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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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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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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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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分成四 区 :西南西
、

习日晒
、

洲陈
、

南南为刃匀句
,

各

方向1 侧X )米 内比放射性的回归直线斜率以西南西

方向最陡
,

但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
,

然而
,

考虑到

采样点不是精确地排列而是在各方向分散布置
,

各方

向的差异 (如果存在 )也将趋于平缓
,

因此
,

虽然热中

子注量的各向异性不能明确肯定
,

但已有迹象表 明存

在西南西方向中子能量比其它方向低的可能性
.

还研究了对应于距离的152 uE :E u和印
oC : C 。的比

活度
,

并与 D 8S 6 计算值进行了对比
.

现有的数据与其

他人完成的
’ ` c l结果符合较好

. ” 2 E u 基于 D s 86 的计

算值与本次测量值的比值在爆心附近为 1
.

6
,

在姗米
范围内为 1

.

。
,

在 1绷米范围内为 0
.

05 ; 6 O

oC 的 D 8S 6

计算值与本次测定值的比值在爆心附近为 1
.

5
,

9 00

米内为 1
.

0
,

13朋 米内为 0
.

3
.

上述结果证明 D S 86 高

估了中子的注量
,

特别是高估了爆心附近的热中子
,

而在 1 (拟)米外的情形正好相反
,

这说明
’ 5,

uE 和印
oC

的测量数据系统偏离于 D 5 86 的计算值
,

这直接关

系到早期进人广岛市人员的剂量估计
.

(刘 畅摘 刘学成 张景源校 )

调查表明
,

B阁声 ot k 的 , uP 和 溯 uP 年摄人量

在事故后头三年明显高于后三年
,

其下降趋势与核

武器试验的下降趋势 相似
.

大气沉降和再悬浮

造成食 物的外部污染
,

而土壤的污染可造成经根系

的内部污染
.

头两年内高的日摄人可能主要是由于

外部污染
,

这个时期摄人量的较大波动反映着表面

污染水平的变化
.

预料
,

事故后杯食人 的增加将不

会造成公众体内负荷的明显增加
.

在事故后六年

中总摄人为 2 1 17川丑q
,

假定外部污染的 f] = 1--0
’ ,

根系吸收的 fl 二 10
一 ’ ,

相应的体负荷可能在 。刀2 一

2化旧q
.

经食物链的体负荷与吸人的体负荷相比是

可忽略的
,

因此
,

对于事故后 B闭对改居民的真正体

负荷可能比食物链得来的要高得多
.

(刘学成摘 张景源校 )

0 80 切 尔诺 贝利事故后波兰每日饮食 中的

杯 〔英 ]/ p记tr 左kL 一 曰 js Z 一 刀H司 ht hP 声一
19 9 3

,

65 ( 5 ) 一 48 9 一 4 92

切尔诺贝利事 故约有 6
.

l x 一。 , ,

qB 的 23 ’ P u

和
’ 40 P u 从损坏的反应堆释放出来

,

主要沉降在邻近

地区
,

同时也到达波兰领土
.

为估计杯的消化道摄 人
,

于 19 87 年 3月~ 199 2 年 5 月期间从波兰东北部

B过捧 ot k 城医院公共食堂采集职工饮食
.

样品经处

理后进行 : 闪烁能谱测量
.

方法的化学产额为印%
,

探测下限 ( L L D ) 在计数时间 82 0 00 秒时为 。
.

3rnB q
.

1987 一 199 2 年 食物 中
2 , g P u 和

2 40 P u 的 日摄人量的

fL 何均值依次为 2
.

12
,

1
.

5 5
,

1
.

32
,

04 6
,

0
.

肠
,

0
.

2 7
,

。24
n 1B q

·

d
一 ’ ,

平均年摄人量相应为 774
,

566
,

4 82
,

l韶
,

99
,

88 m B q
·

『 ,
.

从 195 7年 3 月至 1 959年 z月
,

有

一个杯含量波动高锋
,

其最高平均含量为 21 m qB
·

d
一 , ,

最低值桩山以下 68 %可信限的最大值为巧 6沉qB
·

d
一

飞
波动也产生在同一个月的数 日之间

,

每 日 翔 P u 和

脚 P u 含量变动在 78
.

外 IB q
·

d
一 ’ ,

最低值在 .0 2 一

.06
n 1

qB
·

d
一 ’
之问

.

在调查期间
,

没有观察到杯含

量的季节变化
.

事故后第一年
刀 ,

uP 和 ` uP 的平

均 日摄人量达最 高值 (2 1
.

2浏qB
·

d
一 ’

)
,

以后的 4

年 (事故后第 5年 )减少到 .0 27 n 1qB
·

d
一 ’

溯 土壤中氖的测量 [英 ] / C a“ l a n o S D … // H e a lt h

户卜咋
,

一 1袋刀
,

筋(匀一 5刃 一 引 O

氖的半衰期为 12
.

93 年
,

因此可测到累积在土壤

中的氖
.

下层土
、

沼泽地的沉积物
、

水和空气样品中

的氖水平已有人监测过
,

但极少有人测过干土样品

中的氖水平
.

San 八旧d n龙巧沙质泥土样品 (有机物 < 1% )取自

加州旺土拉镇的鳄梨树牧场
.

土样经凉干和 么11n l

筛过筛后
,

称 10 克样土放人九个 25( b 习塑料容器

内
.

在其中六个容器内按每克土重加人 0
.

7O7B q 标

准氖示踪标记溶液
,

然后在每个容器中加人 0
.

l m of /

L N ao H 溶液 至总体积 1X( b 习
.

容器经密封后放在

振动器上振动 30 分钟
,

之后令其沉淀 30 分钟
.

接着

倒人 12 5司 长颈蒸馏瓶内
,

瓶内装有三个 N a O H 颗

粒 (每颗粒约 3
.

5 克 )和 0
.

1克高锰酸钾
,

其中一瓶

不加示踪剂
,

仅加 1田mI N a O H 萃取剂
.

容器中的萃取物要慢慢地倒人长颈蒸馏瓶
,

再

在 1田 ℃ ~ 105 ℃ 温度下蒸馏
,

最初蒸馏出的 10司

液休应倒掉
,

仅收集其后 却〕 111馏出液
.

取 10n U 馏

出液倒人 2伽刀」白勺闪烁玻璃瓶 内 (瓶内装有 10 n l l闪

烁液 )
,

盖好玻璃瓶让它充分混合
,

这些玻璃瓶包括

试剂空白瓶
,

在暗室适应 3小时 放在P a e灿川处以卜T R

闪烁计数器上 O一 .18 6k e V 处计数 30 分钟
,

每份样

品计数应减去无佩本底水平的计数
.

测试结果表明
,

aS n 八刀dJ 吧 aS 土壤中确有佩放

射性
,

平均 .0 “ 心qB
·

g
一 ,

(范围 .0 07 5 ~ 12压卜g
一 ,

)
.

(林容培摘 卓维海 张景源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