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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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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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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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空气压力较大
,

影响氛的扩散
,

会客室中由于空气

流动较快
,

氨扩散较大
。

三天后空气趋向平衡
,

氧浓

度基本相等
。

在一个 14 层的高层建筑中
,

由于通风装置良好
,

虽然关闭门窗
,

室内氧浓度无明显差别
,

但在阳台上

则不同
。

专家们提示不能忽视来自邻近建筑物的影

响
,

同时氧浓度随高度呈幂次递减
,

为空气稀释所

致
。

(张志刚摘 齐建平 王资华校 )

1 03 婴幼儿皮肤血管瘤放射治疗后引发的甲状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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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分析了 1 4 3 5 1名患皮肤血管瘤的瑞典婴

幼儿 ( 1 920 一 1 9 5 9年 )接受电离辐射治疗后引发的甲

状腺癌危险
。

用 于治疗的辐射类型有 p粒子
、

y 射线

和 X 射线
。

接受放射治疗时甲状腺的平均吸收剂量

为 0
.

2 6G y ( < 0
.

0 1~ 2 8
.

SG y
,

中位数为 0
.

o 4G y )
,

其

中男性平均 0
.

2 2G y
、

女性平均 0
.

27 G y
,

在不同治疗年

间
,

其值变化不大
。

根据瑞典癌症登记中心 1 9 5 8一

1 9 8 6年的数据
,

这些婴幼儿中有 17 名患了甲状腺癌

〔标化发病比 ( S IR )为 2
.

28
,
9 5%置信限 ( 9 5% C l )为

1
.

33 一 3
.

6 5〕
,

按性别分女 15 名
,

男 2名
,

按类型分有

15 名是乳头状和乳头
一

滤泡状
、
1名滤泡状和 1名髓样

。

患甲状腺癌者在治疗期间其甲状腺的吸收剂量平均

为 2
.

0 7G y ( < 0
.

0 1一 4
.

3 4G y )
。

研究者对患者分照射月龄
、

甲状腺吸收剂量
、

照

射后时 间和治疗年 限等 因素对发病危 险影 响用

G LI M 统计软件包进行泊松回归分析后发现
:

( 1) 从

接受治疗后 19 年持续到 40 年后
,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

有明显增加
; ( 2) 尽管绝大部分患者甲状腺吸收剂量

较低 ( 90 %患者 ( 。
.

3 o G y )
,

但仍存在有统计意义的

剂量与效应正相关
; ( 3) 甲状腺癌患者中女性高于男

性 (分别为 15 和 2 )
,

但在本人群中女性本底发病率就

高于男性 (约 10 倍 )
,

所以经统计分析
,

并未发现放射

治疗引发甲状腺癌的危险有性别上的明显差异
。

另

外
,

经估算
,

电离辐射引发 甲状腺癌的超额相对危险

( E R R )为 4
.

9 2 /G y ( 9 5% C l 为 1
.

2 6~ 1 0
.

2 ) ;超额绝对

危险为 0
.

g o x l o一
`

/ (人年
·

G y )
。

(率维海摘 张景源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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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丸植人法治疗前列腺癌

据美国《商业周刊 》报道
,

美国西雅图西北肿瘤研究所对 I n 名前列腺癌患者用一种米粒大

小的放射性药丸直接植入前列腺进行内照射治疗后
,

1 00 %地摆脱了五年后局部复发的困扰
。

这一成功率超过了外照射疗法
,

和手术切除前列腺的成功率相当
,

而费用只及手术治疗的一

半
。

该药丸的发明者为佐治亚州的诺克罗斯医疗基因公司
。

睡 1
.

6万名美国人曾被做过辐射试验

美国能源部长奥利里近 日发布美国辐射试验记录承认
,

美国在冷战期间 ( 30 年代至 70 年代

末 )进行了 4 35 次人体辐射试验
,

有 1
.

6万名美 国人被用来做人体辐射试验
。

这些人体辐射试验

对象包括孕妇
、

产妇
、

婴儿
、

监狱犯人以及收养机构的儿童和成年人
。

根据能源部发布的试验记录
,

在这 43 5次人体辐射试验 中
,

至少有 10 %的试验存在
“

黑暗

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