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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拓 扑酶 1
.

活性
,

可能是 某些 间接作用
.

4 m m ol /

L 、v R
一
] 06 5处理细胞 .0 5一 6

.

。小时改变细胞周期分布
:

。 ,

期细胞从 39 %降至 21 %
,

而 G Z
/ M 期从 18 %增至

27 %
,

s 期相对稳定
,

波动在招另至朽%之间
.

(何庆加 孙世镇摘 宋永良校 )

07 8 重组人粒细胞克隆刺激因子在荷瘤大鼠放疗中

的 作 用 [英〕/ K a b a y a K … / / R “ sa r R cs 一
1 99 4

,

1 39

( 1 )一 9 2~ 9 6

重组人粒细胞克隆刺激因子 (br G { s F ) 在放疗中

的作用以往大多通过一次性全身大剂量照射进行研

究
,

此次应用与临床放疗相同的分次照射放疗计划进

行
。

正常或腋下植有 w 砒 er
一
2 56( 乳腺肿瘤株 )的 w is

-

t ar
一

玩 am ie h一雌鼠
,

用 x 射线 1 5 0 k v 进行照射 ( Z o m ^
、

加用 0
.

s m m 厚的铝和 0
.

s m m 厚的铜滤光片
,

剂量率

1
.

SG y / m in
,

照射距离刁
.

sc m )
,

剂量 3G y /天
,

5天 /周
,

疗程共 3周
,

照射部位为动物前半身
,

照射后 w B c 计

数 < 3 000 /时或中性粒细胞 < 50 即 1则停止照射
,

血象

恢复后继续
,

所用 hr G
一
c s F 比活性为 L 5 X 10 sU / m s

蛋白
,

使用剂量为 1 00 陀 / k g ,
s m m

,

的瘤块植入 4天后

开始放疗并同时皮下注射 br G
一

cs
F

.

试验分组如下
:

试验组给予 r h G { s F
,

对照组给予相应的赋形剂
,

另

设二组不予放疗
,

一组用于观察肿瘤的自然生长
,

另

一组观察单纯
r b o cs

F 对肿瘤的作用
.

结果
:

正常大鼠受照射后中性粒细胞数降低

50 %
,

这种降低可被
r b G￡s F 完全阻止

.

试验组大鼠

平均能接受 13
.

9士 0
.

28 次照射 (一疗程共 15 次 )
,

疗程

结束时植入的瘤块均 已消失
,

动物死亡数为 l / 1 0 , 对

照组动物平均能接受 7
.

7 士 0
.

65 次照射
,

疗程结束时

瘤体体积为20 050 士 7 61 3m m
’ ,

动物死亡数为 69/
, 未

受照射的两组无论给予
r h G cs F 与否肿瘤生长无区

别
,

且均在植人瘤块三周左右死亡
。

因此
,

研究者认为

br G 州CS F 对肿瘤无直接作用
,

但对放疗过程中白细

胞
、

中性粒细胞水平的维持有明显效果
,

可保障放疗

计划的完成
,

间接增强放疗的效果
。

以往研究认为放

化疗同时合并使用 hr G￡ s F 能加剧中性粒细胞数的下

降
,

但是该研究结果与之相反
,

故推荐
: h -G c s F 与放

化疗同时使用
,

作为支持用药
。

(方裕强摘 蔡建明 刘 及校 )

实验用雄性小鼠骨髓细胞在体外用白细胞介素 I

( IL
一

1) 处理并受照后
,

移植于雌性小 鼠体内
,

以了解

lL
一
l对造血细胞的辐射保护作用

.

方法
:

取 C 57 B L X B B A / 2F
:

成龄雄性小鼠骨髓细

胞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
。

实验组细胞放盘含有 IL
一

1B

( 10 0n g / m l) 的培养液中 37 ℃孵育 20 小时
,

对照组细胞

在无 IL
一

1B 的培养液中培养
.

两组细胞均再接受 8
.

。

G y 丫射线照射 (9 c3 石 y / m in )
,

细胞洗涤后经尾静脉把

它注给已受 9
.

SG y 全身照射的第一批雌性小鼠 ( 1配个

供体细胞 / 受体 鼠 )
。

观察受体鼠 90 天存活率 ; 另外
,

分别提取骨髓
、

脾脏
、

胸腺基因组样品
,

以
’ Z P 标记的

雄 性鼠 Y 染色体 D N A 为探 针与样 品 D N A 进 行

S Ou bt er bl ot 分析
.

