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学
·

放射医学核 医学分册 9 19 5年第9 1卷第刁期
·

18 9
·

菠 道
0 7 3炙光原位杂交法检测染色体崎变作为人肿瘤细

胞辐射敏感性的预测指标 〔英」c /~
一

M ra t i nJM …刀

I nt J R a d场t i Bo l一 9 19 4
,

66 ( 3 )一 2 9 7 ee 3 0 7

人类 4株肿瘤细胞
,

其中卵巢细胞系 ^ 1 8盯和鳞癌

细胞系 s c c 6 1对辐射敏感
,

肺腺癌细胞系 A 5 49 和鳞癌

细胞系 s Q 20 B 则抗辐射
。

细胞经
, ” c 。

室温下照射不同

剂量
,

剂是率为 I G y / m in
,

通过集落试验测定每株细胞

存活曲线
.

染色体晴变检测实验
:

分别用 4
,

6
,

9和 12 号

染色体特异性探针与峨株细胞的染色体杂交
,

选出畸变

最少的染色体作为最适探针
,

测定照射后的细胞染色

体畸变
,

并选择合适细胞培养时间来建立辐射诱发染

色体畸变的剂量效应曲线
.

结果
:

存活曲线表明
,
A 18峨7和 s c c 61 在低剂量区

几乎无
“

肩部
” ,

而 ^ 5 49 和 s Q 2 0a 出现宽
“

肩
” 。

细胞

系间存活参数差异显著
。

未经照射的肿瘤细胞本身就

存在较 多 的 染色 体砖变
,

^ 5 ; 9
、

^ 1 5 月7
、

s e e 6 1和

s Q 2 0B 的最适探针分别是 4
,
9

,

6 和 6号染色体
.

辐射诱

发的染色体崎变在照后 20 小时达到坪值
,

照后 2刁小时

的剂量效应曲线表明它与细胞存活 曲线不完全一致
,

也即与细胞的辐射敏感性不完全一致
。

但照后 1刁天的

染色体畸变的剂量效应曲线显示
,

辐射敏感性高的细

胞系中染色体崎变已基本消失
,

而辐射敏感性低的细

胞系中染色体崎变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

说明辐射敏感

性低的细胞对染色体晴变有较高的耐受性
.

照后 24 小

时与照后 14天
,

染色体晴变率的差值与剂童的关系曲

线可以反映细胞的辐射敏感性
,

并与细胞的存活曲线

一致 (
r
= 0

.

9 4 )
。

因此
,

用全染色体特异探针进行炙光原位杂交检

测染色体晴变
,

可能是预测人肿瘤细胞系辐射敏感性

的有用工具
,

但器同时测定早期诱发的崎变和后来持

续存留的晴变以增加准确性
。

(张泽云摘 张钾西校 )

死亡了?如它们死亡
,

其形式是程序性死亡还是坏死 ?

研究者选择人早幼粒白血病细胞系 (H L
一

6 0) 作为

研究对象
,

用不同浓度的锌对之进行处理
,

再进行紫

外线照射并与 A T A 处理的细胞进行比较
,

从细胞形态

学
、

D N A 断裂和对核酸内切酶的作用方面进行了研

究
.

结果
,

对照组在照后 1 2小时细胞程序性死亡率接近

100 %
,

而锌则对细胞程序性死亡有抑制作用并存在量

效关系
。

最佳剂量为 l m m ol /L
,

也是毒性最强的剂量
.

在紫外线照射后 4小时没有发现细胞破坏和核裂解
,

而锌处理的细胞形态学在 8小时开始出现变化
,

表现

为核浓缩
,

在 12小时这些细胞比例增加
.

在照后 2 `小

时用锌处理的细胞可有广泛死亡
,

展现许多坏死的特

征 ; 单独用锌处理的细胞2月小时后也有坏死现象 ; 在峨

小时去掉培养基中的锌不能改变上述观察结果
.

D N A

分析结果表明
,

锌可以抑制 D N A 单链和双链断裂
,

照

后 24 小时锌处理的细胞发生坏死
,

此时仍测不到 D N 人

裂解断片
.

在锌处理的细胞上看到的是该金属离子的

毒性反应而不 是 D N A 裂解
。

A T A 浓度在 0
.

1一 1
.

。

m m o

l/ L 时对细胞无毒性作用
,

也不能抑制紫外线引起

的细胞程序性死亡
。

并且 A T A 对完整细胞没有保护作

用
,

而将分离的 H L
一

60 细胞核与之共同孵育时
,

它可

通过抑制核酸内切酶的活性来抑制经典的 D N A 断裂
.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不能渗入 H L
一

60 细胞内
.

结论
:

锌在短期内抑制射线引起的细胞程序性死

亡
,

但延长培养
,

这些细胞仍以坏死方式死亡
,
A T 人 在

某些系统中曾抑制细胞程序性死亡
,

但不能抑制紫外

线所引起的细胞程序性死亡
.

(夏贞彪摘 张抑西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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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和金红三赦酸 ( A T 人 )都能抑制在不同情况下发

生的细胞程序性死亡 ,然而
,

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没有

回答以下间题
:

从程序性死亡解救出来的细胞最终的

命运如何?这些细胞是存活下来继续增生呢
,

还是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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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与 C 57’B L l/ o工H ir 雄鼠交配后孕鼠
,

观察 F :

代出生

后 25 天毛色发生的白斑改变
,

以便了解 Y 射线照射后

对胚胎时期黑色素祖细胞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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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剂

鱼串 。
.

SG y /分钟
,

照射剂世分别为 。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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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检查出生后 25 天子鼠的中腹部毛色
,

以中线部

位观测大于 l m m 宽的白色条纹计为白斑
,

测量并纪录

0
.

s m m ’
范围内所含白斑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