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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

但统计学检验差别不显著
.

M T
、

N S 及 M M C 分别可使外周血淋 巴细胞 S C E 率增加
,

eS 或 oH 可使 S CE

率降低
,

统计学检验此抑制效果显著
.

M T
、

N S 及 M C A 分别可使 C H O 细胞 H P R T 突变率增加
,

但只有 eS 对

M T 及 N S 诱发的 H P R T 突变率抑制效果显著
.

综合以上结果
,

亚硒酸钠及红宝可不同程度上抑制由高冰镍
、

硫酸镍或 M C A 所致的致突或致癌效应
,

但这种抑制作用并非广谱的
。

B一 31 猪脾脏提取物的遗传毒性和抗突变性研究

钱 黎 明
` 程 封

, 谭雪青 ` 冯海林 2 叶健 儿 ’ 陈志青
`

l( 广州师范学院生物系 广州

5 1 0 4 0 0 2
广州 医学院肿瘤研究所 广州 51 0 1 8 2 )

癌症是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疾病之一
。

寻找有效的预防和治疗药物一直是有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重要

课题
。

已有研究表明
,

某些哺乳动物脾脏提取物具有肯定的抗癌活性
。

本文用程炯等 ( 19 8 2 )的方法制备猪脾脏

提取物
,

用大肠杆菌 P Q 37 和鼠伤寒沙门氏菌组氨酸缺陷型 T A l oo 和 T A 98 研究该提取物的致突变性和抗

突变性
.

结果表明
,

该提取物的浓度为 0
.

485 一 58
.

Zm g /耐 (以蛋 白含量表示 )时在两个系统中均无遗传毒性
。

对两种潜在的致癌因子
,

大气飘尘和水源水的有机提取物以及另外四种诱变剂
: N a N : ,

eD xo n ,

MM C 和 N ial
-

ic 劝 c A ic d 诱导的 5 0 5 反应和回复突变
,

该提取物却表现出明显的抑制效应 (M ax
.

40 % )
。

初步观察发现它对

人肿瘤细胞亦有明显抑制效应
。

结果提示
:

该方法制备的脾提取物可望在癌症的防治中发挥作用
。

B一 3 2 三元能量抗诱变遗传效应研究

刘 友清
, 赵 金 山 2 孙 爱华 l( 山东大学生物系 济南 250 100

2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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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学者应用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气功的生物医学效应进行了研究
,

对抑菌消炎
、

提高机体免

疫及抗衰老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本文是从遗传毒理学角度来探索气功功法的作用
。

我们研究了

元极功法发展来的三元能量对诱变剂环磷酞胺诱发的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的影响
。

设对照组
、

三元能量

处理组
、

环磷酞胺阳性对照组和三元能量加诱变剂实验组
,

后两组各设 3 个剂量组
,

每组 5 只昆明小鼠
,

每只

小鼠计数 10 个分裂相
.

采用 S A S 软件作数据处理
,

实验结果畸变率
:

空白对照组 2% (1 士 0
.

64 )
,

三元能量组

3
.

6 8% ( 1士 0
.

54 )
,

阳性对照组的三个剂量组分别为 2 3
.

4 5% ( 1士 0
.

4 5 )
,
3 9

.

3 4 % ( 1士 8
.

7 )和 5 2% ( 2
.

6士 0
.

8 )
,

三元能量+ 诱变剂组的三个剂量组分别为 1 0% ( 1+ 0
.

95 )
,
2 6

.

0 4% ( 1
.

3 4 + 0
.

7 )和 4 3
.

0 4% ( 2
.

1士 0
.

6 )
,

三元能量组与空白对照组 无显著性差异 ;阳性对照组与三元能量 + 诱变剂的对应三个剂量组显著性差异检

测 尸 值均为 0
.

0 0 01
,

有极显著性差异
.

以上结果提示三元能量有拮抗或抑制环磷酞胺诱发染色体畴变的作

用
,

应作进一步验证
,

其机理值得深入研究
。

B一 3 3 厦门某工业区饮用水有机污染调查及治理的初步研究

干侣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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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某重要工业区
,

面积约为厦门岛区面积的 1/ 6
,

却集中了厦门市规模较大
、

污染严重的如合成氨

厂
、

电厂
、

橡胶厂
、

化肥厂等十大户
.

该区的煤耗
、

油耗分别占厦门市的 60 % 一 70 %
。

近年来
,

经大气污染监测

表明
,

废气排放总量达到每年 19 亿立方米以上
.

由于 没有安装废气处理装置
,

因此废气中含有相当高的未憔

烧完全而形成的苯并 ( 。 )花
,

按比例计算近 25 x 1 0’ m g
。

此外
,

碳氢化合物
、

50 2
及三苯类每年达 58

.

4 吨
、

4 86 4

吨及 88 吨
。

我们用气相色谱仪 (美国惠普 )和 G C 一 M S 联机进行大气悬浮颗粒及溶解性有机污染物测定时发

现
,

处在该区西北角的 自来水厂大气中 B ( a ) P 的含量 (0
.

628产g / l oo M
, )是鼓浪屿大气中含量 (0

.

257 1垠 /

l oo M
, )的 2

.

5 倍
.