再以接受移植后 2个月的雌性受体

鼠做为供体
,

将其骨髓细胞移植给第二批雌性受体小

鼠
,

2个月后再将第二批受体鼠骨髓细胞移植给 第三

批雌性受体鼠
.

后两批受体鼠也做上述 so ut b e r b lot

分析
.

结果
:

首批接受 IL
一
1处理骨姚输注的实验组 90 天

内存活率为 60 %
,

对照组存活率 18 % ( p < 0
.

0 1 )
.

so ut h e : b lot 分析表明
,

首次骨髓细胞输注后刁周
、

8周
、

12 周时
,

实验组三种受检组织中均有较多的 Y 染色体

阳性细胞存在
,

而对照组仅在第 8周检出较少量的 Y

染色体阳性细胞
.

2个月后以受体细胞作为供体所进

行的第二批小鼠骨筋细胞移植结果显示
,

实验组 Y 染

色体阳性细胞在三种组织中均比对照组多 ; 第三批移

植后实验组 Y 染色体阳性细胞仍存在
,

对照组则全部

消失
。

因此
,
I L

一
1不仅对骨髓中短期自我更新干细胞

,

而

且对长期自我更新干细胞都有辐射保护作用
。

(李 雨摘 蔡建明 刘 及校 )

07 9 白细胞介素 I 对造血干细胞的辐射防护作用

瑛〕/uz 刚
J R … / / E x p H

o m a t o l一 29 9弓
,

2 2一 13 0一

1 35

08 0 照前注射阿铭胞普不能预防辐射对血小板及红

细胞生成的延迟效应〔英〕 / R ad ley MJ …刀E xP H e m a -

t o l一 ] 99 4
,

22一 58 7~ 5 92

实验以血小板和红细胞的恢复为指标
,

研究造血

系统抗亚致死性照射和细胞毒药物 (导 F U )联合损伤的

能力
.

正常成龄 B 。 D挤
:

雄鼠注射 5
一
F u 后

,

出现轻度血

小板减少
,

给药后 5天达最低值
,

7一 10 天后出现明显

的反跳性血小板升高
,

比正常值高数倍
,

以此做为正

常对照
.

小鼠在OZ y 全身照射后一个月注射导 F u
,

结

果血小板在给药后 8天才降至最低点
,

而反跳性升高

也不如对照组明显
。

如果推迟至照后 4个月注射导 F U
,

则结果与对照无差别
.

如果照射剂云增至 6
.

SG y
,

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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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注射 , F u 者
,

反跳性血小板升高轻徽
.

延长照

射与注射的间隔时间至 4~ 7 个月者全部出现正常反

应
.

全部给药小鼠红细胞生成均暂时受抑制
,

加上照射

则其恢复时间推迟
。

实验中研究者又进行了阿糖胞普 (̂
r a 一

)C 辐射防

护研究
。

小鼠在 6
.

SG y 照射前 2 天注射 A ar
一
c ( lg 八 g )

,

结果血小板计数在照后 5 ~ 8 天降至最低值 (比正常减

少了初% )
,

照后 12 天出现了预期的提前恢复
.

未给

人 ar
一

c 处理者血小板于照后 11 天达最低值 (为照前

5% )
,

然而恢复缓慢
,

到实验结束时低于正常
。

r̂
a

-C

处理小鼠的红细胞数下降较轻
,

恢复较早
.

为了查明这

种药物是否保护了巨核系细胞免受辐射延迟效应
,

在

A ar ( 加照射后一个月注射 5
一
F u

.

结果
:

在血小板降

低后仅出现轻徽的反跳性血小板升高
,

且血小板数目

与未给 A ar ￡ 的小鼠无法区别 , 对红细胞数也看不到

保护作用
。

总之
,

实验所用照射剂量可对血小板及红细

胞的生成产生长期持续但不是永久性的延迟效应
,

照

前给 予 A ar
一
C 不能防止此效应

.

(孙连生摘 张卿西校 )

结果
:

碱性缓冲溶液
、

w R
一
2 7 2 1 和碱性 w R

一
2 721

均呈现不同程度的防护作用
.

以生理盐水为无防护作

用 (0 % )
、

非受照组织为全防护 ( 10 0% )作为标尺
,

则

p H g 的 T isr 缓冲液呈现出较小但可见的对肠隐窝细

胞的防护作用 ( 16 % )
,

w R
一

2 721 在中性介质中效果为

5一写
,

在 p H g 时为 5 5%
.

