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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鱼存活率 彩

不同浓度涕灭威对 金鱼的毒性

存活率

存活率 —
存活率

涕灭威对金鱼的安全浓度及其验证

根据安全浓度 小时 的

公式求得涕灭威对金鱼的 安 全 浓 度 为
,

在前述的试验条件下
,

配置 的

涕灭威溶液 放人 尾金鱼
,

进行安全浓度

验证试验
,

设对照组比较
,

试验时间为一个

月 每天加饵料一次
,

每周用同一浓度涕灭

威溶液更换一次
,

对照组每周换清水 一 次

结果表明
,

在 毗 浓度下
,

金鱼与对照组

的一样
,

全部存活
,

证明 是涕灭威

对金鱼的安全浓度

争侧类伙绪

复正常
,

游动灵活
,

不久即能自由觅食 后一

种现象表明
,

涕灭威中毒的金鱼
,

即使染毒
,

仍可恢复正常 这种中毒与恢复很可

能与涕灭威对胆碱醋酶抑制与去抑有关
,

从图 可以准确地得到涕灭威对金鱼的

半数致死浓度
、

呼
、

分别为
、 、

本试验中涕灭威对金鱼 的
,。

为
·

,

与国外报道的涕灭威对红鳍鱼毒

性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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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连续多次摄人体内的蓄积特性

及诱发骨髓细胞染色体的畸变

朱寿彭 郑斯英 王崇道 曹根发 赵秀英
苏州医学院放射医学系

在核爆炸的混和裂变产物中
, ‘盯
柜是 一

种较重要的污染物
,

因为它所占的份额较高
,

可污染环境而导致摄人人体的可能性  近

年来
,

由于 ”扼在核辅助动力装置系统中的

广泛使用
,

也可意外释出而造成环境污染  

而且
,

目前在发光涂料工业中
,

多采用
‘

枢来

代替
劝镭作为激发能源

,

从而可以减少电离

辐射对职业工作者的危害
,

但随之又增加了

 扼摄人人体的机会  考虑到在现场使用

印题时有多次连续被摄人机体的实 际 情 况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 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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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放射毒理角度出发
,

