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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入机体
’‘, 一柠檬酸盐对

组织中 和 含量的影响

朱寿彭 王崇道 曹根法 李尹民
苏 州 医 学 院

在核动力装置运转的过程以及在核爆炸

早期混合裂变产物中的
’砂

是一种污染物

本文研究了静脉注人不同剂量 的
’‘, 一

柠 檬

酸盐对大白鼠骨
、

肝和肺 组 织 内 和
。

含量的影响

实 验 方 法

实验选用雄性大白鼠
,

体重为 土

克
,

共用 只
,

分对照和实验 高
、

低 剂

量组 实验组大白鼠静脉注人放射纯和化学

纯的
‘ 一

柠檬酸盐剂量分别为 微居里

公斤 微居里 毫升 和 微居里 公斤

微居里 毫升
,

容量均为 氏 , 毫升 分别在

 
一

柠檬酸盐注人后的 小时和 天
,

测

定组织中 和 的含量

一
、

组 织样品处理

实验大白鼠由颈动脉放血处死后
,

迅速

剖取出肝
、

肺和股骨
,

立即放置到固态二氧化

碳中保持低温冰冻状态
,

以防止磷酸二醋酶

破坏
。

或 随即在低温冰冻条件

下用扭力天平秤取被 测 组 织 样 本 各 毫

克
,

然后将其迅速转人到预先加人 认

毫升及 并 的   的 液的

匀浆器中
,

用 瓦电动搅拌机以 转 分

的转速研磨 分钟 由于 能破坏磷

酸二醋酶
,

所以其后就不必再保持低温条件

将已制备好的组织匀浆自匀浆器转移到离心

管中
,

再取 毫升洗涤匀浆器后
,

也倒人离心管中
,

用 转速离心 分钟
,

使蛋白质沉淀 取其上清液直接倒至刻度离

心管中
,

缓慢加入 多 的 溶液中和至

左右
,

使蛋白质充分沉淀
。

再经同样离

心步骤
,

倾倒出透明上清液
,

放置于井型短测

量管中
,

置于管架上
,

最后连同管架一并放入

真空干燥箱内经 小时蒸干
,

再加人 毫升

花 缓冲液 材 ,
加 斗 对

溶解之 吸取上 清 液 微 升
,

供 作测 定

用 另吸取 微升作测定 使

用

二
、

测定 方法

测定 。
采用竞争性蛋白结合法 测

定试剂选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提供的
。 药盒 操作步骤如下

加样 先取不同浓度的标准
。 或

已处理的待测样品 微升
,

编号列 于管 架

上
,

放人塑料冰浴中
,

内加适量水份
,

然后投

人冰块
,

使保持温度在 一 ℃ 再加人比度

为 夕 居里 毫摩尔的
一

微升 及

蛋白激酶 微升

培育 摇匀
,

反应 小时 到时按次

序取出反应管
,

加人预先冷却至 ℃
、

的

缓冲液淋洗管壁
,

以终止其反应

分离 滴至孔径为  一 微米的微

孔滤膜上减压抽滤
,

然后再加人 毫升

的冷缓冲液淋洗管壁
,

并冲洗膜片

烘干 用虹膜镊夹膜片放人不锈钢盘

中
,

置 ℃ 烘箱中经 分钟烘干

测试 取出冷却 后
,

即 可 投 人 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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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务 和 并 的甲苯闪烁液 毫

升的闪烁杯中
,

用镊子将膜片轻轻压在闪烁

杯底部铺平
,

置于双道液体闪烁计数器中测

定放射性强度
,

并换算至 克组织 中

含量的微微摩尔数

测定 采用放射免疫法 药盒由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提 供
一

的

比度为 居里 毫摩尔 我们先取不同浓度

的标准 或已处理的待 测 样 品 微

升
,

放人塑料冰浴中加人适量水份
,

然后投入

冰块
,

保持在 一 ℃ 随后加人
一

微升
,

最后加抗血清 微升
,

轻轻摇匀 随

后的培育
、

分离
、

烘干和测试步骤同测 定
’

的操作过程

实 验 结 果

一
、

比较 “ 一

柠檬酸盐对肝
、

肺和骨

组织 中的 含量影响

从表 可见
,

对照组肝组织中的

含量平均为 ” 微微摩尔 克组织
,

肺组织

中为 微微摩尔 克
,

而骨组织中则达 沁

微微摩尔 克 当大白鼠静脉注人
“, 一

柠檬

酸盐 微居里 公斤后 斗小时
,

发现在各观

察组织中的 含量比对照组显著增高
,

此时肝组织中 含量增高 到 微

微摩尔 克
,

肺组织中增至 微微摩尔 克
,

在骨组织中显著增高达 微微 摩 尔 克

当大白鼠静脉注人
’‘, 一柠檬酸盐的 剂量增

大至 微居里 公斤后 小时
,

则可观察

到上述组织中的 水平更进一步呈显著

增高 可是
,

无论机体接受低剂量或高剂量

的
’

