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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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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w n

SJ

… / /R
a d ia t R e s

一 1 9 9 4
,

1 3 7一 3 4 or 4 3

对人成纤维细胞株 A G 1 5 2 2的 l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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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士。
.

13 断片 /细

胞
·

G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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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使用

22 o k V X 线机的不同剂 t 进行照射 ( o
,
0

.

5
,
1

.

0和 2
.

` y )
.

剂量率 i 2 8
r a d / im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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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 法 分 析 [英 〕z M
a t s u o k a

A … / /M
u t a g e n e s i s一

1 9 9 4
,

9 ( 2 )一 1 5 l wt l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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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 0 1 P h邓一 1 9 9 4
,

2 8 ( 2 )一 3 4 3~ 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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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连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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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照射 6次
,

L 4水平总量 1 20 0C G y
,

肺部限在 g o oc G .y

高组 L 4 水平瞬时剂量率 为 6c G y /m in
,

低组为 c3 G y /

m in
.

同种异体骨髓移植后如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

( G v H D 〕
,

则 用 类固醉进行治疗
.

随访 31 ~ 67 个月

( 中位数 50
,

平均 48 )
.

治疗后 3年内每 6个月做血液学

与眼科检查 (包括裂隙灯检查 )
,

当视力减少到正常

的 2 / 1 0或 3 / 1。
,

则作白内障摘除
。

全部数据作单变量

与多变量分析
.

结果
:
1 7~ 4 6个月后 1 5 7例中的 1 6例 ( 1 0% )发生

白内障
,

估计 5年发病率 23 %
.

” 例低组中4例 (5 % )
、

80 例高组中12 例 ( 1 5% )发生白内障
,

5年发病率分别

约 12 % 和 34 % ( P一 0
.

0 3 )
.

5 7例单次照射组中的 10 例

( 18 % )和 10 。例分 次照射组中的 6例 (6 % )发生白内

障
,

5年发病率分别约 39 %和 13 % (P ~ 。
.

02 )
.

按亚组

分析
:

在单次照射组
,

28 例低组中的 3例 ( n % )和 29

例高组中的 7例 ( 24 % )发生白内障
,
5年发病率分别

约 2 4环和 5 3%
;
在分次照射 组

,

49 例 低组 中的 l例

(2 % )和 51 例高组中的 5例 ( 10 % )发生白内障
,

5年发

病率分别 4 %和 22 % (单次照射低组对单次照射高

组
,

分次照射低组对分次照射高组
,

P = 。
.

。。 6 )
.

类固

醇治疗
,

对 白内障发病率无差别 (3 。%对 25 %
,

P二 .0

22 )
.

多变量分析示瞬时剂量率是唯一影响发生白内

障的因 素
.

因此
,

在 BM T 前的 T B I 中
,

瞬时剂量率

和 1或分次因素可以影响白内障的发生
.

(骆建华摘 曾兴炳 张景源校 )

特殊分析
.

这组人群中几乎没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 C L L )
.

分析表明
:

除 A T L 外
,

辐射均有诱发白血

病各亚型的危险
,

而且受照年龄
、

性别及危险的时间

模型在各亚型间有显著差异
.

A M L 剂盆反应函数为

非线性关系
,

但未证明其它亚型也是非线性关系
。

白

血病亚型的追踪期间人群平均超额绝对危险 ( E A R )

的预测值 (每 1 0’ 人
·

年
·

S
v
的病例数 )分别为

:

A L L

0
.

6
,

A M L I
.

1
,

C M L 0
.

9
.

IS
v
预测平均超额相对危

险分别为
: 9

.

1
,
3

.

3
,
6

.

2
.

男性淋巴瘤的危险表明有

所增加 (E A R ~ 。
.

