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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噬菌体诱导法在环境诱变剂研究中的应用

阮萃才 梁 远 刘锦玲 刘宗河
广西肿瘤研究所

摘要 应用原噬菌体诱导法检 侧 ” 种不同化学物质的潜在遗传毒性
, ,

作代谢激 活系 绕 试 验结 果 有

” 个样品具 有诱变性 占 ,

其中有 个样品 在
,

激活下和 个样品无论有与无
,

活化均能诱导溶原

性大肠杆菌释放 又噬菌体 检 出的阳性样品中有些为已知的诱变剂和致癌剂 黄曲霉毒素
,

或抗癌药 丝裂霉

素 提示诱导检测法作为环境遗传毒物的预警系统初筛潜在致癌危险物质是一种极为有用的手段

自然环境里存在许多致突变和 致 癌 物
,

这些遗传毒物极易引起 损伤而发生遗

传疾病
,

畸胎和癌症 为防止环境污染和对人

体的危害
,

对人类接触和将可能接触的化合

物必须鉴定其潜在遗传毒性 目前国内外采

用多种短期生物测试系统对许多化学物质进

行检测
,

为环境诱变剂研究提供可靠手段
,

其

中原噬菌体诱导法 简称诱导检测法 已引起

众多研究者的注 目和研究川 由于绝大多数

致癌物质均能诱导溶源性大肠杆菌释放 凡噬

菌体
,

因此原噬菌体诱导法作为环境遗传毒

物的预警系统初筛潜在致癌危险的物质
,

具

有经济
、

快速
、

灵敏
、

准确等特点 本文报道

应用诱导检测法对 种 化学物质进 行 检 测

的结果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试验菌株
,

为大肠杆菌溶源性菌株
,

对 几

噬菌体敏感的指示菌为  , 其遗传标

记是
 , 。

。 , , ‘ 几  , 。

的 。

衍生株 上述两个菌株为上海第二军

医大学蒋左庶教授赠送
,

其生物学性状经鉴

定和使用符合试验要求
〔

二 受试物及其提取液的制备

一
氨基荀

一 、

叠氮钠
、

黄

曲霉毒素 均为 精品 , 种

真菌分离物 杂色曲霉 株
、

棕曲霉 株
、

构

巢曲霉 株
、

冰岛青霉 株
、

串珠镰刀菌

株
、

交链抱霉 株 的制备见前文 弓种杭

癌药物 顺铂
、

丝裂霉素
、

表阿霉素
、

长春新

碱
、 一

氟脉咯咙 为我院化疗科提供 化妆品

田七粉刺露
、

防晒霜
、

北京牌冷烫精
、

上海牌

冷烫精
、

海飞丝洗发精
、

祛斑露
、

电发定型水

和农药灭嶂灵等均为南宁市售 品 份 尿 抽

提物为肝癌高发区扶绥县人 尿 的 氯 仿 提 取

液
,

每 科 相当于原尿样
,

由本室涂

文升同志提供 以上各种样品均配制成一定

浓度置 ℃ 冰箱保存备用

三 试验方法

实验按
,

‘

等方法步骤和要求

进行
〔 实验中

,

除受试样品外
,

另设阳性对

照
、

阴性对照和平行对照 重复二次实验 所

用
,

按 试验以及我室常规方法制备
,

选自 诱 导 雄 性 大 鼠

肝匀浆 离心上清液
,

其活性经

鉴定符合要求
” ,, ,

试验结果判定 凡能诱导溶源性大肠杆

菌释放 兄噬菌体的受试物均可在纸片周围观

察到密集的噬菌斑环
,

说明具有诱变阳性
,

反

之 则为阴性 一些对细菌有毒性或高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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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

在纸片和噬菌斑环之间出现抑菌圈
。

二
、

试 验 结 果

, 种化学物质诱导溶源性大 肠 杆 菌 释

放 又噬菌体能力的阳性结果见表 作为阴

性对照的生理盐水无诱导作用
,

而阳性对照

物 则有很强的诱导作用
,

说明本实验

系统结果可靠 在受试的 种样品中有

种能诱导溶源性大肠杆菌释放 几噬菌体 占
。

务
,

具有诱变性
,

其中 种样品诱导能

力较强
,

种具有一般诱导效果
,

其余均为阴

性结果
。

在 激活下
,

受试物则有 种样品 能

诱 导溶源性大肠杆菌释放 又噬菌体
,

其中

种诱导能力较强
,

其余 种为一般的诱导效

果
,

抗癌药顺铂和 无论有或无 激

活均有很强的诱导能力
,

说明两者为强直接

诱变剂
。

为检测某些样品诱导 又噬菌体释放的荆

量效应
,

取不同浓度的化合物
,

直接和

加有
。

混合液的含菌半固体琼脂混和
,

倒在

铺有 固体培养基平板上
,

凝固后 ℃ 培

养 小时
,

计数平板上出现的噬菌斑数 目

图 是 诱导 又噬菌体释放 的 剂 量 效

应曲线
,

由图可见
,

无论加与不加
,

其

诱导能力最强的浓 度为
,

高于或低

于此浓度其诱导能力较弱
,

提示 的遗

传毒性表现的剂量 范围 和真菌代谢

产物诱导 几噬菌体释放也有 类 似 的 剂 量 欢

应
。

表 各种化学物质诱导溶源性大肠杆菌

释放 又噬菌体的能力

受试物 剂量 纸片
, 诱导能

力
诱变性

’”。

户
·、 、

拼丫决’ 之。。

产
、
二

黄曲霉毒素
,

一

顺铂

丝裂镊素

贡 铬酸钾

杂色曲霉 。

杂色曲 霉

杂 色曲霉

综曲毒

棕 曲霉

构巢曲霉

构巢曲霉

串珠镰刀的

串珠镰 刀菌

料

拼

孟

一

而 乏 一

图 丝裂霉素 诱导 浇噬菌体释放的剂量效应曲线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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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盐水
阴性对照

