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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组畸变细胞率明显

增高
,

主要为染色单体断裂
。

N DI 和 M l
、

M N B N 率

和畸变细 胞率之间相关系数均为 1
.

0
。

因此
,

通过

M N B N 与畸变细胞 测得的染色体损伤之间和通过

N DI 与 M l 测得的细胞毒性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
,

但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

以证实和 阐明这 两种方法之

间的一致性
。

(姚 波摘 王知权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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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选择健康 Be ag le 犬 11 只
,

3 只犬用
6 O

C 。

放射源照 射全肝
.

分次剂量为 Z G y
,

剂量率 .0 7 G y /

m in
,

每周 5 次
,

连续 3 周
,

总剂量为 3 0 G y ; 2 只犬分

别由静脉给予川 I 标记的单克隆抗体 ZC E O 2 5
,

总放

射性 活度为 6 9
.

g M B q 和 7 1
.

O4 M B q ; 3 只犬亦由静

脉给予
’ 。

Y 标记的 z e E o 2 5
.

活度为 1 5
.

S M B q / k g 体

重
,

每周 1 次
,

共 2 周
;
采用联合方案处理的 3 只犬

,

在全肝照射的 3 周中最 后 2 周加用放射性免疫球蛋

白
,

其给药途径
、

间隔时间及活度与单 独使用
’ “

Y 标

记的 Z C E o 25 方案相同
。

注射不同放射性免疫球蛋

白后 l
、

24
、

48
、

96 小时采取血
、

骨髓和尿标本进行生

物分布
、

药代动力学测定
,

只取 48 小时骨髓测量
’ 。

Y

的骨髓蓄积量
。

对外照射的犬每周测量体重 1 次
,

血

化学检查 1 次
,

白细胞计数和分类 3 次 ;注射
’

311 标

记 ZC E o 25 犬第七天 处死
,

测定重要器官放射性活

度
,

其他犬在死亡或第 1 00 夭处死进行尸解
,

并对 主

要器官进行组织化学分析
。

结果
: 9 “

Y 和
’“ ,

1 标记的 Z C E O 2 5 在动物体内的

稳定性和其在动物体内的分布大致 相似
。

在外照射

处理的犬中均引起轻度的
、

一过性的静脉梗塞性疾

病
.

血小板 几乎立即减 少
;
注射

,。
Y 标记 ZC E o 25 的

犬中观察到可逆的骨髓损伤
,

淋 巴细胞水平首先下

降
;
联合方案处理的 3 只犬实验第 35 天均发生了放

射性肝炎
,

其中 1 只完全恢复
,

另 2 只于第 90 天在

晚期肝功能衰竭死 亡
。

实验中观察到 的一过性骨髓

损伤与单独应用放射性免疫球蛋白处理犬所致的骨

髓损伤十分相似
,

而且其所致的放射性 肝炎
一

与人的

放射性肝炎也非常类同
。

结论
:

照射肝脏与放射性免疫球 蛋白联合治疗

用于人时
,

应采用正 常肝摄取最低剂量的放 射性免

疫球蛋白制剂
,

以减少对正常肝组织的放射性损伤
。

(刘长安摘 贾廷珍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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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皮肤癌的几个疗法中
.

电子束和表浅 X

射线照射这两种方法
,

其疗效有所争议
。

因此研究者

比较了使用这二种疗法治疗非黑素瘤皮肤癌的复发

率及其美容效果
。

方法
:

在 1 9 8 0 一 1 9 8 9 年间
.

把组织学上诊断为

皮肤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 3 89 例患者分成两

组
,

分别 用表浅 X 射线和 电子束两 种方法进行治

疗
。

表浅 X 射线组患者照射剂量 3 6一 I O o G y ( 6 一 1 0

x 6一 l o G y )
,

电子束组患者照射剂量为 5 1 G y ( 1 7 x

3 G y )
。

结果
:

两组患者中有 19 例 出现 了局部复发
,

其

总复发率是 4
.

9 %
.

表浅 X 射线照射组 99 例患者

中
,

9 6 例无复发
; 2 90 例用电子束治疗的患者

,

27 4

例无复发
;
两者差异不显著 (尸一 。

.

3 0 )
。

对较大的肿

块 (大于 50
o

m
2 )

,

表浅 X 射线组的复发率是 2 9 %
,

电

子束疗法的复发率是 13
.

8 %
.

对较小的肿块 ( 照射

面 积 小 于 1 c0 m 2
)

.

两组 有 同 样较 低 的复 发 率

( 2
.

2 % )
。

疗效分析显示
,

肿块的大小和过去的治疗

可作为其重要的预后因子
。

另外
,

电子束疗法 的美容

效果高于表浅 X 射线的照射
。

结论
:

电子束疗法治疗非黑素瘤皮肤癌的效果

并不低 于表浅 X 射线的照 射
。

对于治疗较大肿瘤
,

其效果甚至高于表浅 X 射线的照射
。

(王卫 中摘 周湘艳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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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妇女乳癌的最佳治疗仍未确定
。

原 因是 老

年妇女患乳癌后 由非癌症致死的危险性大及 伴其它

疾 患发病率高
。

实验报道滨州大学医院 1 9 7 7一 1 9 9 0

年 5 5 8 例 50 岁以上单侧浸 润性乳癌
,

用保留乳房术

加根治性放疗的结 果
。

按 A J C C 分期属临床 I 或 皿

期
。

5 5 8 例中 17 3 例 6 5 岁以上者为 A 组
,

并同 3 8 5

例 5 0 一 64 岁的 B 组进行 比较
。

两组均作原发瘤肉眼

切除及低位 (I + 皿水平 )腋清扫
。

放疗先对全乳房

常规切线 照射
,

继之 对原发瘤部位 用铱植 入或电子

束 补 充
,

总 的 中数剂量 64 G y ( 3 6 一 72
.

4 G y
.

平均

6 2
.

gG y )
.

9 7 % ( 5 4 3 / 5 5 8 ) 总 量 ) 6 O G y
,

26 % ( 1 4 7 /

5 5 8) 作锁骨 L照射
。

18 % ( 1 0 2 / 5 5 8) 作辅助 化疗
.

淋

巴结阳性者 6 2 % ( 94 / 1 5 2) 用化疗
.

多为 C M F 方案
。

17 % ( 9 4 ` 5 5 8) 用三 苯氧胺内分泌 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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