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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选择无诱变剂 (包括辐射 )接触史者的血

样
,

用
’ 〔 C o 照射

,

剂量 为。
、

0
.

1
、

0
.

2 5
、

0
.

5
、

0
.

7 5
、

l
、

1
.

5
、

2
、
3

、
4和 SG y

.

剂量率为 1 1 7
.

5 ~ z 0 7 e G y / m in
.

照

射按 IA E A 推荐方法进行
。

同时用相同条件对 6名个

体的外周血样照射 ZG y
,

其中 3名职业性受照的准确

剂量为 5
.

29 一 25
.

lZ m s v 。

另 3名为对照组
。

照射后 血

样在含有 20 %胎牛血清
、

抗菌素和 P H A (植物血凝

素 )的 R PM I 1 6 4 0培养液中培养 48 小时
,

收获前 2小

时加 入秋水仙素
。

收集第一次中期分裂细胞时
,

培养

液内加入 ] 2拌g / m l Br d U (澳代脱氧尿 背 )
。

染色 用荧

光加 G i
e m s a

方法
。
o和 0

.

I G y 剂量至少计数 5 0 0 0个

中期分裂细胞
,

0
.

25 和 0
.

SG y 计数 2 000 个中期分裂

细胞
,

其余剂量计数至少观察到 100 个双着丝粒体所

需的中期分裂细胞为止
。

结果
:

在每一剂量点观察到的不 同染色体畸变

中
,

双着丝粒体的细胞数随剂量的增加而增加
,

在几

乎所有剂量上
,

双着丝粒体服从泊松分布
,

仅。
.

25 G y

和 ZG y 剂量点 U 值超过 士 1
.

96
.

拟合曲线的 X ,

值是

.6 6 (尸一 .0 5 7 9 8 )
,

表明有较好的拟合度
。

对 6名个体

所观察到的双着丝粒体频率应用该剂量效应曲线估

算的剂量变化范围在 1
.

82 一 2
.

1 9G y 之间
,

所有个体

95 厂可信区间包括 ZG y
.

对照组每个细胞双 着丝粒体

频率较职业性受照组高 ( 。
.

31 。和 0
.

26 9 )
,

职业性受

照剂量最低者表现 了最高的双着丝粒体频率
。

研究

认为
,

因 为 6例受检者间统计学分析未 见 显著性差

异
,

这些差别可能是由于个体间变异所致
。

然 而在受

照人群中存在某些可减低辐射敏感性的一些 因素不

能排除
,

需进一步研究加 以澄清
。

(姚 波摘 蒋 本荣 王知权校 )

在 H a
m

` s F
一

10 培养液中培养 48 小时
,

常规制备中期

染色体标本及染色
。

盲法阅片
,

每例一般分析 100 个

中期分裂相
。

结果
:

放射性碘治疗后
,

畸变细胞数和双着丝粒

体畸变数增高
.

且受检者之间差异明显
。

染色体畸 变

的增高与治疗次数 (一次或二次 )无关
,

与治疗后时

间长短 也无相关
,

但治疗后的畸变细胞数与治疗前

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畸变细胞 尸~ 1
.

l x l 『 ` ,

双着

丝粒体 尸 一 1
.

78 x l o 一
`
)

。

治疗后畸变细胞数比治疗

前平 均增 加 了 2
.

69 %
,

双 着丝 粒体 平 均增 高 了

1
.

91 %
.

参考其它资料
,

可估算出受检者全身剂量为

。
.

5 4 G y
.

由于所用
’ 3` I 的剂量率极低

,

故只考虑线性

斜率
a
值为决定性因素

。

拟合线性二次方程时发现
,

所估算的 。
.

54 G y 诱发双着丝粒体预期值为 1
.

6%
,

与本实验报道 1
.

91 %较相近
。

尽管研究中外周血淋

巴细胞染色体畸变似乎合理地反映了全身剂量
,

但

研究者仍认为染色体畸变不能作为估算事故性释放

放射性碘全身照射生物剂量计
。

理由如下
:
1

.

