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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光 生 物 学 是 涉及 面相 当 广 泛 的 一 门 学 科 . CHHERREK 

me, HES. WHS. SHEER, AE, BB 

Hh. KKM. KAUARR. AWRAGCBMBRABREKEA 

物 学 实验 技术 等 。 就 总 体 水 平 而 言 ， 我 国光 生物 学 研究 与 先 

进 国 家 相 比 尚 有 一 段 距离 。 如 何 更 快 赶 超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 是 

我 国光 生物 学 科学 互 作者 一 项 光荣 而 艰巨 的 任务 ， 

自 1984 年 ， 在 广西 ， 柳 州 召 开 第 一 届 全 国光 生物 学 学 术 

讨论 会 以 雪 ， 我 国光 生物 学 的 研究 有 了 较 大 的 发 展 。 这 也 部 

分 反应 在 这 本 “第 二 局 全 国光 生物 学 学 术 讨 论 会 论文 集 ” 中， 

它 表 明 近 几 年 来 我 国光 生物 学 科研 队伍 闪 大 了 ， 研究 的 数量 

与 质量 有 了 明显 地 提高 . 

在 苏州 大 学 有 关 领 导 和 同志 们 大 力克 持 与 努力 下 ， 不 仅 

为 本 局 光 生 物 学 学 术 讨论 会 的 召开 ， 而 且 又 为 此 论文 集 的 问 

世 创 造 了 良好 条 件 。 对 此 深 表 谢意 。 

中 国生 物 物 理学 会 
光 生 物 学 才 业 委员 会 主任 - 

路 荣 要 
198841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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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生 物 集中 的 光 感 受 体 
机 

复旦 大 学 ”生理 与 生物 物理 系 

光 生 物 学 也 是 一 门 交叉 学 科 。 内 容 十 分 广泛 。 根 据 光 生物 学 中 的 一 些 光 感 
受 体 的 吸收 峰值 可 画 出 一 光 生 物 学 光谱 。 这 个 光谱 图 概括 了 所 有 的 光 生物 学 过 
程 。 这些 过 程 大 体 上 可 分 为 四 类 ， 一 类 是 正常 的 光 生 物 学 过 程 。 如 视觉 与 光合 
作用 等; 另 一 类 是 指 紫 外 光 与 可 见 光 对 生物 的 刺激 或 损伤 效应 ， 第 三 类 是 指 与 
光 有 关 的 两 个 重要 的 光 生物 学 过 程 。 即 光 动 力作 用 与 光复 活 作 用 ， 第 四 类 是 与 
光 作 用 的 相反 过 程 。 即 生物 发 光 现 象 。 当 然 它 也 是 一 种 正常 的 光 生 物 学 过 程 。 
正常 的 光 生 物 学 过 程 。 包 括 了 光 生 掀 学 中 大 襄 分 的 主要 过 程 。 也 可 分 为 三 
HOS 型 ,一 是 光 能 转化 过 程 。 包 括 光合 作用 。 视 党 与 嗜 盐 菌 的 光 能 转换 ( 或 光 
合作 用 )， 二 是 由 光 触 发 或 启动 的 效应 。 包 括 光 形态 建成 与 光 周 期 ! 三 是 光 引 
起 的 位 移 即 光 运动 如 趋 光 人 性 等 。 本 文 主要 涉及 的 是 这 些 正常 的 光 生 掀 学 过 程 。 

者 从 光 感 受 体 看 。 也 可 将 光 生 斩 学 过 程 分 为 三 类。 一 是 感受 紫外 线 的 光 感 
受 体 。 如 核酸 、 蛋 白质 与 补 肯 脂 素 (或 香 糠 豆 素 类 )， 二 是 感受 兰 光 的 光 受 体 。 
WHERREE A BS 人 素 与 胆 红 素 等 ， 三 是 感受 红 光 的 光 感 受 体 如 原 兰 素 s 
中 Mik Asp ARH LI Be ea 3 ESR ES. BLE 质 类 也 可 分 为 轨 入 上 述 几 类 中 。 
但 为 叙述 药方 便 将 其 分 开 。 这 是 本 文 的 重点 。 

