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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修复
,

导致墓因或染色休突变
,

生敏细胞或体细

胞病变甚至癌变
,

另一方面
,

最近发现哺乳动物主要

组织相容性复合 体 (M l诬C ) 中 V ( ! , ) J 区段的 D N A

重组水平可能与辐射敏感性相关
.

在淋 巴细胞分化

过程中
,

免疫球蛋白 ( 19 )
、

T 细胞抗原受体 ( T C R )基

因都进行大量的 D N A 重排
,

形成针对不同抗原的

特定 D N A 组合
.

这一过程涉及到大量 V ( D )J 区段

D N A 双链断裂和重排
,

即正常的
“

D N A 损伤和修

复
” 。

因此
,

研究比较不同细胞 V ( D )J 重组 的正确

率
,

可得知其相应的 D N A 损伤修复能力
.

研究者从

V 7 9
一
4仓 鼠细胞克隆分离出 3个细胞系

:
irs l

,
isr Z和

isr 3
,

它们都对电离辐射敏感
,

通过检测其 H P R T 基

因的自发及 X 射线诱发的突变频率及其 V ( D )J 区

段 D N A 的重组能力
,

研究了它们不同辐射敏感性

的可能影响因素
.

采用 6
一

T G 抗性克隆筛选法检测 H尸R T 的突变

频率
.

v ( D )J D N A 重组研究中
,

转染的质粒为染色

体外检测 质粒 PJ H 29 9
,

其 中有编码 氨节青霉 素

( a m p )抗性基因和转录终止子复合氯霉素乙酞转移

酶 c( a )t 基因
,

只有发生正确重组时
, c at 基因才能表

达
,

而使细胞表现出对氯霉素 ( ca m )的抗性
.

比较对
a m p 和 ca m 均有抗性的克隆数与对

a m p 有抗性的

克隆数
,

即可得到 v ( D )J 的正确重组频率
.

H P R T

突变频率的研究结果表明
,
i sr l 比其他细胞的辐射敏

感性高
,

说明其修复系统不如其他细胞完善
.

而对 V

( D )J 重组研究表明
,

V 79
一
4及 ir

s
细胞系列的正确重

组率没有明显 差异
。

说 明 isr 细胞 并没有 明显的

D N A 损伤修复缺陷
。

综上所述
,

除 D N A dsb 修复能力影响细胞的辐

射敏感性外
,

其他细胞过程特别是影响 D N A 修复

调控的细胞过程
,

也能影响细胞的辐射敏感性
.

(陈振军 刘旭平摘 杨风桐 校 )

蝇的遗传背景
、

其 A R 差异的机理
,

同时对引起 A R

的最小剂量作了观察
。

研究采用 14 级 (歇。
ge 14) 卵母细胞

,

因在照射后

其显性死亡率最高
,

且其染色体断裂持续时间较长
。

实验用纯合子突变种
,

共分三个实验系列 (分述于结

果中 )
。

卵母细胞显性致死试验的观察 (包括两个实

验系列 ) :

照射不同基因型的雌蝇
,

立即与未照的雄

蝇交配
,

通过计数所产卵数和计数 4 h8 后未孵出的

卵数
,

作为显性致死效应的指标
。

X 射线照射
:

用 X

射线机
.
l o o k V

,
1 4m A

,
Zm m A I

。

雌蝇预先照射适应

剂量 20 m G y
。

照后在不同时间间隔照射大剂量 ZG .y

小剂量照射时剂量率为 1和 s m G y / m in
,

大剂量照射

时剂量率为 1和 3
.

4 2G y / m in
.

每个实验系列重复 5 ~

10 次
,

每个测量点至少计数 5 00 个卵胚
.

结果
:

在第一个实验系列中
,

不同种系的成熟卵

母细胞的显性致死率
,

有的表现出 A R
,

而有的种系

则没有
。

有 A R 的种 系
,

其 显性致死率最大 降低

30 %
,

适应性反应只发生在带有白色突变基因 (W

基因 )的种系中
.

第二个实验系列
,

通过一些经重组

的种系
,

也观察了类似结果
,

再一次证实了 A R 的发

生依赖于果蝇的基因型
,

推测有关的遗传因子可能

定位在 X 染色体的远端
,

紧邻 W 基因
.

在第三个实

验系列中
,

通过 X 射线诱导 W 基因的产生
,

使不产

生 A R 的种系产生了 A R
,

进一步支持 了上面的推

测
。

诱导剂 量在 。
.

2 ~ 20 m G y 内
,

均 产 生 了 A R
,

0
.

l m G y 不能诱导出 A R
.

实验还发现了诱导剂量的

刺激效应
。

(杜泽吉摘 郑斯英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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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发现的适应性反应是大肠杆菌对烷化剂致

D N A 损伤产生的适应性反应 ( A R )
。

对于低剂量辐

射 (内
、

外照射 )诱导的 A R
,

大多都是用人淋巴细胞

来研究的
.

研究者曾报道了预先照射 20 m G y X 射线

的果蝇卵母细胞
,

产生了对相继 ZG y X 射线的抗性
,

其程度与所研究的果蝇的种系有关
。

本研究进一步

检测了这种种系的不同对 A R 的影响
,

探讨不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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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基二乙醇胺诱发培养的人正常

输尿管上皮稳定 p 53 癌蛋白和
c 一m cy 的超常表达

〔英〕/ M o t h e

isr l l C … / / R
a d ia t R e s一 19 94

,
1 38 ( 1 )一

93~ 9 8

单用
`

℃。 照射
,

或与 N
一

亚硝基二乙醇胺 ( N N E )

合用
,

刺激培养的 60 例非恶性肿瘤病 人输尿管上皮

组织中缺陷 p 53 癌蛋白和
。 一

m y c

的表达
,

目的是 了

解辐射和亚硝胺附加刺激到什么程度将增加外植组

织培养物中缺陷 p 53 蛋白高水平表达的病人数
,

及

这组病人是否也显示
。一 m y c

的表达升高
.

从做再建手术肾脏病人输尿管上切取一段
,

取

Zm m ,
剥去脂肪和结缔组织的薄切片置于含 Z m l R P

-

M l 1 6 4。附加培养荃的培养瓶中培养
。
2天后经 Y射

线 !!砚射 SG y (一 0
.

SG y /
; , , in )

,

或与 N N E (最终浓度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