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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

确定单核
、

双核
、

三核和四核细胞的频率
。

结果
:

对于全血培 养
,

在两种 收获时 间
.

6陀 /

ml CI 亏浓度 比 3雌 /m !诱发双核细胞率高
,

但三核或四

核细胞的均值从 1
.

8% ( 6 8 h )上升 到 4
.

9 % ( 7 2h )
,

因此

宜采用 C B 浓度 6拼 g / m l 和 6 h8 的培养方法
。

对于分离

淋巴细胞培养
,
7 h2 收获细胞比 6 h8 双 核细胞的比例

明显增 多
,

三核细胞或四核细胞的均值从 。
.

4% ( 6h8 )

上升至 2 % ( 7h2 )
,

因此分离淋巴细胞培养宜 用 C B 浓

度 6拌 g /m ! 作用 2h8 后收获细胞
.

在所有 C B 浓度作用

时微核率均相似
。

两供体中一供体在 3m g /m lC B 浓度作用 时双核

细胞率 比另一供体高
,

相反对全血培 养的两供体在

6雌 / mI C B 浓度作用下双核细 胞率十分相似
,

实际上

分离淋巴细胞还高一些
,

说明不同个体之间双核细胞

率的不同不仅取 决于对有丝分裂剂的作用
,

而且也决

定于不 同 C B 浓度的作用
.

采用分离淋巴细胞培养优点
:

首先
.

不 用低渗处

理可获得平展的细胞形态 ,第二
.

细胞密度容易控制
,

排除了成群细胞染色差 的现象
。

采用叮陡橙染色简

单
、

快速
,

不需 复染
,

而且避免了福尔根染色中由于水

解破 坏小的 D N A 片断导致微核率的低估
,

其不足

是易褪色
。

(钱 义摘 王知权校 )

了亚铁锹化铁 加到 M二叨伽刁一 B 上的最佳技术规程
,

并得

到 T
,、 M一 k巾纤维

。

毒理学和医学生物学研究未发现过滤器 提出物

和已过滤的牛奶对实验动物有不良作 用
,

没有发现牛

奶的色味和理化技术指标改 变
。

试验确定
,

滤过材料面积为 1 4 4 c m , ,

滤器 密度为

500 9
·

m 一 ,

时
,

最佳撼过速度约为 11
, ·

m in
一 ’ .

过滤速

度对结果有明显影响
.

牛奶体积 对净化 影响较小
.

牛

奶酸度对净化过程有重 要影响
.

而牛奶含油率对净化

效果影响较小
。

经培训后
,

给每个主妇一套过滤装置
,

在 滤过 面

积为 1 44c m
2 ,

滤过速度为 lL
·

m in - 怕寸
,

净化效率平均

为 9 0 %
.

在勃良斯克等地区的乡 村进行 3~ 5 天试验
,

滤器使用后
,

先用凉水清 洗
,

再用 70 ℃热水清洗
.

再在

空气中晒干
,

重复 使用净化效果无明显降低
.

(刘学成摘 张景源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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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除牛奶中的
1 3, C s ,

而 又不影响牛奶 的食用和

生物学价值
,

提出了制造
: 、M一呻 化 学吸附纤维的技术

规程
,

并用这种纤维制造 清除
’ 3℃ s

的过滤器
。

制造过滤装置和研究过滤方法必须找 出 高活性

吸附剂
.

亚铁氰化铜
、

钻
、

二价或三 价铁是选择性吸附

艳的吸附剂
,

它们虽然是 不溶于水的 固体粉末状物

质
,

但 由于 它们的 低分散组分难于与液体分离
,

应用

受限
.

为 此
,

需将它们以一定形式固定在载体上
.

过 去

试用的硅胶
、

氟塑料等载体只能使亚铁氰 化物形成机

械性沉积
,

不能得到 固定的均匀 含量的吸 附剂物质
。

选择 、 ,
一

R纤维 (纤维 素和 聚丙烯睛的嫁接共聚物 )

作为纤维模板
.

可为亚铁撅化物沉积提供充 足的校

基
.

以 确保其进入纤维
。

这纤维用含铁离子溶液 FeC朽

或 F e: (以 )。 )
3
和亚铁氰化钾溶液处理

,

得到
. 、M 一

呻 纤

维
.

含亚铁氰化铁不少于 35 m g
·

g 一 ` .

过撼器工作时必须避免丙烯睛
、

丙烯酸
、

亚铁银

化铁
、

亚铁氰化物
一

离子
、

游离的氮 化物离子向牛奶中

转移
,

因为这些化合物对 机体有不良作用
.

为此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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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了食品和含有钙的食品添加剂 对的 sr

在 骨 内 蓄 积 的 影 响
.

食 物 为 头 和 内 脏 制

成的鱼 丸 (含钙 4 9
·

k g 一 ,

)/ 鳍鱼 肉片 (含钙 。
.

5 9

·

k g 一 , )
、

添加骨粉的白面包制品 (含钙 2
.

5 9
·

k g 一 , )
、

碳酸钙 (含钙 4 0% )
,

微量元素氛 (在烘 制千面包时加

入 N a F )
。

将 1 4 0 只平均体重为 ( 16 0士 5 ) g 的非纯种雌

性大鼠分成 7 组
,

分别用 各种特定食谱喂养 15 夭后
,

在 4天内 (间隔 1~ 2天 )用探针经 口注入比活度为 7
.

9助
·

m l一 ,
的加 S rC I

:
溶液 。

.

5m l继续维持饮食 20 天
,

用 乙

醚 对 大 鼠 麻 醉
,

取 股 骨 测 量 放 射 性
.

结

果表明
,

第 1组 (对照组
,

饮食中缺钙 ) 鼠骨中 的 S r

沉积量 虽有所降低
,

但不明显
;
第 3 组 (添加 C

a
C O 3 )骨

中 90 S
r
沉积量较对照组低 2 倍

;
第 4 组 (富钙鱼丸饮食 )

也有相似改变 ; 鱼丸 + C a C O :

的第 5 组 , st 蓄积降低

最明显
,

骨中 gO S r
仅为对照组的 1 7

.

5 % ,第六和第七组

(食物中加入富含骨粉 和 氛的千面包 )骨中即 S r
的蓄积

也得到明显 的降低
。

其次研 究 了 海洋来 源的食物 昆 布 ( aL m i an ir a

aJ op in c。 )和鱼 丸对经 口摄入 ” , C 、
在体内蓄积的影响

.

将 100 只体重为 ( 1 6 5土 5 ) g 的雌性大鼠分成 4 组
,

第 1

组为对照组
,

其它 3 组 经 口给予
’ 37 C

s 80k 鞠
,

其中第 3

组又给予昆布 粉每昼夜 2g
,

第 4 组又给予鱼丸每昼夜

79
.

结果 表明
,

食物中加入昆布和鱼丸显著降低了
’ 37公

的蓄积
,

到实脸的第 “ 天时
,

第 3 组
’ ” C s

平均 含址为

对照组的 “ %
,

第 4 组为 5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