研究了
’盯
枢在连

续多次摄人体内时的蓄积特性和诱发骨髓细

胞致突变效应的关系
,

以期为揭示
‘盯
拒对机

体的损伤特点和寻找 医学处理措施
,

提供必

要的依据

本研究工作分下列两部分实验

科 学
。 。

积动态见表 可以观察到在
’盯
拒连续 天

,

每天以 那 的放射量摄人机体后的各

不同观察阶段
,

都以在骨骼中的蓄积量为最

高
,

呈选择性滞留于骨组织中

表 连续 天静脉注人
’”扼

一
硝酸盐

” 掩 天后在不同间隔时内主要器官组织
中的蓄积动态变化

一
、

液体闪烁法探讨
’盯
拒连续多次摄人

体内时的代谢特性

实验观察是在体重为 士标准 差

的 只雄性大白鼠体中进行的 在连

续 天中给动物经尾静脉注人放射纯和化学

纯的
‘盯
拒

一

硝酸盐
,

其放射量为每天 沁
,

并于末次注人后的
、 、

和 的

不同间隔阶段
,

观察
‘

枢在体内的蓄积以及

持续 的尿
、

粪排除过程 所有实验大 白

鼠均置于有机玻璃代谢装置中
,

按时收集尿
、

粪样本 各组大白鼠按不同观察时间分批

由颈动脉放血处死
,

每批处死 只
,

收集血液

样本
,

迅速解剖
,

取 出肝
、

肾
、

肺和股骨 皮质
、

松质各半 组织
,

分别秤取
,

同时取粪
,

吸取尿液 间
,

放置到低钾液体闪烁测

量杯中
,

按我们已建立的匀相透明液制备法

处理各器官组织和尿
、

粪样本
〔习

值得指出

的是
,

在本实验中
,

我们还对坚硬组织 骨皮

质 作先行剪碎处理
,

然后加人高氯酸消化
,

过氧化氢脱色
,

在 ℃ 加热
,

冷却后加人

助溶剂乙二醇丁醚
,

最后加人 多 的

甲苯闪烁液
,

获得了该组织的匀相透明液体

所有实验的软组织和坚硬组织标本
,

在制成

匀相透明液后
,

放人到双道液体闪烁计数器

中作匀相法测定 观察标本经过淬灭校正

最后计算出每 组织含放射性量与理论上每

组织平均分配量的比值
〔 ,

以及每天尿
、

粪

排除总量 占实际摄人机体 中放射性总量的百

分比
“ , ,

并且用最小二乘法配线
〔, , ,

求出
‘盯
拒

在体内的滞留方程和排除方程

实验研究发现
,

在持续三个月期间的不

同阶段
,

测得血液和各主要器官组织中的蓄

每 组织含放射性量与每 组 织理论上平均分配量的
比值 又士

组器官织

士 刁

月
。 。

夕 士
。

士

。

十
。

士月

夕 夕

月士

月
。

月土

月 士

士

士
。

士 浦  夕士

士月

士 月

士

月士  

肺肝骨血肾

关于
’47

拒连续 5 天摄人后在体内总的滞

留过程
,

以相对百分比表示观察到
’47

枢的体

内蓄积过程仅仅在开始有较快降低
,

以后的

降低趋势极为缓慢
.
我们估算了

‘47

枢在连续

5天摄人后的滞留方程为
:

_么竺生 t

R (
t
) 一 0

.
1 1。。 ”, 9

_
些丝

t

+ 0
.
5 7 9 。 , , 55

~
0

.

1 1 s
e 一o

’

1 , ”t
+ 0

.
8 夕g e 一0

·

姗
t

可见
’盯
枢连续 5 天摄人后在体内 的 滞 留 过

程
,

包括两个不同快慢组分的滞留半减期
:

T ,

一 5. 89 d ; T
Z
~ 115 5d . 即快组分的滞留

半减期为 5
.
89 d

,

而慢组分的滞留半减期则长

达 1155d 之久
.

观察
’盯
拒在尿和粪中的总排除动态规律

亦用最小二乘法配线
〔刀 ,

求得其排除方程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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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47

拒连续 5 天摄人机体后自尿和粪 中总

排除的快组分半排 期 T ;~ 1
.
O5d

,

而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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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慢组分 半排期则较长如 T ,
~

7 卷 3 期

1o
.
3ld ,

1 2 1

.

5 8 d

二
、

体外细胞培养法探讨
’盯
框连续多次

摄人后诱发骨髓细胞致突变效应

实验选用 18 只雄性大白鼠
,

分对照组和

卿扼连续多次摄人组进行观察
.

‘47 拒组在连

续 5 天由尾静脉注人大白鼠放射纯和化学纯

的
’‘7

枢硝酸盐 100 那
ci /

k g
/
d 后

,

并于末次摄

人
‘47 拒后的 2h 阶段

,

即选择
’47 枢已在骨骼中

呈现选择性蓄积时
,

由颈动脉放血处死
,

迅速

取出完整股骨
,

分离出骨髓细胞作体外培养;

采用止血钳挤出骨髓液约 0
.
2耐

,

用无菌操作

法注人预先装有 sml R P M I一 1 6 4 0 培养液 的

培养瓶中
,

放置在 37 ℃ 培养 24h 后
,

随即

加人 0
.
01 9/m l 的秋水仙素 1 滴

,

继续培养

4一6h
,

然后离心制片
,

用磷酸缓冲液稀释 10

倍 w righ t 液
,

然后染色
,

最后镜检染色单体

断裂和染色体断裂的发生
.

结果发现
,

正常对照大白鼠组的骨髓细

胞染色体畸变率波动在 1
.
3夕士 0

.
78 拓 范围内

如表 2 所示
.
当机体连续 , 天摄人

‘盯
拒 100

沁i/ kg/d 后
,

仅仅在末次摄入后的 2h 阶段
,

已 可诱发骨髓细胞的染色体畸变率呈明显增

升至 2
.
82 士 0

.
42 多

,

且其诱发的畸变大部分

是属单体型的
.

讨 论 和 结 论

从放射毒理学角度来看
,

考虑到放射性

物质对机体产生的作用和引起的损伤 效 应
,

是 与其在体内的代谢特性密切相 关 联 的
Lll .

