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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3维生素 C对小鼠塞丸内放射性核素的防护作

用
:

暗示俄歇效应引起损伤的机理 〔英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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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对掺入 D N A 的
’

:sI 产生的高 LE T (传能

线密度 )辐射现象普遍认为其俄歇效应机理主要是

直接效应
。

但最近采用琉基乙胺 ( M E A )作辐射防护

剂的实验结果
,

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

因此
,

又用

维生素 C 为防护剂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

方法
:

用 8~ 9周的雄性瑞士 W
e

bst
e r

小鼠
,

平均

体重 3鲍左右
。

放射化合物为
’
气d U 和

二OI P .O 以小鼠

精子发生作为实验模型
,

精原细胞的杀死作为生物

学终点
。 ” ` Id U 注入攀丸内2 9天后

, 2 , o P o 注入 36天

后
,

处 死小 鼠
,

观察精子头 存活数量
。

另外
,

注 射

1
.

5拌g 非毒性水平的维生素 C 于小鼠攀丸内
,

作辐

射防护剂
,

再观察其作用
。

结 果
:

单独使用
’朴 dI U 组的 小 鼠精子 D : ,

是

0
.

0 55士 0
.

o Zz G y
, ” , Id U 合并辜丸内注射维生亲 C

组 的 D s, 是 。
.

19 2士 0
.

02 9G
y

,

其 剂 t 降低 系 数

(DM F )在 D , 时为 2
.

3士 0
.

6
,

这一值高于标准 D州 LF
,

提示其有辐射防护作用
。 . ”

oP 的玖
,

为。
.

10 士 。
.

01

G y
,

合并使用维生素 C 则压
,

为。
.

09 士。
.

01 5C y
,

相

应 DM F 为。
.

90 士 。
.

17
.

这些值提示维生素 C 对掺

入 DN A 的
’
气 产生的高 L ET 辐射效应有防护作用

,

而对
, , o P o 产生的高 L E T 5

.

3M e V a

粒子的辐射效

应无作用
。

另外
,

在注射瑙 dI U 前后七天给于橙汁饮

用的三组小鼠的辐射作用与攀丸内注射维生素 C

作用相似
。

讨论
:

维生家 C 同琉基乙肢一样对掺入 D N A

的瑙I 产生的俄歇效应也具有很强的防护作用
,

而对
。
粒子的损伤则无作用

。

结论
: 1

.

维生素 C 对掺入的放射性核素产生的

低 L E江
.

辐射有防护作用 ; 2
.

同剂盆的维生素 C 不能

防护高 L E T 粒子 . 3
.

对慢性低 LE T 辐射有更好的

防护作用 ; 4
.

对掺入 D N A 的
’
:sI 产生的高 L E 】

、

辐射

的防护效应可与低 L E T 辐射相似
;
5

.

除了通常由高

L E T 辐射和拾入 D N A 的放射性核素引起的损伤

外
,

与间接效应相关的游离荃在俄歇损伤机理中起

了! 要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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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后处理厂职工
,

以估算其内照射剂量
。

此法之

可靠程度取决于尿铀量能反映这类职工体内和各器

官内铀含童的程度
.

研究者运用 IC R P 第 54 号出版

物和第 3。号出版物的有关剂盆学模型时未能和实测

结果相符
。

因而有必要直接测定尿铀排出量与肺铀

靡清份额之间的关系
。

研究者们对印度海得拉达德市核憔料厂操作氧

化铀的 23 名工人 (工龄 8~ 23 年
,

平均 1 8
.

3年 )的肺铀

含盈用全身计数器侧t
,

同时逐 日收集他们的尿
,

用

中子活化法侧 t 尿铀排出t
,

分析两者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这些工人肺内铀含量与相应 日期的

尿铀 t 之间呈直线相关关系
,

有统计学显著性 (r =

.0 8
,

尸< 。
.

05 )
。

研究者们进而用这批工人的平均肺

铀含 t 和 日尿铀 t 的平均值推算出慢性吸入 Y 类

铀气溶胶后
,

肺区间沉积的铀的廓清率 (尿铀 t / 日

与肺内铀含 t 的 比值 )为1
.

l x l 。一 `
/ 日

。

(阁效珊摘 )

034 对怪性吸人 Y 类铀气溶胶工人肺铀脚清份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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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辐射防护
.

尿铀盈监侧广泛用于铀矿开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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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物eT 发生器生产厂 7名工人在一次事故中

吸入 T
, ,
M o 和物cT 气溶胶

。 ” M o 的 T , z :

为 66
.

0 2小

时
,

其子体
,侧 T c 的 lT

, :

为6
.

6小时
。

根据” M。 的生产

日期和出事 日期而论
,

此两核素 已达平衡
。

出事后

1
.

3~ 10天对上述人员每天收集尿样 24 小时
,

进行 下

能谱分析
,

测定两核素随尿的排出 t
,

并依照 cI RP

第 30 号出版物中的棋型估算了核素的摄入 t 和剂

t
。

尿样的 y 射线能谱符合枷cT 和 ” M 。 的
。

所有被

检人员” M 。 的尿出率变化曲线形状相似
。

第一次尿

样侧定结果
,

湘 cT 活度高于 ” M 。 ,

以后的尿样两核

素活度基本相同
,

所以认为二者己达平衡
,

衰变校正

依照” M 。 衰变规律计算
。

在摄入量和剂量计算中引

用了 IC R P 的呼吸道沉积模型和 胃肠道模型
。

由于

气溶胶的成分和粒度不明
,

计算中假定粒子的分布

属 D 类
,

其 A M A D (活性中位空气动力学直径 )为

】料m
.

这样算出的尿” M 。 排泄曲线与理论的相符
。

工

人 A (污染盆最大者 ) ” M 。 的摄入盆
,

估计为 1
.

S X

10
,

伪
.

约定有效剂掀为 8
.

月m vs (包括处于平衡中

的湘 cT 的剂童 )
。

从理论上说
,

摄入 ” M 。 之后经过一天
,

尿中的

” M 。与其子体椒 cT 就该达到平衡
,

但第一次尿样

中枷 cT 的活度却偏高
.

估计这可能由于枷 丁。
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