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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用荧光原位杂交法测定人成纤维细胞受职后

不同染色体的损伤
、

修复和互换形成 [英〕 /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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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成纤维细胞株 A G 1 5 2 2的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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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和 13 号染

色体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 FI S H )并与早熟染色体

凝集技术 ( P CC )结合
,

从四个层次观察照后染色体

畸变情况
:

①最初染色体断片数 (照后 h6 内) ;②修

复后的断片数 (照后 2 4h) ,③首次有丝分裂中期的断

片数和互换数 (照后 27 ~ 3 2 h ) .

④第二次有丝分裂中

期的稳定性易位数
.

同时
,

观察断片在染色体上的位

置
,

其数量是否与染色体大小成正比
,

即断片的产生

是否有随机性
。

结果
:

最初断片数及修复后的断片数同所观察

的4个染色体的大小成正比
。

若从最初断片斜率外推

到整个染色体基因组
,

则其值为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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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断片 /细

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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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整个染色体基因组的最初断片数可以

通过单个染色体加以 预测
。

通过斜率比较 2 h4 P CC

与最初 CP C 结果
,

可以观察间期染色体修复程度
:

其中的 85 %最初断片得到修复 ;剩余断片中的一半

为未重组断片
,

另一半为错误重组或互换
。

照后 2h4

细胞与首次有丝分裂中期相比
,

后者的畸变数因未

重组断片显著减少而减少
。

首次有丝分裂中期的稳

定易位和双着丝粒数量大致相等
,

而第二次有丝分

裂中期的稳定易位数不变
,

双着丝粒却下降
,

提示随

细胞的进一步繁殖
,

含双着丝粒细胞逐渐死亡
.

结果表明
,

1
,

4
.

8和 13 号染色体的最初断片数
、

24 h 后畸变数和首次有丝分裂中期畸变数均与这些

染色体的大小成正比
。

其次
,

双着丝粒数量可以用于

预测细胞存活情况
。

首次有丝分裂易位数与双着丝

位数比为 l : l
,

与第二次有丝分裂易位数相等
.

所以
,

无论照后何时
,

易位数可反映首次分裂的双着丝粒

数
,

从而反映细胞存活情况
,

因而可以预测肿瘤细胞

的敏感性
。

(杨 星摘 邵松生 王 知权校 )

血样来 自一名健康的女性 (年龄 39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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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常规培养 4h8 或 7 2卜

后制备染色体标本
,

t 于一 20 ℃液氮中保存备用
。

单独用 1
.
3和 4号及 1

,
4号染色体组合的特异

D N A 探针
,

按其提供的操作方法对染色体标本进行

彩染
.

只记录具有 46 个着丝粒
、

着色好且彩染明亮的

中期相
,

依每个染色体中期记录彩染区域和包括彩

染部分的重排数目
,

估算畸变的签因组频率
。

结果
:

无论照后 48 h 还是 7h2 的培养
,
4号染色体

发生重排的细胞频率均随荆量呈依核性升高
,

4 h8

培养的重排率在所有实验荆 t 点均比 72 h 培养的要

高
,

48 h 培养出现的易位和双着丝粒是最常见的崎

变
,
7 h2 培养出现的双着丝粒叔率在所有荆 t 点均

降低至接近对照水平
,

而易位频率则持续增加
。

对

7 2h 培养的淋巴细胞用 1
,
3和 4号及 1

,
4号组合探针

检测其易位频率
,

进而估算易位荃因组的叔率
,

在每

个剂量点根据探针的结合而变化
.

在所有的荆 t 照

射中
,

没有特殊的探针表现出最高价值
。

另外发现
,

检测到的易位频率高于双着丝粒颇率
.

可能的原因
,

①照射后在第二或随后有丝分裂时细胞的存在 . ②

辐射诱发的易位可能比双着丝粒更多
,

同时也提示

染色体彩染能有效地检测易位
。

染色体彩染与显带技术相比
,

不需要铺展很好

的中期
,

这样增加了可分析的中期数
,

从而提高了枪

测能力
,

在检测染色体重排上比常规显带分析简单
.

更客观和实用
。

(王 芹摘 唐卫生 王知权校 )

110 x 射线诱发离体人淋巴细胞染色体崎变的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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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特定的 D N A 探针彩染法研究了 X 射线照

射后诱发 人离体淋巴细胞染色体重排的情况
。

I n 全身照射与白内障发病率
:

两种瞬时荆 t 率的

随机比较 [英〕O/ sz a 卜in M … / /nI t J R a d ia t o n e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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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9 8 6~ 1 9 8 9年间对 157 例各种血液恶性肿瘤

患者于骨储移植 (B M T )前用两种技术
,

即单次照射

和分次 (6 次 )照射作了全身照射 ( T B I )
。

并依两种瞬

时剂量率把患者随机分为低组和高组
.

57 例单次照

射 (低28
.

高 29)
,

10 。例分次照射 (低49
,

高 5 1 )
,

亦即

” 例属低组
,

80 例属高组
。

单次 T BI
:

用 6M V 直线加

速器的水平线束 (病人侧卧照射 )
,

1天内在 L 4水平

平面给总 t 100 吸 G y
,

肺部剂 t 经 部分 屏蔽限在

80 0c G y
.

对平均体厚为2 0c m 患者 (L 4水平 )
,

高组瞬

时剂 盈率 为 1 c5 G y / m in
,

低 组 为 c6 G y / m in
.

分 次

T B I
:

用
` 。C 。

机的垂直线束 (病人仰卧
.

俯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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