6 / 10
`

·

人
·

年
·
S v)

,

女性则未见增

加
。

分析尚未表明多发性骨盆瘤的超额危险
。

( 卜桂兰摘 王献理 张景源审校 )

1提 原爆幸存者 ( 1 950 ~ 1 9 8 7年 )的白血病
、

淋巴瘤

及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情况 〔日〕/P er st o n D / /放

射缘科学一 1 9 9 3
,
3 6 ( 8 )一 2 9 1~ 2 9 2

本文分析并发表了 1 9 5。年后期至 1 9 8 7年末原爆

幸存者寿命调查人群的白血病
、

淋巴瘤及骨髓瘤的

发病情况 (受照者 9 5 6 9 6人
. 2 7 7 5 0 0 0人

·

年 )
.

该分析

是在原资料基础上
,

加上白血病 9年追踪调查和骨髓

瘤12 年追踪调查的材料
.

文中首次报道了该人群的

淋巴瘤发病率
。

据白血病登记资料和广岛长 崎肿瘤资料记载
,

确定白血病为 290 例
.

淋 巴瘤22 9例
,

骨髓瘤 73 例
.

分

析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市内或市郊被诊断为原发肿瘤

的 DS 8 6估计 y 射线剂量为 0 ~ 4G y 的幸存者 (白血

病 23 1例
,

淋巴瘤 20 8例
,

骨髓瘤 62 例 )
.

分析焦点是超

颇绝对危险的时间从属模型
.

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 A L L )
,

急性拉细胞 白血病 ( AM L )
,

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 ( C M L ) 及成 人 T 细胞白血病 (A T L )进行了

U 3 致疙实验的种系差别 〔日〕/获生俊昭 …刀放

射绝科学一 1 9 9 3
,
3 6 ( 8 ) 一 2 8 9

在致癌实验中
,

实验动物的种系与致癌因子共

同决定着致癌的靶器官
.

通过给与大鼠各种 N
一

亚硝

基脉来探讨诱发癌症的靶器官的不同表明
:

给与大

鼠 N
一

亚硝基乙基脉 ( E N U )容易诱发红 白血病 , N
-

亚硝荃丙墓脉 (P N U )容易诱发原粒细胞白血病 , N
-

亚硝墓丁基睬容易诱发粒细胞白血病 ,给与 F川大

鼠和 BU F / M二大 鼠 P N U 易诱发胸腺淋 巴瘤
,

而

L E S 大鼠的胸腺淋巴瘤的发病率则很低
.

BU F / M .

大鼠和 w K y 大 鼠的遗传学分析结果表明
,

决定致

癌时间长短的基因与 G l
一

I 相连接
.

对 aF 二大 鼠和

B U F / M二大鼠进行 4次 X 射线照射 (照射期间 1~ 1
.

5年 )
,

未发现有胸腺淋巴瘤的产生
,

也未证 明 P N U

对诱发胸腺淋巴瘤有促进作用
.

对辐射不易诱发胸腺淋巴瘤的 S T S /A 小鼠和

C 3 H / H
e N sr 小鼠进行 4次 X 射线照射或给与亚硝基

脉
,

发现几乎未见辐射诱发 S T S / A 小鼠胸腺淋巴瘤

的产生
,

但亚硝荃脉的诱变率却很高
.

E N U 容易诱

发 C 3H /H
e N r s

小鼠红白血病的产生
.

荻生等认为

今后还应进一步探讨化学物质与辐射致癌的不同机

制
。

( 卜桂兰摘 王献理 张景源 审校 )

1 14 2
一

10 。对放射性 口腔咽喉粘膜炎的防护作用

【日〕/宫 下次广 : 刀 日本 医学放射腺 学会杂志一

1 9 9 4
,

5 4 ( 4 ) 一 6 7~ 6 9

报告了 Z
一
100 对头颈部肿瘤患者因放射治疗引

起的口腔咽喉粘膜炎的防护作用
,

在进行放射线照

射的头颈部肿瘤患者中
.

选用有下列条件的 25 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