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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中数据可知
,

日光灯包 曰卜 薄膜或涂

班
一

涂料后
,

照度儿乎无影啊

光稳定性

采用 日光灯
,

将
一
薄膜紧贴灯管

,

经照

射 ‘。。小时后
,

些外光区吸收能力无明显变化 见图

斗 可见光区透过率略有下降

从上述性能可以看到
一
型滤紫外光材料能

吸收 。毫微米波长的紫外光
,

是具有良好光稳

定性的较理想的滤紫外光材料

二
、 一

型滤紫外光材料的使用

一
薄膜可以方使地包在 日光灯上

,

也可以直

接贴在需要防护紫外光的建筑物玻璃上 如果使用
一

涂料时
,

需将待涂玻璃或 日光灯擦净
,

去掉灰

尘
,

直接涂上涂料即可
,

自然晾干几分钟后就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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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二甲氨苯丙酮同系物致突变性检测

孙炳寅 林文娜 陈 子 涛 徐 冠 雄
南京大学生物学系 南京大学化学系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我们在筛选大型化工企业循环冷却水杀菌灭藻

荆过程中
,

曾报道了二甲氨苯丙酮同系物的杀菌灭

藻性能
〔‘一 ,

及对小麦幼苗生长的影响
‘’ ,

证明该系

列化合物是高效低残毒的水处理药剂 但是
,

作为

一种水处理药剂广泛应用后
,

随着工业水大最排放
,

势必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

尤其是药剂是否

具致癌性和致突变性
,

是人们十分关切的问 题 鉴

于工业水处理药剂的致突变性问题尚未见报道
,

为

此
,

本文以 二 法对二甲氨苯丙酮同系物的致 突

变性进行初步检测和分析

检测样品合成

二甲氨苯丙酮同系物通式如 所示
,

物见表

· · ··

一
一

夕

具体化合

表 的构造

一
,

实验方法

细菌菌株

鼠伤寒沙门 氏菌需组氨酸异养 型 菌 株 人  

碱基对置换突变型 十 因子 和 人 移码突变

型 因子 菌株由上海市肿瘤研究所提供

致突变试验

实验步骤按照 二 法
〔’

及我们略加改进的方

祛
〔‘’
进行 经两天培养后

,

计算出原养型回变菌落

数
,

凡回变菌落数多于对照组的 倍以上者
,

为致

突变阳性

因为化合物 和  具较强的杀菌作用
,

所以在

正式试验前需找出最低抑菌浓度
,

取 以

下的浓度进行定量试验

,, 壬 玩玩 月

怎怎怎

各化合物都按文献
〔”用类似的方法合成后重结

晶一 次 选用其中杀菌效果较好的 和 的盐酸

盐作致突变性检测 阳性对照化合物为环磷酞胺
,

斗一硝基哇林

二
、

结果与讨论

化合物 和 致突变性定量检测结果综合于

表 表 数据表明
,

各化合物无论在加与不加
一

代谢活化系统时
,

经 和
‘

检测
,

其结果均

为阴性反应

鼠伤寒沙门氏菌两个突变菌株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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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样品致突变性定量检测结果

侧侧 试 菌 株株 测试样品品 样 品 测 试 组组 阳 性 对 燎 组组 自发 回变菌落数数

个含含含含 量量 加
一

不加
一

牛
一

硝基座林林 环磷酚胺胺胺
,

皿
‘‘

化 合物  弓
一
书书

化化化合物 川川 , 一

化化合物 十十 十十 斗一

十十 十十十

十十 十十十

化化合物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说明 」 回变菌落数是三次重复的结果

加入
一

的量为每皿 微升

加样品后菌落回变数与自发回变数相近为致突变阴性
,

以
“
一 ”表示 回变菌落数多于自发回变菌落数 倍

以上者为致突变阳性
, 以

“ ”表示

的细胞壁脂多塘 、 为深度粗糙 突 变 型
 ,

它的  是不正常的
,

使得诱变剂很容易通

过壁进人细胞 本实验采用  以下浓度的化合物

和 进人细胞后
,

在未接触 分子前已有部

份经细胞代谢作用被降解了
〔” 这样

,

化合物 和

对
‘

和
’

的 分子结构不足以产生影

响
,

故呈现阴性

再从突变过程与酶作用的关系来看 突变过程

和许多酶作用有关
,

影响这些酶作用因素必将影响

突变的发生 某些物质本身不具诱变作用
,

但经代

谢活化系统活化后便有诱变作用 表 结果表明
,

无论在加与不加代谢活化系统
一

条件下
,

化合物

和 对 和 两菌株都不具诱变作用
,

说明该化合物对某些酶类没有影响
,
当然不会产生

致变

因为致癌性与致突变性有一定对应关系
「” 。

因

此
,
通过致突变性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可验证化合物

是否具有致癌作用 本实验结果指出
,

化合物 和

无论在加与不加代谢活化系统的情况下
,

均不能

使 八 和 菌株产生回复突变 但鉴于致突

变性在毒物学上的重要性
,

有必要用其它测试系统

进行鉴定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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