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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

收获
、

固定和染色
,

微核计数按 F en ce h 的方法专

人进行
。

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微核率和年龄的回归方

程
,

组间的比较用 U 检验
,

回归直线的斜率用 t 检

验
。

结果
,

男女性别之间微核率有很大差别
:

①年龄

大于 40 岁女性的微核率较男性变异大
;

②男女两性

微核率和年龄之间皆呈显著正相关 (尸 < 。
.

。。 1 )
,

但

回归方程的斜率在两性之间差别显著 (尸 < .0 0 0 4 5
,

女性组
: 。

.

49 9微核 /岁
,

男性组
:
0

.

2 89 微核 /岁 ) ;

③

各年龄组女性的微核率 (M
f )显著高于男性的微核率

(M
二 ) ( P < 0

.

0 5 ) ; M
f
/ M

二
的变化范围 1

.

4 7~ 1
.

6 5 (均

数士 1 阮 一 1
.

53 士 0
.

0 3)
,

但未见明显的年龄倾向
。

分析产生男女性别之间微核率差异 的机理认为

可能与 X 染色体丢失有关
,

但尚需进行设计更为完

善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

用胞质分裂阻断微核法进

行染色体损伤的横断研究时要考虑到性别的影响
,

同时最好用小于 40 岁的年龄组
,

来消除一些误差
。

(刘青杰摘 白玉书褚史 )

研究认为
,

尽管 1年后对照和 受照个体微核率还

有差别
,

可是吸烟和其它因素影响了剂量与微核率

之间的关系
,

因此
,

必须考虑这种影响
。

在受照 组与

对照组的差别 中
,

含单个微核的细胞占相对主导地

位
,

是由于事故后的一年间
,

含多个微核的细胞比含

单个微核的细胞优先丢失的缘故
。

并认为微核分析

对人群是一个有价值的生物剂量计
。

(姚 波摘 蒋本荣 白玉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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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如 ia (巴西 )辐射事故中人徽核计数与年龄
、

吸烟
、 ’ 3 7C s 剂 t 相关 〔英 〕/ d d C

r u :
A D … // M

u t a t

R e s一 1 9 9 4
,
3 1 3 ( 1 ) 一 5 7~ 6 8

年龄
、

生活方式等因 青在细胞遗传学中产生变

化是如何与电离辐射相互作用的至今仍不清楚
。

研

究者对 oG i如 i a 事故中的受照者探讨了此问题
。

G io 如 i a 辐射事故 1年后
,

研究者从 27 6名随机献

血者取外周血分成 5组
,

分别代表对照
、

直接受照和

可能间接受照
,

记录每个受检者的年龄
、

性别
、

吸烟

和饮酒量
。

按照 F en ce h 和 M or l ey 改进的微量培养法

作血培养
,

44 小时后加细胞松驰素 B
,

终浓度 3陀 /m1
,

7 2小时后离心收获细胞
,

经低渗
、

固定
、

制片及染色
。

应用 C
o u n t r y m a n

和 H
e
dd le 的 4个标准对微核计数

,

所得数据经统计学处理
,

结果表明
,
5个受照组微核

率不同
,

主差别是含 1 个微核的细胞率
,

而次差别是

含 2或 3个微核的细胞率
。

这二个差别与年龄
、

吸烟
、

饮酒和所计数的细胞数相关
,

因此
,

单用受照剂量不

易解释
。

年龄
、

标本细胞数
、

吸烟 和饮酒对微核率都

有累加效应
,

其中吸烟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

当减少这

些混杂因素时
,

受照个体的微核率比未受照个体高
。

受照组内个体间变异是相当大的
,

结果说明
,

用一个

粗定量模型预测来自典型变量得分的个体剂量的企

图是失败的
。

然而
,

电离辐射剂量的增加与微核率增

加仍呈正相关
。

0 96 用丝裂 . 素 C 和 丫射线处理后 B
、
T 。
和 sT 细胞

中的徽核和有丝分裂指数 〔英 〕/ H ol m如 A … // M ut at

R
e s一 1 9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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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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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剂量的丝裂霉素 C (M M C )和 下射线 (0 ~

2 50n m ol / L 和 。一 ZG y )在体外处理淋巴细胞
,

孵育在

R P M I 1 6 4 0培养基中
,

以 P H A 为丝裂原
,
7 2小时后应

用免 疫磁性 方 法将 淋 巴 细 胞分 成 T
。 ( c D 4 )

、
T :

( C D 。 )
、

和 B ( C D , , )
,

然后将细胞涂于玻片上
,

G i
e m as

染色
。

分析具有完整胞桨的被激活的 T
。 、

T
。 、

B 淋巴

细胞中的微核和有丝分裂频率
。

结果
:

在所有三个亚群中
,

微核随 M M C 剂量的

增加而增加
。

最高频率见于 T
`

和 B 细胞中
,

M M C 对

有丝分裂指数无负效应
。

经 y 射线照射后
,

T 。
细胞表

现了最高的徽核频率
,

其次是 T
。
细胞

,

B 细胞最低
。

关于 T
.

和 T
:
细胞有丝分裂指数显示的结果 可与

M M C 处理后所获结果相比
,

但在 B 细胞中此数值特

别低
。

为得到更稳定的数值
,

以本次研究数值和先前

研究数值的均数表示 B 细胞分裂指数
,

因为它们是

以相同照射剂量所获
,

且表现出相同趋势
。

对不同剂

量 M M C 处理所获微核率与零值相 比时
,

B
、

T
` 、

T
:
细

胞在 ) 5 0n m ol / L 剂量上分别呈现显著性差异
。

对照

射数值
,

T
`

细胞在 0
.

5
,

l
,

一 5和 ZG y
,

T
,

细胞在 l
,
2

.

5

和 ZG y
,
B 细胞在 1

·

SG y 具有统计学意义
。

检验此结

果的直线趋势
,

用 M M C 处理后 B
、

T
`
和 T :

细胞的 尸

值分别为 0
.

。。02
, 。

.

0 0 0 0 0和 0
.

0 0 3
,

照射后其 尸 值分

别为 0
.

0 1 6
,

0
.

0 0 0 0 0和 0
.

0 0 0 0 0
.

用相同检验方法分

析有丝分裂指数未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尸值
。

研究不同淋巴细胞亚群中微核频率
,

几乎所有

人淋巴细胞瘤都是 B 细胞瘤
,

因此推测 B 细胞可能

对诱变剂更敏感
。

另外
,

在外周血中
,

淋巴细胞亚群

频率有一定程度的个体变异
。

因此
,

淋巴细胞亚群的

细胞遗传学效应的研究可能增加此方法的效能
。

(姚 波摘 蒋本荣 李雨民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