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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

3 个部分缺失
.

7 个 汇常
。

自发突变休和 辐射

诱导突变体的定赁分布表明二准纯 4 G y 照 射产生的

39 个突变体中缺失型有 30 个 (” % )
。

低剂量复合

高剂量中
,

3 8 个突变体 中缺 失型有 16 个 ( 4 2 % )
。

单纯大剂量组未发生 基因重 排的突变体有 9 个

(2 3 % )
,

低剂量复合高剂量组有 22 个 ( 58 % )
。

对无

H P R T 基因结构重排的 40 个突变体检测其基因表

达
.

发现单纯低剂量处理细胞分离的所有突变体中

扩增出了 H P R T 转录物 9 / 9 ( 1 0 0 % )
,

低剂量复合高

剂量组中大多数突变体也扩增 出了转录物 19 / 22

( 86 % )
,

相反
,

单纯高剂量照射组的 9 个突变体中 4

个未检侧到 H P R T 转录物 5 / 9 ( 5 6 % )
。

哺乳动物细胞中辐射适应性机制仍不清楚
,

资

料提示 :①低剂量可能诱导与减少染色体崎变有关

的修复机制 ; ②低剂量可能诱导新的蛋白质合成 ;③

辐射适应性可能与增强细胞清除毒性 自由基机制有

关
。

( 田生 礼摘 刘及校 )

已无差别
。

当 细胞受照后即刻进行染色体分析
,

p H
e 6

.

。
、

6
.

7
、
7

.

6 下细胞产生染色体崎变的数量和

类型无显著区别
,

但孵育 9 小时或 24 小时后
,

三种

p H e
条件下染色体暗变的修复情况有显著差别

.

对

双着丝粒和无着丝粒的修复 依次为 : p H e 6
.

7 >

peH 7
.

6 > p He 6
.

0
.

结果还显示
,

5A 4 9 细胞胞浆的

pH 变化趋势同 peH 是一致的
,

p H 的变化不影响受

照细胞的增殖周期和分裂指数
。

可见
,

细胞内外 p H 的改变同细胞 P L D R 和 ds b

重接能力密切相关
。

当细胞处于偏酸 ( p H e
6

.

0) 环

境时
,

几乎没有 P L D R 和 ds b 重接或染色体损伤的

修复
,

提示可能由于某些修复酶的催化活力被酸性

p eH 抑制所致
。

(蔡建明摘 郑秀龙校 )

05 3 细胞内外 p H 对受照坪期 5A 49 细胞潜在致死

性损伤修复
、

染色体崎变和 D N A 双链断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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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选 用具 有 较 高 潜 在 致 死 性 损 伤 修 复

( P L D R )能力的 5A 4 9 人肺癌细胞
,

探讨了细胞内外

p H 变化与受照细胞 PDL R
、

染色体畸变 以及 D N A

双链断裂 ( dsb )等之间的关系
。

方法 :用 X 射线将处于坪期单层培养的 5A 49

细胞照射 7
.

S G y
,

剂量率为 1
.

66 G y /分
,

照前用 已耗

尽养 份 的培 养 液 替换 正 常 培 养 液
,

并 用 l mo l/

I
,

N ao H 或 0
.

2 m ol 儿 醋酸调节细胞外 p (H p eH )
,

照

后不同时间内计数形成的克隆
,

用克隆计数法检测

细胞 lP
沙

D R ;用中性滤膜洗脱法检测细胞 ds b 重接能

力 ;按 I A E A 推荐的方法进行染色体畸变和细胞增

殖动力学分析
。

结果 :将 p H e
从 6

.

7 一 6
.

5 升至 7
.

6 时
,

P I
J

o R

受到部分抑制
,

降至 6
.

0 时
,

P L D R 更受抑制
,

而且

比 p H e 7
.

6 时抑制更大
。

细胞 置于 p H
e

6
.

0 时
,

ds b 亚接能力显著抑制
,

照后 2 小时
,

在 p H e 6
.

0 以

下 的 细 胞 仍 有 51 % 的 ds b 尚 未 亚 接
.

而 相 同 条 件 下 p H e
6

.

7 或 7
.

6 的细胞尚未重接

的 击h 只有 巧 %
.

当细胞处于 p H
e 7

.

6时
.

照后 30 分

钟 d
s
h 爪接程度低于 p H

e
6

.

7
,

但 1 2 () 分钟时两者

05 4 整体受照小良骨位细胞存活与 D N A 双链断裂

的关系 (英〕/ eP it 勺v e c k i M… // aR d ia t R es 一 19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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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以 w R
一

27 21 的辐射保护作用为观察指标
,

探讨了整体受照小鼠骨盆细胞存活与其 D N A 双链

断裂 (山 b )之间的关系
。

方法 : 将 12 一 16 周龄的 3C H / K
a m 小鼠腹腔注

射 w R
一

27 2 一( 4 0 0m以kg )
,

30 分钟后用
` 3 7

6 下 射线

行全身照射 ( SG刃m i n)
,

处死小鼠
,

制备股骨骨髓细

胞悬液
,

体外法培养粒
·

巨系造血祖细胞 ( C F -U G M )

和红系造血祖细胞 ( B F-U )E
。

对观察 ds b
,

则于受照

前 6 小时一次或照前 18
、

24 小时两次腹腔注射 3 H
-

d T hd (7
.

4 x 10 .

伪 / g 鼠重 )
。

照射后于冰冷条件下

制备骨髓细胞
,

分别用中性滤膜洗脱法及脉冲电泳

法 ( P F G E )测定 d s b
.

结果 : C F U
一

G M 和 BF U
一

E 的剂量
·

存 活曲线表

明
,

在 S G y 丫射线照射剂量范围内
,

w R
一

2 721 对整

体受照小鼠这两种造血细胞的防护系数 ( P F )分别

为2
.

0 1和 1
.

88 左右
。

对 D N A 损伤的防护
,

在上述

剂量范围内
.

中性滤膜洗脱法几乎测不出 w R
一

2 7 21

的保护作用
,

只有在受照剂量达 2 0一 3 0G y 时
,

保护

因子才逐渐增加至 2 左右
。

而 用 P F G E 法
,

在 0 一

20 G y 受照时测得 P F 值仅为 1
.

2
.

实验说 u)I
,

整体动物受较低剂量辐射后 D N A 双

链断裂和 细胞死亡之 问 并无平行关系
,

这时 w R
-

2 7 2 1 对细胞死 亡和 ds b 的保护作 用不一样
,

与以往

休外的实骏结果不符
。

其原因可能有 : 受试动物种

类不同
,

照射方法各异
,

W R
一

27 21 对骨仿血流
、

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