当裂变产物
‘47

柜连续多次摄人机体后
,

从实

验观察所得的滞留方程的慢相滞留半减期来

看
,

要长达 1155d 之久
.
又从排除方程的慢

组分半排期来看
,

也有 121
.
58d
.
这些数据提

示
‘盯框摄人机体后

,

其自然排除极为缓慢
,

且

表 2 机体连续 s 天静脉注人
’盯 拒

一

硝酸盐 10 0拜ci jk
g
/d 后诱发

体外培养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

组组别别 观察察 细胞培培 总计受辐辐 中期分裂相相 畸变率% p 值值

大大大白鼠数数 养时间间 照时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h ))) (d ))) 观察察 畸变数 目目目

细细细细细细胞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染染染染染染染色单体体 裂隙隙 染色休休休
断断断断断断断裂裂裂 断裂裂裂

对对照组组 lll 244444 30111 333 000 lll l
。

3 333

2222222 2 44444 3 0 000 lll 000 000 G

.

3 333

3333333 2 斗斗斗 3 0 000 333 000 000 1
.
0 000

4444444 2 44444 3 0 000 OOO 000 111 0
.
3 333

5555555 2 44444 30 000 333 000 OOO l
。

0
(〕〕

6666666 2 44444 30 000 777 000 000 2
.
3 333

7777777 2 44444 30 000 666 000 OOO 2
.
0000

8888888 2 44444 3 0 000 888 000 000 2
.
6 777

9999999 2 44444 30 000 333 000 111 1
.
3 333

11111 000 2 44444 30 000 333 000 lll 1
。

3 333

总总总计 10000000 3 00111 3777 000 444 1
.
37土 0

.
78 一一

lll’7 柜柜 lll 2住住 连续 5 天摄入入 30 111 333 333 444 3
.
3222

组组组 222 2444 连续 5 天摄入入 33666 666 lll 000 2
.
0888

3333333 2444 连续 5 天摄人人 30 000 222 666 000 2
.
6777

4444444 2444 连续 5 天摄人人 30000 444 222 000 2
.
0000

5555555 2444 连续 5天摄人人 32666 l000 333 000 3
。

9 999

总总总计 5555555 156 333 2555 1555 444 2
.
82士0

.
月2 < 0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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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7 并 以上的
‘盯
枢在机体组织 中

,

尤其在骨

组织中呈牢固蓄积态
,

极难排除
,

而且该核素

具有高度的亲骨有机质的特性
,

可在骨骼的

有机质部位和骨髓腔内呈选择性蓄积
〔8] . 因

而有必要探讨机体在连续多次摄人
‘盯
拒时诱

发骨髓细胞致突变效应的危 险 性
.
结果发

现
,

当机体连续 5 天摄人
‘47

拒 100 那
Ci /

k g
/
d

后
,

即可引起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率的明显

增升
,

要比同期对照组高出两倍多
.
而从诱

发的畸变类型来看
,

大多是属于单体型的
.

认。b已已已已弓弓尽‘弓已日已因弓沪
?刀劝口马 口叨叨叨叨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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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口仑夕

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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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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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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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
·

环境 信 息
·

北 美 猛 禽 数 目 回 升

由于环境中 D D T 和其他农药残留水平下降
,

至少有五种北美食肉猛禽数目回升
.
在七十年代

,

白华
、

秃鹰
、

草原鹰
、

苍鹰
、

穴集数目锐减
.
科学家

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农药
,

特别是 D D T 致使鸟类生

殖能力衰退
.
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家说

,

近 14

年来鸟类种群增加了
.
白集在七十年代初期濒临

灭绝
,

科学家们对其数目增加特别感到鼓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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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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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的臭氧浓度和几个气象变量的统计相关性

李 文 李金龙 王玉英 李晓明 舍孝炎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臭氧是大气中的微量组分之一
,

它对于

生命物质是至关重要的
,

作为大气 中的一种

二次污染物
,

臭氧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
一

般认为气温
、

湿度和 日照等气象因 子是影响

大气中臭氧浓度的重要因素
.
北京市是重要

的工业城市
,

位于北纬 40
。 ,

北京地区大气

中臭氧情况怎样? 与一些气象因子的关系如

何? 我们希望通过实验有所了解
,

通过对监

侧数据的统计
,

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
,

为今后

的烟雾箱实验
、

模式计算
、

污染预测以及其它

有关臭氧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资料
.

一
、

实验

大气中臭氧浓度的监测是采用荷兰菲利

浦公司生产的 PW 9 771 型臭氧监测仪 (罗

丹明 B 化学发光法)
,

用硼酸碘化钾化学法tl1

标定仪器
.
气温和湿度采用上海生产的 ZJ

:

型温湿度计测定
.
监测地点在北京大学

,

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