大气污染以飘尘的形式污染了水厂的环境及水厂敞 口沉淀池的水质
。

离合成氨厂 200 米的

一 2 2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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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池周围的泥土中 B ( a )P 含量是 1 57
,

2产g 爪 g
,

厂区树木叶片中含量是 74
.

1产g k/ g
,

是远离工业 区树木叶片

含量的 6 倍
。

在水厂大气飘尘沉降接收实验中
,

采用大 口径陶瓷缸
,

内装 30 升水
,

分别滞留 l 天
、
3 天

、

10 天及

2 2 天
,

对水中 B ( a ) P 测定时发现
,

含量分别是 0
.

0 0 5
,
0

.

0 1 0
,

0
.

0 1 0
,
0

.

0 13及 0
.

0 1 4严g /L
,

降尘量分别是 0
.

5 0
,

45
,

11 0
,

42 7
,

88 9陀
。

用松滋青皮豆进行的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分别是 (编 ) 10
.

67 士 2
.

17
,

n
.

59 士 2
.

31 及 n
.

69 士 2
.

31
,

最后根尖发黑呈毒害状态
,

细胞死 亡 (双蒸水作对照 < 7编 )尸 < 0
.

05 差异有显著意义
。

沉淀池的水

质影响水厂出厂水
,

因此该区居民饮用水长期出现较高的苯并 ( a) 花检出率及致突变性
,

94 年底
,

我们在实验

室进行 B ( a )P 去除效果的模拟预试验
。

在原水中加入 B ( a )P
,

使其浓度达到 0
.

25 雌 L/
,

然后用气浮法及沉淀

法处理
。

结果表明
,

沉淀法的去除率是 16 写
,

通气水
,

使气压达 3k g c/ m
之
后测定 B ( a) P 发现通气水 10 分钟后

的 B a( ) P 去除率是 32 肠
,

而气水处理后 h2 的 B (a) P 去除率 44 %
。

而蚕豆根尖细胞的微核试验中
,

加入 B ( a)

P 的原水诱发的微核率 (编 )是 1 7
.

33 士 1
.

52
,

气浮法是 9
.

53 士 0
.

56 及 8
.

03 士 1
.

52
,

沉淀法是 1 4
.

30 士 0
.

98
。

气

浮法由于加压作用
,

使水中溶解氧增加
。

延长作用时间使氧化作用加强
,

有利于致突变物的去除
。

看来气浮法

可较有效地去除该区居 民饮用水中 B ( a) P 的污染
。

B 一 3 4 奈特液对 H
2 2

荷瘤鼠瘤组织生长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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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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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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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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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选择体重 18 一 2 2 9 健康昆明种小鼠 20 只
,

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 照组
,

每组 10 只
.

两组每鼠于右腋

窝皮下按常规接种肝癌 H 2 2
细胞株 。

.

Zm l (2
.

5 x 1 0
7

细胞 /司 )
,

接种 2h4
,

实验组小鼠按 1
.

4 7 9压g 体重每 2 0 9

小鼠灌服 0
.

375 m l 奈特液 (此药由新鲜墨鱼汁提取成分与人参
、

构祀等名贵中草药配伍组成
,

现正在开发之

中
,

暂定此名 )
,

对照组灌服相应体积生理盐水
,

每天一次
,

连续 10 天
,

停药 2 天
,

处死小鼠
,

剥离瘤组织
,

称重
,

计算抑瘤率
,

抑瘤率大于 30 %
,

经统计学处理
,

有显著性差异
,

疗效稳定
,

可评定为有疗效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对照组平均瘤重为 2
.

02 士 0
.

20 9 ;实验组平均瘤重为 0
.

59 士 0
.

18 9
,

抑瘤率为 71 %
,

表明该药具有高效抑瘤作

用
。

B 一 3 5 奈特液对荷瘤鼠寿命影响②

贾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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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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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择体重 18 一 2 2 9 健康 昆明种小鼠 60 只
,

随机分成六组
,

每组 10 只
。

一
、

二组小鼠腹腔接种 5 180

细胞株
,

三
、

四组小 鼠腹腔接种艾氏 E A C 腹水癌细胞株
,

五
、

六组小鼠腹腔接种 H 22
细胞株

,

各 0
.

2耐 ( 2
.

S X

10
了
细胞 / d )

.

接种 24 h
,

一
、

三
、

五组为对照组
,

每鼠灌服生理盐水 ;二
、

四
、

六组为实验组
,

灌服奈特液 (此药由

新鲜墨鱼汁有效提取成分与人参
、

构祀等名贵中草药配伍组成
,

现正在开发之中
,

暂定此名 )
,

每天一次
,

连续

10 天
.

记录小鼠死亡时间
,

计算生命延长率
,

生命延长率大于 50 %
,

并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
,

疗效稳定
,

表示有疗效
.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
,

用奈特液治疗后
,

5 18 0
、

EA C 和 H 22腹水鼠生命延长率分别为 33 %
、

29 写和

89
.

5%
.

表明奈特液对 H zz 有明显抑制作用
,

而延长生命存活时间
.

B一 3 6 奈特液对 H 22 荷瘤鼠氧化还原系统影响③

① 本课题由山东省科委资助

② 本课邃由山东省科委资助

⑧ 此课翅为山东省科委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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