即使剂

量达到能引起 甲状腺严重损伤
,

其诱发的染色体畸

变也很低 ; 2
.

很少有一些核事故泄漏如此大量的放

射性碘而无其他核素对全身剂量的贡献 ; 3
.

难以确

定放射性碘照 射前的畸变细胞数
,

因为存在有其它

致突剂的污染
。

(卓维海摘 于文 传 王知权校 ,

09 8 用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癌诱发染色体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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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了 10 名 甲状腺癌患者
,

经 口服
’ “ ’ I 治疗

后外周血淋 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情况
`

其 目的旨在探

讨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能否用于评估事故时

释放的放射性碘所致全身性照射 的剂量
。

放射性碘

治疗分两次
,

每次 1 8 5 0M鞠
,

间隔 24 小时 ; 血样采集

一般分为
:

治疗前 (1 例例外 )
、

第一次治疗后 2 4小时
、

第二次治疗后 24 小时和 出院后 7 ~ 10 天
。

0
.

s m l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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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及放射防护研究领域中一个堕待解决

的问题是
,

探索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哺乳动物细胞的

生物效应
。

研究报道以极低剂量 ( o
`

05 ~ 4G y )的单一

X 射线直接照射正常人肺上皮细胞的生物效应
。

方法
:

取正常人胚胎肺上皮细胞 (L 1 32 )
,

用动态

显 微镜冤像扫描器 (D M IP )S 准确定位并计数单一活

存细胞数目
。

单分子层细胞于 37 ℃ 的伊格尔 氏液中

培养 5~ 6天
,

并具有可产生 ) 50 个细胞的克隆性能
,

使照射后每 10c m 2

面积中有 2 0 0一 300 个活存细胞
。

用

剂量为 0
.

05 一 4G y X 射线照射
,

剂量率为 。
.

4 g G y /

分
,

电压为 2 4 0 kV p
,

过滤板为 0
.

25m m 铜 + l m m 铝
,

半价层为 1
.

3m m 铜
。

对照组为与实验组同等条件 下

处理的正常人胚胎肺上皮细胞
,

但不给予照射
。

结果

以照射前后 I
矛
132 细胞存活率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

当剂量多 ZG y 时
,

活存细胞数量恰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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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二次方程
;

其细胞存活率低于 从线性二次方程

到高剂量的外推结果
。

当剂量 <I Gy时
,

X 射线的生

物效应便增强
。

研究首次证明了正 常人体细胞对极

低剂量照射的
·

高敏反应区的存在
。

分析认为
,

该剂量

照射的高敏区与高剂量较强抗辐射之间的转变
,

是

由于电离辐射损伤被触发前
,

诱发辐射抵抗需要一

个阑值所致
。

(李海玉 摘 萧佩新校 )

1 0 0 体外照射后人骨翻微环境中粘附分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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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附分子是 人骨髓微环境的重要组成成又
。

虽

然造血细胞和基质细胞的辐射敏感性已被广泛研

究
,

但辐射对微环境功能的影响
,

尤其是对粘附分子

表达的影响却很少研究
。

伴有 T N F
一

a( 肿瘤坏死因子
一

a) 和 I L
一

l( 白细胞介素
一

l) 产生的炎症反应是照后最

重要的机体反应之一
。

因此
,

集中研究了与炎症相关

的粘附分子 E L A M
一

l( 内皮细胞
·

白细胞粘附分子
-

l )
、

V C A M
一

1( 血管内皮细胞粘附分子
一

1) 和 CI A M
一
1

(细胞间粘附分子
一
1 )

。

方法
:

用流式细胞仪分析了 T N F
一 Q
刺激及照射

(y 射线照射
,

o ~ 10G y )对 人脐静脉内皮细 胞 ( H U
-

V E C )及骨髓成纤维细胞表面这些分子表达的影响 ;

采用 E LI S A 检测培养细胞上 清液中是否存在可溶

性粘附分子
;
为验证照射前后 E L A M

一

1
、

CI A M
一
1和

V C A M
一

1的功能活性
,

还利用造血细胞系和基质细

胞进行贴壁实验
。

结果
:

CI A M
一
1和 V C A M

一
1在刺激后 H U V E C 和

成纤维细胞上的表达是上调的
,

而 E L A M
一
l 则 只见

于 经 T N F
一 a
刺激的 H U V E C

。

照 射对未经刺激 的

H U v E C 或未受刺激的成纤维细胞粘附分子的表达

或生成均无影响
,

造血细胞系在未经刺激的 H U V E C

或成纤维细胞表面 上 的粘附也 不 受电离辐射的影

响
。

但 另 一 方 面
.

