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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M Ne 用
’ 之

牛 L DL或川 一n 一
L DL在非标记 Lo L过

鱼和未过鱼条件下 以递增浓度l (~ 5体 g蛋白质 /m l )

刁℃孵育朽分钟
。

计算特异性结合
,

估价刁 ℃条件下结

合和分离的时间过程
.

结果
: ’ 2 , I

一

L o L 和川 I n 一 L D L 与 M N e 的结合显示

了高的亲和力和特异性
,

浓度> 50
n
m ol L/ 时依赖时间

和沮度的结合达饱和状态
.

与健康对照组 (
,

气
一

L D L
:

B . o 2 8 7 4士 2 46n g 蛋白质八 0
.

M N e 一 川 I n一 L n L : B . 。

3 1刁5士 3 s g
n g 蛋 白质八 o

.

M N e ) 比较
,
F H 患者 (

’ 2 , 1
-

L D L
:

B ~ 2 7 9士 4 4 n g 蛋 白质 / 1 0
.
M N e . 川 玩

一
L o L

:

B . 。 5 09士刁s
n g 蛋白质 / l o

.
M N e ) L n L 结合点 (B

. 。 )值

显著较低 (P < 0
.

0 0 1 )
。

健康者相应分离常数 ( K 。
)
’ ” 1

-

L D L 和
’ “ 玩

一
L n L 分别为 1 6士 s

n
m OI 九 和 12士 6

n m o l /L

( p < 0
.

05 )
。
F H 患者 x

。

值分别为 2 0士 s unr
o z / L 和 1 6

士 6 n m o l / L ( p < 0
.

05 )
。

抑制 川 玩
一
.t n L 结合 M N e

( I e
s。
) 健康者为 3 0士 s

n
m o l / L

,

而 F H 患者为 38 士

1 2
n
m

o l / L 。 < 0
.

05 ) , 抑制
’ 2 , l

一
L D L 结合 M N e ( xe “ )

分别为 3 4士 s n m o
l / L 和 4 6士 10n m o l / L伊 ( 0

.

05 )
。

综合

这些结果提示了 F H 患者 M N c L D L 受体数值降低
,

所以
’ 2 3 1

一
L n L 和川 I n 一

L D L 作为受体介质结合和 L D L

摄取的探针是适宜的
。

(钱忠录摘 蒋长英校 )

骨翻是恶性肿瘤骨转移的首发部位
。

肿瘤细胞随

血行先种植于骨髓
,

以后侵入骨组织的荃质
,

最后才

侵入骨皮质
.

骨翻显像上的放射性缺报表示已受广泛

的肿瘤侵犯
,

预后较差
。

骨显像阳性或可疑阳性
,

包括

超常显像病人
,

做骨髓显像能确定恶 性肿瘤的范围
,

有利于病情分期和安排治疗
.

(沈红如摘 马寄晓校 )

07 1 恶性肿瘤病人的骨和骨髓闪烁显像表现〔英〕/

B e r

an L … / / C助 N
u c1 M曰一 19 94

,

19 ( 2 )一 12 1~ 128

7例女性乳腺癌病人 ( 32 ~ 61 岁 )和 3例男性前列腺

癌病人 ( 6 1一 82岁 )作物 T e 一

M D P 3 7 0~ 55 5M B q 骨显像

示骨摄取放射性增多
,

图像质量
“
太好

”
(su ep sr can )

,

肾显示不清楚
。

因疑有骨髓病变
,

用 B e
br in g 公司生产

的” . T 。
标记抗粒细胞单克隆抗体 B w 2 5 0 / 1 8 3作骨髓

显像
。

结果
: 】O例病人的骨欲显像都显示放射性摄取缺

损
,

表示肿瘤组织替代了骨髓组织
。

而 x 线片仅见 1例

的骨盆有可疑转移灶
.

这 1 0例病人的血红蛋白都低于

12 呢L/
,

其中 7例少于 9鲍几 ; 5例有白细胞计数减低 ,

6例血小板计数减少迢例有血清碱性磷酸酶增高
。

刁例

病人做了骨翻穿刺
,

都见肿瘤转移
.

骨显像图上骨质均匀对称地摄取
.如 T c 增多

,

肾摄

取减少
,

这种超常骨显像 (S
u

件 sr ~ )可见于弥漫性成

骨病变
.

也可见于恶性肿瘤伴骨转移的病人
.

但在临

床工作中区分正常显像和超常显像会有困难
.

07 2 一种评价金属放射性核素标记单抗用双功能井

合剂的生物学方法〔英」/ A
r

an
o Y … / / J N uc l M ed 一

19 9 4
,

35 ( 5 )一 8 90~ 8 9 8

金属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单克隆抗体应用于诊断和

治疗时
,

一个主要间题是引起肝脏中较高的放射性积

累
。

故而迫切需要一种生物学方法来评价各种新的双

功能整合剂是否适用于临床
.

实验利用载体蛋白模拟

单抗
,

将金属核素的整合物带到肝细胞的溶酶体 (代

谢的主要位点 )中
,

测定蛋 白水解后标记的代谢产物

排出情况
。

要求载体蛋白在注射后较短时间内能被肝

细胞吸收并转到溶酶体隔室中
,

以减少放射性核素在

肝外组织或体液中的转鳌合或再分配现象
。

同时要求

载体蛋白和双功能鳌合剂结合的形式与单抗的相同
.

半乳糖白蛋白 ( N G A )和甘露糖白蛋白 ( N M A )具有以

上性质
,

是理想的载体蛋白
.

N G A 和 N M 人 分别作为实质肝细胞和非实质肝

细胞靶点的载体蛋白
,

并用 1
一

对异硫氛酸笨基 乙二胺

四乙酸 (s C N
一

Bz
一
E
DT

A )与川 nI 加以标记
,

在静脉注

射六周后雄性小鼠不同时间测定其各部位的放射性核

素浓度
,

观察其代谢情况
.

结果
: N G A

一
s c N

一
B -z E压

T A
一

川 nI 很快在肝脏实质细胞中积累
.

随着肝胆代谢
,

其代谢产物的排出速度比用 D T P A 作双功能赘合剂标

记 的 N o ^
-
D T P ^

一 ` , ` I n 快
,

但比直接标记的 N G ^
一 , , , I

慢很多
。

细胞内的分布研究表明
,

代谢产物 只在溶酶

体部分积聚
,

其从溶酶体中排出的速度不同造成各种

细胞清除速度的差异
。

结论
:

标记代谢产物的生物特性在肝脏清除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
。

本法为搞清标记代测产物在肝代谢

中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模型
,

可用于评估标

记单克隆抗体
,

蛋白或多肚的双功能鳌合剂
,

也有助

于说明在应用各种放射免疫结合物时产生的动物实验

与临床研究之问的差异
.

(王晓青摘 韩佩珍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