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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
一

的 并 说明
、 ‘ 日 , 及

,

试验在衡量活化剂 活性水平方面
,

评价效

果大致相同 图 的数据为二次平行试验的

平均
,

每组蟾蛛 一 只

以  一

斗
、 一 、

原油
、 、

等对花背蟾赊进行一次剂量灌 喂 天 表 明

诱导剂对蟾蛛肝 的诱导潜力按  
一

原 油 走 玉 米 油 对

照
,

但 及 。一

去甲基化酶的增高按
一

原油
一 斗 图 斗中

,

除

原油组用 只外
,

每组均用蟾蛛 只 舌
,

微粒体离心速度为 转
,

时间为 小时

原油诱导蟾赊 的活性低于所观测

污染区的中华大蟾赊 图 约 毫克 只
,

一

次剂量及 一 天周期的 活性 最高

外 苯巴比妥水溶液及污水处理场 出水 浸

泡 , 天
,

未见酶活性增高
,

种属
、

性别
、

饥饿及降温后等生理条件

对蟾赊的 水平存在明显影响 从现场

及试验诱导结果分析
,

中华大蟾赊的平均活

性大于花背蟾蛤
,

雄体的活性大于雌体 饥饿

驯养期 及降温均导致 活性下降 污

染区高水平的 活性 天内
一

去甲基

化酶降至原水平的 多
,

降至原水平

的 多

科 学

蟾蛛肝

合反应
、

及
。一

去甲基化酶 的 最 适

及温度均与大鼠肝非常相近 图

结 论

蟾赊活动能力有限
,

在环境中栖息相对

固定
,

能较容易地找到其受环境因素影响的

原因 取材驯养便利
,

肝组织分化程度高
,

占

体重的比例大于大鼠 作为试验生物有其独

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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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对镍

石进元

、

抢等元素在梨形四膜虫细胞

生长中的领顽效应

朱慧天
*
唐任寰 夏宗磺 刘元方 陈阅增
(北 京 大 学)

硒是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

一
,

它参与各种有益的生理和生化活动
,

同时

它又是有毒元素汞
、

砷
、

镐
、

铅
、

银等的解毒领

顽剂
〔, , , ,

.

我们以梨形四膜 虫 (T
orra石夕, e , a

* 苏州大学化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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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vr 汀, 。行)ls
] 为材料

,

作了硒对镍
、

论
、

钻
、

铬

等几种金属离子影响细胞生长及其相互作用

的研究
。

2 00
月

S e
es
N

实验方法和结果

以 1一2沁的胰陈和 0
.
5多的葡萄糖水溶

液为细胞的培养液
.
加不同量的金属离子于

培养液中
,

接种四膜虫后保持 28 ℃
.
在显微

镜下对细胞计数
,

进行虫群体的增长测定
.
进

人细胞内的金属离子用
郊
sP
u
一别 u 同位素激

发 x 射线荧光分析法测定
.
实验中所用的试

剂均为分析纯
.

一
、

硒与镍的 相互生物化学作用

1
.
镍对四膜虫细胞的毒性试验

将 Ni sq 溶液移人培养液中
,

使 N 护
+
离

子浓度分别为 10 、

2 0

、

3 0

、

4 0 和 50 ppm
.
结

果示于图 1
.

胃
含
』
x o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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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5 0 p p m

2

·

S
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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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p

m
,

N , 5 0 p p m S e
于接种细胞起始

时刻加入
,
生长 6 小时后加入 N i 3

.
空白对 照

N 某时刻细胞数 N 。 起始细胞数

n�,J、
.
.

h

了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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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空白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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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 i 的毒性试验

1
.
10ppm 2

.
20ppm 3

.
30ppm

5
.
SOpp m N

.
某时刻细胞数 N 。.

起

始细胞数

由图 1可见
,

随着 N iz+ 浓度的增加
,

四

膜虫细胞的生长分裂受到较强的抑制作用
,

2

.

硒对镍生物毒性的领顽作用

将 N 礼Se o
。

与四膜虫同时移人培养液中
,

恒温培养 6 小时后
,

加人同量的 NI Sq
,

隔一

定时间测得细胞数 N
.
实验经多次重复

,

现

将硒浓度为 0. 08 和 0
.
8 p
Pm 的典型结果

,

与

不加硒和既不加硒也不加镍的对照试验示于

图 2
.
比较曲线可知

,

由于细胞在含微量硒

的培养基中先行培养
,

故曲线 1
、

2 上的 N l

N 。

值均比对照曲线 0 高
,

显示出了硒对镍毒

性的领顽作用
.
由于镍的用量较大

,

所以曲

线 l 、

2 比 3低
.

3
.
细胞体内的硒

、

镍含量分析

采用同位素源激发 X 射线 荧 光 分 析 技

术
, ”SP

u

源活度为 17 毫居里
,

以 7 383 型 5 1

探测器配合国产 FH 4叭 型 10 24 多道分析器

组成X 射线荧光分析系统
,

测得迸人四膜虫

内的镍含量为 0
.
6一0

.
8微克 /毫克干细胞

.
在

单独含硒 70pPm 培养液的四膜虫内
,

硒含量

为 0
.
4一0

.
6微克/毫克干细胞

.

