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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困
16 1环磷酸胺 /全身照射和白消安 /环磷酷胺在急

性髓性白血病的自身骨翻移植中应用的随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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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活
、

复发及远期效应发生率等方面
,

比较了

环磷酞胺 /全身照射 ( C Y / T BI )和 白消安 /环磷酞胺

( B U / C Y )在急性髓性 白血病 (A M L )的自身骨髓移

植中应用的效果
。

方法
:

35 例 A M L 病人
,

其中首次缓解 12 人
,

复

发后缓解 23 人
,

移植时年龄 ) 2 岁
,

缺乏人淋 巴细胞

抗原 ( H L A )相容供体
,

心肺肝肾功能良好
。

根据缓解

程度分组
,

随机接受 C Y / T BI 方案 (术前第 7
、

6 天
,

静注 C Y 6 o m g
·

k g 一 ’ ·

d
一 ’ ,

术前第 4
、

3
、

2
、

1 天对病

人全身照 射
,

每天 2 次
,

每次 1
.

65 G y
,

两次间隔 )

4
.

s h )或 B U / C Y 方案 (术前第 9
、

8
、

7
、

6 天
,

B U 4m g
·

k g --1
·

d
一 , ,

分 4 次 口 服
,

术前第 5
、
4

、

3
、

2 天
,

静滴
C Y 50 m g

·

k g 一
’ ·

d
一 ’ )处理

。

手术时将预先采集的经

4
一

氢过氧环磷酞胺体外处理 30 分钟深低温保存的自

身骨髓
,

按常用方法重新输入患者体内 (平均 3
.

s x

1 0 8

个有核细胞 /受者每公斤体重 )
。

用 K a p l a n 一

M
e ie r

量限来估计存活
、

复发及远期效应的发生率
。

结果
:
2 年内无症状存活率

、

总存活率
、

复发率
,

首次缓解的病人分别为 57 写
、

56 %
、

31 %
,

复发后 缓

解的病人分别为 2 4%
、
3 2%

、

7 1写
;
经 C Y / T B I 方案

处理的病人分别为 50 %
、

46 %
、

43 %
;
经 B U /C Y 方案

处理的病人分别为 24 %
、

35 %
、

70 %
.

在首次缓解时

移植的病人 中
,

C Y /T BI 与 B U /C Y 方案的上述指标

无明显差异
;
复发后缓解的病人中

,

C Y / T BI 和 B U /

C Y 方 案 的上述 指 标分 别 为 42 %和 9%
、

38 %和

2 7%
、

5 4% 和 8 8%
.

对 W B C 回升时间
、

中性粒细胞

绝对值大于 50 。 的时间
、

菌血症和间质性肺炎的发

生率及平均住院时间
,

两方案无差异
。

急性毒性微乎

其微
。

术后无一病人恶性肿瘤复发
。

结 论
:

C Y / T BI 方 案治疗 效果 相当或 超过 了

B U C/ Y 方案
,

尤其对晚期 A M L 病人
。

在没有新方案

确立之前
.

C Y / T BI 方案仍作预处理首选方案
。

但两

种方案都存在着高复发率
,

复发后缓解的病人 较首

次缓解的病人更明显
。

(沈学 飞摘 蔡建明 杨天恩校 )

碱 ( P T X )减轻放射性肺损伤的作用
。

同时对 P T X 在

皮肤放射损伤中的效应也作了探讨
。

方法
:

实验采用 6 周龄 S p ar q ue
一

D an log 雄鼠
,

分

成 4 组
:

N T 组不作任何处理 ; P T X 组饮水给予 P T X

( l o o m g
·

k g 一 ` ·

d 一 ’ ) ;
X P T 组左肺正中平面用 ” ,

C
s

单次照射 2 1G y (照射野为 s x sc m
,

剂量率 1
.

2G y
·

m i n 一 ` ) ;
P T X /X R T 组照前连续给予 P T X 一周

,

再行

照射
,

剂量同上
。

各组经尾静脉注射 ” “ T c 一

巨聚白蛋

白 (1
.

2M助
, 。

.

2 5m l )
,

用 y 照相机对右肺行定量肺

流量测定
,

求得左右肺灌注 比
,

用以分析各组照前 2

天及照后 2
,
3

,
4

,

5
,

6
,

7
,

9
,

1 4
,

2 0
,

2 5
,

3 5
,

4 0 周左右肺

灌注 比的变化
。

活存动物 40 周后处死
,

取左右肺标

本
,

参照 w ar d 所述方法分析测定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活力
,

皮肤急性和 慢性损伤效应采用分度计分法判

定
。

结果
:

X R T 和 P T X /X R T 组动物肺灌注 比明显

下降
,

至第 4 周达最低值 0
.

29
.

X R T 组恢复较少
,

平

均肺 灌注 比为 0
.

3 7 ( 0
.

3 6~ 0
.

3 9 )
,

而 P T X / X R T 组

从 14 周至 4 0 周有明显恢复
,

平均肺灌注 比为 0
.

47

( 0
.

4 3一 0
.

5 2
,

P < 0
.