丝裂毒素
阳性对照

链霉素

解

林 抑菌

注 每纸片点样 拌

, 活化剂量 拼 皿
“
一 ”表示无诱导能力

“ ”有一般诱导能力
“ ”

有明 显的诱导效果
“ 十”有很强的诱导能力

三
、

讨
一

论

研究表明
,

一切遗传毒物均可引起

损伤而导致细菌细胞中 蛋白的激 活
,

被激活的 蛋白能分解 几噬 菌 体 的

阻遏蛋白和 系 统 中 的 阻 遏 蛋

白
,

从而使溶源性大肠杆菌释放 又噬菌体并

通过 系统诱发突变 因此可通过原噬

菌体诱导法作为环境遗传毒物的预警系统初

筛潜在致癌危险的物质 本实验应用该法对

种不同类型的化学物质进行潜 在 遗 传 毒

性测定
,

结果有 种样品具有诱变性
,

检出

的阳性样品中有些为已知致癌物或 诱 变剂
,

这与文献报道相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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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中指 出 肝癌的发生可能与人摄

人一些玫癌性真菌毒素或其代谢产物的作用

有关 本实验受试的 巧 株真菌分离物有

株具有诱变性
,

进一步表明肝癌高发的扶绥

县粮食真菌分离物中含 有诱变性物质 这些

损伤剂不仅导致 结构的改变而

致癌且可发生遗传性疾病
,

说明摄人霉变食

物在肝癌发生上可能起协同作用比
,

本实

验以
,

活化真菌分离物其诱导原 噬 菌 体 释

放的能力明显增强
,

从而估计这些物质对动

物或人体的潜在危险是 有一定实际意 义的

近十多年
,

多种细胞诱变试验已广泛应

用于环境诱变剂的监测和研究中 原噬菌体

诱导法和 试验一样都有经济
、

快速
、

灵

敏等特点
,

但 试验作为初筛致癌物质

假阳性太多
,

诸如用 法检测为阳性物

的
一

氨基嗓吟
、

苯 龙 已知并无致癌作用
,

这些没有致癌作用的诱变  ! 如上述二者 用

诱导检测法测得的结果均为阴 性 ,

从 而 排

科 学
。

朽
。

除 试验的一些假阳性结果 此外
,

诱导

检测法只用一组菌株就可检测许多不同类型

的化合物
,

尤其成份复杂的混合物潜在致癌

活性 由于大多数致癌物质均能诱导溶源性

大肠杆菌释放 又噬菌体
,

所以诱导检测法作

为遗传毒物的预警系统初筛潜在致癌危险的

物质
,

具有经济
、

快速
、

灵敏
、

准确等特点
,

如

能配合其它测试系统
,

这对环境诱变剂的研

究无疑是一种极为有用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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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甲酸和乙酸测定方法研究

俞绍才
*
毕木天 栗 欣

(北京大学坏境科学中心 )

摘要 本文研究了一种用红 色担休经强碱 (K O H ) 处理作为吸附的载体
, 夫离子水超声浸取

,

禽子色谱法分沂

测定大气中 甲酸和乙酸的方法
.
对固体吸附管的特性进行了实验室 内模拟及野外 研究

.
在 采样体 积 为 2 .4:护

时
,

该法对大气中甲
、

乙酸的最低检出限分别为 0 .2拼g /
I
记 和 。

.
4拌g /m

,
.

利用此 法 ,

测出北 京冬季大气中甲
、

乙酸浓度分别为 0
.
5 一2

.
0拜g 了

I
护 和 0 .6一8

.
7”g /m 3

,

广州 白云山 春季大气中甲
、

乙酸浓度分别为 0
.
2一1

.
。拜9 1

, , 1 3

和 < 0
·

4 一2
·

0 拜g /
.、、3 ,

桂林市大气中 甲
、

乙酸浓度分别为 0 .37一0
.
4”g /

,1 1 , 和 0
.
5一1

.1拜g /
,。 ,

.

自从 G an 。w a y 等【11 在纽约雨水中首次

测到挥发性的有机酸 (C
:
一C
10
) 以来

,

许 多

研究[a, 3J 表明有机酸是对流层大气中的 重 要

化学组份
. K eene 等

〔2 ,在研究边远地区的湿

沉降时
,

得出有机酸 (主要是 甲酸和乙酸 )对

降水 自 由酸 的最 大 贡 献 为 25 佰 到 98 多;

C h apm an 等〔3 ,在美国威士康星 春 季 降雨 中

测出甲
、

乙酸浓度范围分别为 1
.
2一56 川q/l

’

和 1
.
9一 33琳q八

,

其对 自由酸的最大贡献为

2
.
4一68

.
1多

,

他们认为有机酸是边远陆地地

区降水的重要致酸因子
.
最近俞绍才等

￡4J的

研究初步得 出树木尤其是针叶松林伴随着树

叶的蒸腾作用可向大气排放 甲
、

乙酸
,

这对陆

地地区的降水有一定的酸化作用
.
总之

,

随

. 现在厦门市环境保护科研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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