表 1说明四膜虫细胞体内不含硒时
,

硒

对镍的领顽没有表现 出来
.
再结合细胞内硒

镍的分析结果
,

我们认为硒对镍的领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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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时间加人 5. 和 稀 细胞生长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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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领顽

* 开始时加 S。
( 1 2 p p m )

,
6 小时后加人 N . (50ppnl )

.

**
开始时同时加入 s。

(
1 2 p p m

) 和 N i (50pp m )
.

在于细胞内部的复杂的生化作用
.

二
、

硒与铭的相互 生物化学作用

1
.
钝对四膜虫细胞的毒性试验

将 TI N 0
3
溶液移人培养液中

,

使 T1 + 离

子的浓度分别 为 11
、

2 2

、

3 3 P

Pm

,

接 种 四 膜

虫
,

结果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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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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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l 3 3 p p m

l. 起始加人 Se 0
.
sp pm ,

生长 10小时后加入
T l 33pp m 2

.
起始加人 Se sppm ,

生长 10

小时后加入 T 133ppo 3
.
生长 10 小时后同时

加人 se 0
.
spp m ,

T I 3 3 p p m 叮
.
空白对照

N 某时刻细胞数 N 。

起始细胞数

..leewe咋leeeelll璐eelse

冲挤减妙

图 3
’

rI 的毒性试验

0
.
空白对照 1

.
llnpm 2

.
22ppm 3

.
3宝 }、 ,、 ;n

N

.

某时刻细胞数 N 。 .

起始细胞数

由图可见
,

舵浓度为 33ppm 时
,

对四膜虫

细胞的生长分裂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

2
.
硒对舵生物毒性的领顽作用

图 斗是典型结果
.
硒在接种四膜虫时先

行加人
,

轮则是于培养四膜虫细胞 10 小时后

再加人
.
曲线 。作为不加硒

,

只加同量蛇的

对照试验
.
可见当先加硒时

,

硒对钝毒性有

抗衡作用
.

3
.
细胞体内的蛇含量分析

用
’沼P u一酬U 同位素源激发 X 射线荧光

分析法
,

测得四膜虫细胞体 内 钝 的含 量 为

0
.
5一0

.
7 微克/毫克干细胞

.

三
、

硫酸根
、

对酸根 阴离子 的影响

为搞清在上述 分 别用 NI Sq 及 TI N q

作的试验中
,

其毒性和有关领顽效应与阴离

子 50尾
一 、

N O 子的关系
,

又以 N
a:50 ;和 N aN q



,

环 境

进行了试验
.
浓度为 200

、

6 0 0 p p m 的 50 军
-

以及 100
、

4 0 0 即m 的 N O 子
,

对四膜虫细胞

生长分裂均无影响
.

四
,

枯
、

格村四膜虫 细胞的毒性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

随着培 养 液 中钻 和 铬

(vi )量的增加
,

四膜虫细胞的生长与分裂均

受到强烈的抑制
.
还曾以硒一钻

、

硒一铬(v l)

分别作试验
,

在类似条件下未观察到明显的

颜顽作用(数据略)
.

五
、

低浓度硒对四膜虫细胞生长分裂的

影响

硒的浓度在 0
.
0 1、 0. 1

、

1

.

4P
p m 时对四膜

虫细胞的生长与分裂没有表 现 出促 进 作 用

(数据略 )
.

结 论
·

本工作进行了镍
、

蛇
、

钻
、

铬 (vi ) 等几种

卷 2 期

元素和硫酸根
、

硝酸根对四膜虫细胞的生物

毒性试验
.
发现微量硒对镍

、

蛇产生领顽效

应
.
用低浓度硒先行培养法和同位素源激发

x 射线荧光分析法的测量结果
,

说明这种颜

颁机制是属于细胞体内的生化作用
.
钻

、

铬

(v l) 两种元素在类似条件下
,

未发现硒对它

们的领顽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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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烹调对棉油
、

猪油中六六六
、

D D T 的降解作用
*

周 敬 思

(湖北省襄樊市卫生防疫站 )

六六六
、

D D T 农药
,

化学性质稳 定
,

残

留时间长
,

脂溶性强
.
经过食物链的生物浓

缩作用
,

在脂肪类食品中的残留量较高
.
据

有关调查资料[1J
: 肥猪肉中六六六含量比加

工粮(大米
、

面粉)和蔬菜(五种菜)高 7
.
1倍和

17
.
3 倍

,

D D T 含量高 160 倍和 38 倍;棉油
、

菜

油中六六六平均含量比加工粮和蔬菜高 6. 4

倍和 巧
.
6 倍

,
D D T 含量高 21 倍和 5 倍

.
随

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动植物性

脂肪的进食量已逐年增加
,

是六六六
、

D D T

进人人体的重要途径
.

我国居民食用油的烹调方法多 用高 温
.

有关食油中的六六六
、

D D T 经过高温烹调后

的变化情况国内报道不多
.
我们对本地居民

食用较多的棉油
、

猪油在高温烹调过程中六

六六
、

D D T 的降解情况作了实验观察
,

所得

结果对于利用高温烹调方法
,

减少从食用油

中摄入六六六
、

D D T 残留量有一定 的实际

意义
.

* 本文蒙武汉医学院卫生系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周

锰珍副教授
、

湖北省卫生防疫站路光仲副主任医师

审阅
,

并提 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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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先江同

志协助采样
、

一并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