结论
:

这些数据表 明
,

在照射前将 W又
一
2 721 施用

于大鼠的小肠粘膜表面
,

能显著地减少放射报伤
。

若配

合弱碱性介质使用
,

其放射防护效果还会大幅度提高
。

(王晓青摘 张景涯校 )

08 1 鼠小肠局部施用 w R
一

2 721 的放射防护作用

〔英」/氏画
e y 刃 … / / e an

e e r一 19 9 4
,

7 4 ( 8 )一 2 3 7 9 ~

2 384

腹部和骨盆放疗时
,

给药 w R
一

27 2 1
,

可以降低小

肠损伤程度
,

但会引起低血压
、

恶心和呕吐等副作用
.

此外
,

全身给药会增强恶性靶组织的放射抗性
,

影响放

疗效果
.

为此研究了在肠粘膜表面施用 w R
一
2 7 21 进行

放射防护的可能性
,

以及 pH 对药效的影响
.

方法
:

21 只成年雌性大 鼠
,

腹膜内注射戊巴 比妥

麻醉后
,

手术将中段小肠外置
,

较松地缝合出四段各

c4 m 长的小隔室
。

四段隔室中分别注入 0
.

Zml 的生理

盐水
、

三经 甲荃甲胺 ( rT 的 的缓冲液 ( pH g )
、

浓度为

15m0 g / m l 的中性 w R
一

2 7 2 1溶液和 p H g 的 w R
一

2 7 2 1

溶液 (T r is 缓冲
,

150 m g / m l)
.

30 分钟后对上述隔室进

行剂是率为 108
.

3 c G y / m in
.

总剂量为 曰 。矢 G y 的照

射
,

大鼠身休和小肠的其余部分屏蔽
.

然后拆去缝线
、

做标记后缝合刀 口
。

继续饲养 5 天后
,

将大鼠麻醉致

死
,

取出各段实验肠组织以及邻近和远离受照部位的

小肠各 l 氏m 作为对 比
,

进行组织学研究
.

以存活的肠

隐窝细胞和肠粘膜高度作为评价损伤程度的标准
.

08 2 调控体内一扭化氮能起辐射防护作用 [英 ]/ L iel 卜

m
ann

J… / /C an 份
r R es 一 19 9 4

,
5 4 ( 7 )一 33 65 ~ 3 3 6 8

实验利用特异的一氧化氮 (N O )合成酶抑制剂 N
。 -

硝基
一
L
一

精氨酸和 N O 释放剂 D E A加。 来研究调节体

内 N O 又寸c 3H 雌鼠全身辐射毒性的影响
.

实验中每个

照射剂量组用 10~ 15 只雌鼠
.

在照射前 25
、

3 0
、

6 0
、

12 0

分钟或 1 0
、
3。 、

6。 分钟分别给小 鼠腹腔注射 1 00 m g / k g

的 N “ 一

硝基
一
L
一

精氨酸或 8 0m g / k g 的 DE A / N .o

结果
:

在照射前 15
、

30
、

60 分钟给小鼠 N 。 一

硝基
一
L

-

精氨酸均可降低小鼠的死亡率和延长其存活时间
,

且

各组间差别较小
,

而照前 12 0 分钟给药无此作用
。

照前

巧 分钟与 60 分钟给药结果无差别
,

实验对照前 60 分

钟给药结果进行分析
,

对照组小鼠的 30 天半数致死量

( L D S。 / , 。
)为 8 22c G y

,

照射前 60 分钟给药小鼠的 L D
` 。 z : 。

为 1 o s l e G y 伊 < 0
.

00 00 1 )
.

因此
,
N G一

硝基
一
L
一

精氨酸对

N o 的内源性合成酶的抑制作用
,

对全身有 明显的辐

射 防护作用
.

在同样条件下
,

照射前 1 0
、

3 0 分钟 给

D E A 加。 也具有全身防护作用
,

而照前 60 分钟给药无

此作用
.

照射前 1 0
、

30 分钟给药的小鼠 L D `
03/

。

各为

1 06c3 G y 和 9 4 c5 石丫
·

用“ c 一 t an id
aoz

le 与骨髓结合试验测定结果表明
,

o E ^ 加 。 伊 ( 0
.

05 )和 N o 一

硝荃
一
L
一

精氨酸护 < 0
.

0 1 )

均可引起 c 3H 小鼠骨髓缺氧
,

从而降低骨髓组织对辐

射的敏感性
.

因此
,
N O 合成酶抑制剂 N “ 一

硝荃
一
L
一

精氨酸可降低

N O 水平
,

而 N O 释放剂 N E A / N O 可增加 N O 的释放
,

但两者均可产生辐射防护作用
.

(叶玉梅摘 徐承熊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