呀
一

柠檬酸盐后
,

经过 天的观察表明
,

在上述各组织中的 含量与对 照 组 已

不呈现统计学上的差异

二
、

比较
’ 一

柠檬酸盐衬行
、

肺 或 骨

组 织 中 含量的影响

由表 所示
,

正常大白鼠肝组织中

的含量为 微微摩尔 克组织
,

肺组 织为

微微摩尔 克
,

而在骨组织中则为 微

微摩尔 克 在大 白鼠静脉 注 人 低 剂 量 的

 
一

柠檬酸盐 微居里 公 斤 后 小 时
,

可见到在上述观察组 织 中的 含 量 比

对照组显著增高 肝中的 。
含量升高到

微微摩尔 克
,

肺组织中达 村 微 微 摩

表
’“ 一

柠樵酸盐对大白鼠肝
、

肺和骨组织中
。人 含量的影响

剂 量 静脉注射 每组 动物数 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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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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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克
,

而骨中则增高至 101 微微摩尔/克的

水平
.
而当大白鼠静脉注人高剂量 (400 微居

里/公斤)
’”Y b

一

柠檬酸盐 24 小时后
,

在这些

组织中的 cG M P 含量则显著增高
.
当观察

延续到 3 天时
,

肝
、

肺或骨组织中的
cG M P 含

量都已回复到正常水平范围
.

制
,

影响组织细胞的转化
,

从而肝
、

肺和骨骼

等观察组织内
CA M P 短时间内明显增高

,

增

高的程度也随着引人
‘69

Y b
一

柠檬酸盐放射量

的增高而增加
,

这是因为
’69

Y b 的剂 量 增 高

时
,

可使电离辐射效应增高
,

使细胞的增殖受

到更多的抑制所致
.

值得指出的是
,

由于在实验过程 中
’
H

-

c
A M P 与蛋白激酶或

3H 一c
G M P 与抗血清都

是呈高度特异性结合的
,

而
‘6, Y b 却不能与蛋

白激酶或抗血清结合
,

所以
‘69

Y b 几乎全部被

洗脱
,

而在微孔滤膜上用液闪法对
’‘

呼b 的放

射性强度测定是呈本底 水 平 的
.
因此

,

在

本实验中注人机体而引起体 内辐 射效 应 的

I69 Y b ,

不会干扰对于
3H 一c

A M P 或
’
H

一 c
G M P

的放射性强度的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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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 结 论

环核普酸 。A M P 和 。G M P 是具有重要生

物活性的物质
,

它们广泛存在于机体各组织

内
,

在机体的各种生理过程和物质代谢中起

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
我们的实验观察表明

,

正

常机体内各观察组织中
cG M P 的含量仅只有

cA M P 的 1八。到 l/50 之间
,

这个相应的比

值与 G le eoga rd 所报道的很近似[3j
.

sh eP p
。r
d 闭 曾观察到

,

细胞的生长取决于

细胞内 cA M P 含量水平
.
在其含量下降时

,

细胞就不断增殖 ;而当其含量升高时
,

细胞的

增殖就受到抑制
.
在转化的细胞内

, c
A M P 的

含量也低于正常水平
.
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

看
,

发现在引人机体不同剂量的
‘69

Y b
一

柠檬酸

盐后
,

由于
’‘,

Y b 在体内呈现的电离 辐射效

应
,

可以引起细胞的增殖功能受到暂时的抑

对雷达天线周围树木的观察

陈国璋 汪行华 孙文轩
(浙江医科大 学微波研究室) (杭州空军某医院)

电磁波作为评价环境质量的一个的物理

因素
,

已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
许多国家都对

此制订了职业暴露的安全辐射标准和居民卫

生标准
.
我国也制订了部颁安全辐射的职业

暴露标准〔1 , 2 ]
,

居民卫生标准正在积极制订之

中
.
电磁波的生物效应

,

在动物和人方面已有

大量研究L
3.4, 5, ,

通过这些研究
,

人们对电磁波

作用于生物体所产生的致热效应方面已取得

基本一致的意见
.
但对电磁波

,

特别是弱电磁

波除了致热效应以外
,

还有所谓
“

非热效应”

(
n
o th

em
al ef

fec ts)
t6]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验上都远未统一明
.
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工

作
[8一

101
,

都集中在动物和人体方面
,

而在植物

方面的工作还未见到
.
本文报道平均功率密

度为 50 一25 0微瓦/厘米
,

( 脉冲功率密度 约

为 20
.
8一 194

.
7 毫瓦/厘米勺的超高频电磁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