照 射 对 E L A M
一
1

、

CI A M
一
1 和

V C A M
一
1在刺激后的 H U V E C 或成纤维细 胞上的表

达则起着不同的调节作用
。

后 面这些结果提 示照 射

可以改变骨髓微环境中的粘附机制
。

(装雪涛摘 张卿 西校 )

研究者探讨了激光和超高频电磁波对血细胞的

辐射效应
,

同时观察了对临床急慢性白血病
、

多发性

骨髓瘤
、

再生障碍性贫血等 93 例血液病病人的综合

治疗的效果
。

在实验研究中
,

取 10 名供血者和 32 名血

液病病人 的血液和骨髓进行培养
。

超高频电磁波源

为电磁振荡发生装置
,

频率为 2 4 5 o m H
: ,

波长 1 2
.

c6 m

和 6 c5 m
,

激光由氦氖激光器发生
,

波长为 0
.

63 m
.

研

究指标为粒 /单 巨噬系集落形成单位 ( C F U
一

G M )祖

细胞的形成克隆能力
、

白细胞 吞噬能力
、

血液免疫学

和血液流变学参数的改变
。

结 果
:

波长 为 1 2
.

6c m 的超 高频 电磁波 抑 制

C F U
一

G M 祖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
,

而低能量激光则

不影响
;
超高频电磁波可增强白细胞吞噬能力

,

提高

红细胞变形能力并降低红细胞粘性 (尸 < 0
.

0 01 )
。

在

体外照射后免疫学参数没有明显改变
。

对 93 例血液

病病人 的感染和肿瘤浸润进行了治疗
,

其中超高频

电磁波对 94
.

5 %病人的感染完全控制
,

使疗程缩短 8

一 l 。天
。

白血病人接受6 ~ 8次照射后
,

其外周淋巴结

和皮下肿瘤浸润物的体积缩小
。

在 85 %多发性骨髓

瘤病人 中
,

骨痛消退
,

浸润灶退缩
。

(杜悦娇摘 刘 雯 张卿 西 校 )

101 激光和超高频电磁波对血细胞辐射效应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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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个专家小组分别用半导体探测器和
Q -

闪烁室 同时测定住宅楼中的氧浓度
,

并作出适当的

解释
。

空气中氧的测定应用法国生产的硅半导体探测

器 (最 大 脉 冲 为 10 0 次 ) 和
Q
闪 烁 室 灵 敏 度 为

0
.

0 0 1 9 ~ 0
.

o o 2 2 B q 一 ’
·
s 一 ’ ·

m 3 )
,

于 离地 l 米高度处进

行测量
。

在同一房间中发现了意料不到的情况
,

该房

间东侧的氧浓度为55
.

5助
·

m
一 ’ ,

显著高于西侧 29 鞠
·

m
一 ’ .

与该房间相对的地下室中用同样方法测量
,

也

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

而同层其它房间中未发现这种

情况
。

最后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

可能在地下室东侧下

边土壤中存在一个氧源
二

专家们认为
:

氧的进入途径

除一般共识外
.

在混凝土墙壁中也存在其它特殊物

质的相互作用
。

通过这次试验专家们指 出
,

测量房间

或住宅的氛浓度应尽可能选择不同的位置分别测

量
,

才能得出较准确的数据
。

当测量地下室时
,

得出其浓度明显 低于 一层的

会客室
,

三天 后用同样仪器测量
,

两者又 相差不大
,

测量方法和技术并无误差
。

作者解释可能当时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