0 1 )
。

照后 4 0 周
,

测得左右肺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活力 (A C E 活力 ) 比值与肺灌注比之

间存在线性关系
,

呈正 相关
,

与 N T 组相比
,

P T X 组

A C E 活力有下降趋势
,

未测得 P T X 对肺损伤早期及

皮肤损伤有影响
。

因此
,

P T X 可减轻晚期放射损伤效应
,

并降低肺

组织损伤程度
。

尽管研究中未观察到 P T X 对急性放

射损伤的抗放射作用
,

但是在机体受照后及时给予

P T X 对减缓照射引起的正常组织晚期并发症是有益

的
。

今后需进一步研究 P T X 对其它正常组织照射后

早期损伤及晚期损伤的缓解作用
。

(张 伟摘 蔡建明 杨天恩校 )

1 17 己酮可可碱对大鼠肺和皮肤放射损伤效应的

影 响 〔英 〕/ K
o
h W J … // I n t J R

a
d ia t O

n e o
l B i o l

P h y s一 1 9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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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鼠肺放射损伤模型重点研究了己酮可可

1 18 用多盆 P C R 技术对 丫射线诱发人皮肤初级成

纤维细胞 h p rt 位点突变分子分析 〔英〕 / P ar k M .S 二

// R a
d i

a t R
e s一 1 9 9 5

,
1 4 1 ( 1 )一 1 1~ 1 8

不同哺乳动物细胞 h rP (t 次黄嗦吟磷酸核糖基

转移酶 )位点突变研究结果表明
:

物理和化学致突剂

可诱导 h rP t 位点产生广泛的结构畸变谱
。

实验用多

重 P C R 技术研究了 y 射线诱发人皮肤初级成纤维细

胞 h rP t 位点突变的分子特性
。

实验研究用来源于 同一个体移植物三次传代
、

呈指数增长的人皮肤初级成纤维细胞 ( H S F
一

42 )
,

将
H S F

一

42 经
`。 C o 7 射线照射

,

剂量范围为 1 一 4G y
,

剂

量率为 0
.

6G y /m l n ,

照后培养 7一 12 天
,

加 6
一

硫代鸟

嗦吟 ( 6
一
T G )

,

筛选 出抗 6
一
T G ( 6

一
T G

7

)变异体细胞
,

选

择克隆
,

确定 6
一

T G
7

表现 型
,

进行突变的分子分析
。

用多重 P C R 技术进行扩增
,

分析基因的内断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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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从初级成纤维 细 胞中共分离 出 15 3个

hPr t突变体
,

其中 自发突变体为 23 个
,

7 射线诱发

130 个
,

通过多重 P C R 技术和基因位点突变分析
,

发

现 下射线诱发基因改变的 51 % ( 66 / 1 3 0) 为大片断缺

失
,

而自发突变体主要表现为点缺失 (2 2 / 2 3)
。

大片

段基因变异谱与 y 射线的剂量 (l 一 4G y )存在依赖关

系
。
I G y 和 4G y 照射后

,

具有 h rP t 位点完全丢失的突

变体
,

分别占分离出克隆的 21 % ( 3/ 14 )和 39 % ( 15/

38 )
,

ZG y 照射
,

从克隆分离出的突变体部分缺失率

( 38 % ) 比从 4 G y 照射突变体的部分缺失率 (8 % )高
。

所有基 因四 缺失断裂点地图
,

呈现断裂点向 h rP t 基

因 3’ 端的非 随机分布
。

实验用多重 P C R 技术和

S
o ut h er n

杂交技术对 46 个 下射线诱导的突变体进行

了比较研究
,

发现除一 个基 因内突变体由两种方法

所测得的结果不同外
,

其余结果均相同
。

这表明
,

多

重 P C R 技术可代替 Sou
t h er n

的经典杂交技术
,

并具

有简单
、

快速的优点
。

( 王文兰摘 白玉书校 )

的 R B E (相对生物效应 )值无显著不 同
。

研究表 明
,

儿

童和成人染色体畸变的辐射敏感性无 明显差异
。

照

射成人离体血所建立的双着丝粒染色体畸变的剂量
-

效应曲线
,

可以用于受照儿童的生物剂量估算
。

(关树荣摘 白玉书校 )

1 19 全身和离体照射儿童血液淋巴细胞诱发双着

丝粒崎变的剂量效应关系 〔英 〕 / L 亡on ar d A … // R ad i
-

a t R
e s一 1 9 9 5

,

1 4 1 ( 1 ) 一 9 5一 9 8

研究目的是确定经活 体照射的儿童染色体畸变

的剂量
一

效应关系
,

并与照射的离体血液进行 比较
,

进

而判断儿童和成人之间染色体畸变的辐射敏感性是

否相同
。

对患有急性淋巴母细胞瘤
、

白血病和神经母细

胞瘤等恶性疾病的 9 名 5 一 12 岁儿童
,

用 SM
e
V 或

18 M
e v 直线加速器所产生 的光子全身照射

,

平均剂

量率为 。
.

