蛋白含量和髓过氧化酶含量的下降与

白细胞数下降的程度相关 ( 照射后 3 一 7 天 )所有

上述指标在照射后 巧 天恢复正常
.

相对而言
,

自由

基产生相关指标更敏感
,

仅在第 2欢照射后 2小时 (

0
.

S G y)
,

葡萄糖一 6一磷酸脱氢酶活性较照射前降低

20 %
,

血清碱性磷酸酶增长 70 %
,

血浆丙二醛含量

增加 叨%
,

.2 5% 过氧 化氢引起的红细胞溶血率也

增加 刃% 以上
.

给药组对上述变化都有明显改善
.

.0 2刃 y照射 后
,

人外周血白细胞 总数和 分类

数
、

中性 白细 胞 中 溶 酶 体 阳 离 子 蛋 白 含量

和髓 过 氧化酶 活 性三组 之 间 比较以及和 照射

前相 比
,

均无 明显差异
.

照射 也不影 响中性白细

胞黄 嚷吟氧化 酶 和葡萄糖 一 6一 磷酸脱氢酶
.

活性
,

但给药组酶 活性均较照前和二个 对照组为高
.

照射 可使二 个 对照组 N A D P H氧化酶和碱性磷

酸酶活性增高
,

给药组可使其降至正常
.

照射使

细胞浆中嗜天青颗粒的 巨大型 颗粒淋 巴细胞数

降低 l倍 以 上
,

嗦吟 核昔可使其恢复正常
.

结 果表 明
,

嗦吟核昔属于
“

温和
”

的辐射防

护 剂
,

适用于小剂量电离辐射长期作用于人 群的

辐 射 防 护
.

(宋永良摘 )

口服
” , I ( N习液) 0

.

13M B q (或 o
.

7 k qB
·

g
一 ’

体重 )
,

甲状 腺 照 时均 为 1临 y ; 7周后两组动物用艳源全

身照射
,

以 7天为间隔分 5 次给予
,

总剂量为 6
.

5 G y,

第三组动物给予富硒饮食
,

饮水中硒酸钠的含硒量

为 。万m g
·

L
一 ’ ,

平均每只鼠每天饮水摄人知 g ;标

准食物中硒含量为 住07 m g
·

kg
一 ’ ,

每只动物每天

摄人 L
.

4 月 9
.

死亡的鼠均进行了解剖和病理学检

查
,

采取 12 种组织和器官进行组织学检查
.

结果表明
,

富含硒酸钠饮食有使实验动物体重

正常化倾向
,

即甲状腺机能抑制和体重增加的照射

效应降低
.

第三组动物与第二组动物相 比具有较低

的消亡速度
.

在给予硒酸钠的动物中
,

诊断为白血

病
、

乳腺癌
、

甲状腺肿瘤
、

脑下垂体肿瘤而死亡的

动物百分率是相当低的
,

而且肿瘤的潜伏期也明显

延长 (2 一 3 个月 )
.

实验动物 (第二
、

三组 ) 白

血病
、

乳腺癌
、

垂体肿瘤
、

甲状腺肿瘤死亡率间相

关系数为 .0 95 士 .0以刃田 < .0 01 )
,

证明食物中添加硒

酸钠与致肿瘤效应降低的关系非常密切
.

统计学计

算表明
,

在实验中为预防肿瘤形成而应用硒酸钠
,

可使致肿瘤作用约降低 32 %
,

这一数值相 当于抵消

有效剂量当量 1
.

2路 v 的照射作用
.

预期在照身垢
.

立即以最佳剂量给予硒酸钠可能

比延期给予硒酸食物更有效
.

为此
,

在预先确定各

居民组中硒缺乏程度的条件下
,

研究向饮食中添加

方法 〔食物和饮水 )就具有高度的迫切 性
.

(刘学成摘 张景源校 )

07 8 微 ! 元素硒在卫生学 实验中抗 癌作 用

的研究 〔俄」/众
~

ot :

队二 , 几
r , 。 , 一

199 3
,

(7 )一 54 一 57

此项实验是研究硒酸钠对受高剂量辐射作用

的机体的影响
.

模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排放对居民

的照射状态
,

实验 动物在 辐射作用结束后一定时

期给予含硒酸钠饮食
,

硒的延 期应用是为 了确定

富硒饮食对数年前受核 电事故照射的居 民是否有

作用
.

用 2 17 只体重为 185 士 3克的非纯种雌性白鼠

进1予隆性实验
,

第一组动物为对照组
,

不给任何作用

因素
.

第二
、

三组动物在达到性成熟时 ( L S个月 )

受到照射
,

标准饮食两周后
,

每只实验动物一次性

O刀 广岛原子弹中子感生的
’ 52 E u 和 。 C 。 残余放

射性〔英」/ iK v侧如1 .5 二 刀日曰 ht hP 界 一性妇
,

历 (为

一 2刀 ~ 溯
为找出枪式装配的广岛核弹中子放射性的方向

和研究测量数据与 D S 86 计算值之间的系统误差
,

测

定了距广岛核弹爆心斜线 1夕洲〕 米内 70 个样品的

t , 2 E u 和爆心附近 6个样品的 60 伪
.

原爆中心 刃 )

米外样品
’ 52 E u 的测定需化学浓集肴铺

,

同时除掉

样品中铀
、

牡系天然放射性
.

稳定性铺用 中子活化

分析
.

因广岛原子弹为枪式装配
,

所 以穿过弹壳侧面

的中子辐射要比弹头处高得多
,

此外
,

有人提出
,

广

岛核弹朝西南西方向相对垂直约有 巧
。

的倾角
,

这

样
,

弹头将对准西南西方向距爆心 l印 米处
.

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