SG y h/
,

照射持续 6一 7 小时
。

照射前和照射

不同时间取血
,

进行染色体培养
,

建立剂量
一

效应曲线

(有 6 例患者在放疗前曾接受化疗 )
。

同时选择两名

健康儿童和两名成人用上述同样条件照射离体血
,

剂量为 0
.

5
,
1

.

2
,

4
.

o G y ,

作正常对照
。

每例分析 1 0 0

个中期相
,

将双着丝粒 畸变用 加权最大似然性计算

机程序进行线性平方关系拟合
。

比较患病儿童
、

健康

儿童和成人离体淋巴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

结果
:

活体和离体照射时双着丝粒畸变具有相

似线性平方的剂量
一

效应关系 ( Y 一 B (本底 ) + a D 十

日D
,
)

。
a
和 p系数

:

活体照 射儿童组分别为 (7
.

62 士

1
.

2 4 ) x 1 0 ,
G y 一 ’

和 ( 4
.

7 5 士 0
.

3 9 ) x l o Z G y 一 ’ ,

照射健

康儿童离体血组分别为 ( 6
.

1 0 士 2
.

3 5 ) X l o Z
G y 一 ’

和

(7
.

54 士 。
.

9 0) x l o Z G y 一 2 ,

照射健康成人 离体血组分

别 为 ( 4
.

5 0 士 2
.

1 8 ) 又 l o ZG y 一 1

和 ( 7
.

2 8 士 0
.

8 2 ) X

1护G y 一 2
.

离体照射诱发的双着丝粒畸变比活体照射

略高
,

但无显著差异
。

用 SM
e
V 或 18 M

e
V 高能光子

照射与用高剂量率 60 C
o 7 射线照射离体血淋巴细胞

12 0 联合使用碘脱级尿啥吮核普对术前巨大腹膜

后肉瘤的放射治疗 〔英〕 / R
o b e r t s o n JM … // I

n t J R
a -

d ia t O n e o
l B io l P h y s 一 1 9 9 5

,

3 1 ( 1 )一 8 7 ~ 9 2

方法
:

16 例腹膜后肉瘤患者
,

年龄 范围 19 ~ 61

岁
,

肿瘤直径大小平均为 17
c m

.

每疗程 ( 14 天 )的第
1一 5 天连续静注 dI 盯 d( 碘脱氧尿 啼陡核昔 )

,

剂量分

别为 z 0 0 0m g
·

m 一 , ·
d一

’
( 7 人 )

,

1 3 3 3m g
·

m
一 , ·

d 一 ,
( 4 人 )

,

一 6 0 0m g
·

m 一 ,
·

d
一 ’

( 5 人 )
。

第 8~ 1 2 天

进行放疗
,

剂量为 1
.

25 G y /次
,

每天 2 次
,

间隔至少 4

小时
。

在三个疗程的治疗后经 X 射线
、

C T 检查确定

可行手术者
,

术后 4 一 6 周对残 留的肿瘤或瘤床再加

二个疗程的放疗
。

完成五个疗程才能行手术者不再

加放疗
。

所有病人结束治疗后
,

平均每个病人随访 31

个月
。

结果
:

16 例患者中 4 例手术切除后边缘检查为

阴性
,

4 例活检为阳性
,

3 例肉眼检查为阳性
。

5 例由

于治疗过程中出现转移等因素不能行手术切除
。

仅 3

人由于 上腹部受到 照射而发生 4 级呕 吐的急性毒性

反应
。

术后和远后并发症发生率很低
,

所有经过治疗

的患者平均活存 18 个月
,

而经手术切除的患者平均

活存 32 个月
。

4 例边界阴性中有 3 例局部控制分别

为 9
、

40
十
和 5 +1 个月

,

活检为 阳性的 4 例患者中有 2

例局部控制为 4 和 22 个 月
。

肉眼检查为阳性的 3例

中有 1 例为 46
十
个月

,

其中 3 例不能切除的患者局部

控制为 8
、
8 +
和 15 个月

。

2 年内肿瘤局部总的控制率

约为 45 %
.

上述结果表明
:

术前放疗合并使用 I d盯d 后可使

腹膜后肉瘤行手术切除
,

而不能切除的可以控制其

生长速度
,

为 l 期临床试验打下基础
。

(赵 芳摘 孟祥顺 郑秀龙校 )

12 1 尼克酥胺加卡波金参与的进行性乳腺癌的分

次治疗方案 〔英〕/ p i g o t t K … // B : J R
a d io t一 2 9 9 5

,

6 5

( 8 0 6 )一 2 1 5~ 2 1 8

肿瘤内乏氧细胞是影响放射治疗效果的重要 因

素
,

但最近 M ar it n
等研究表明

,

吸卡波金 ( 95 写0
: +

5% C O Z )后的 1一 6 分钟
,

肿块内的氧分压增加达到

最大时
,

可增加肿瘤内乏氧细胞的辐射敏感性
。

在小

鼠瘤模型的相应分次治疗研究中
,

于 照前 5 分钟开

始吸入卡波金直到放疗结束
,

结果大大地提高了肿

瘤的放射敏感性
。

当血浆中尼克酸胺 ( V B
3 )达到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