在 光 感 受 体 的 研究 中 ”近年 来 对 视 紫 质 这 一 类 驳 质 研究 得 较 多 。 也 有 一 些 
新 的 发 现 和 了 解 。 以 视 紫 质 ( RA) 为 主要 感光 色素 的 光 生物 学 过 程 。 过 去 只 
KA DOR AWM. RET MAE RBC ih RR (bR ) 及 盐 紫 质 
CAR), 分 别 执行 质子 泵 功能 与 氢 泵 功能 。 近 来 又 在 哮 盐 茵 细胞 膜 中 发 现 了 感 
觉 视 紫 质 〈 SR ) 。 它 执行 趋 光 作 用 。 继而 又 发 现 了 第 四 种 视 紫 质 叫 视 黄 醛 色 

素 。 它 也 执行 负 趋 光 人 性 功能 所 以 又 称 为 SRT 。 记 有 这 些 视 紫 质 都 具有 相同 的 
生 色 团 。 特 别 是 R6 。bR 与 SR 都 有 相似 的 光 循 环 特点 。 例 如 在 光 循环 中 都 
有 红 移 的 中 间 光 产物 形成 以 后 又 有 席 夫 碱 的 去 质子 化 作用 ， 许多 中 间 产 物 之 
间 都 有 可 逆反 应 ! 而 在 反应 的 时 间 尺 度 上 也 极 相似 等 等 。 本 文 拟 从 原初 光 过 程 

了 



对 这 些 光 感受 体 进行 讨论 。 

生物 体 的 超 微 弱 发 光 
RET BE Lee 

a 

华东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一 。 引 言 
1, a 
2, AWARE ROR 
3, mitt 
4、 类 型 ”自发 的 和 诱发 的 生物 化 学 发 光 

二 。 人 生物 超 微弱 发 光 的 机 理 探讨 
有 加 分 裂 发 光 与 D NA。 代谢 性 生物 化 学 发 光 与 脂 质 过 氧化 ” 酶 反应 与 蛋 

白质 发 光 细胞 的 吞噬 作用 体内 的 自由 基 反 应 

三 、 生 物 超 微弱 发 光 的 探测 方法 

Bx th SOE F tt eet B 

BAR ( Shh watt AF) 发 光 对 仪器 的 要求 
光谱 分 本 

四 、 实 际 应 用 

1 、 血 清 ( 血 浆 ) 的 超 弱 发 光 与 疾病 诊治 
2 、 人 生物 的 后 弱 光 通讯 与 生命 力 

3. ATRARAB 

4, FES I ea E RSH REE 
5 、 脂 质 过 氧化 、 活 性 氧 与 肿瘤 、 衰 老 的 关系 



嗜 盐 菌 紫 膜 的 光 能 转换 过 程 
李 庆 国 

复旦 大 学 生理 和 生物 物理 系 
( 摘 要) 

ig Bh By RIG 能 转换 过 程 在 光 生 物 学 中 是 一 个 非常 活跃 的 领 域 。 

IT ,里 盐 菌 中 的 视 黄 醛 类 蛋白 

天 相册 RA TURE MD Rs REL RAT Beas COR > 

和 两 种 光敏 色素 R-IASR—-. HNRARAARRBERAME A. 18 

分 别 完 成 不 同 的 功能 。 BR 为 光驱 动 的 质子 泵 。 4R 为 氯 离子 泵 。 后 两 种 则 与 

省 放 人 全 其 与 

色素 的 关系 更 为 紧密 。 

2, RH 

早期 利用 电子 衍射 方法 得 到 了 ?7 A 分 辩 率 ERY, DAZE bR 的 投影 结构 分 HF 

率 已 提高 至 3。5A 。1 7 个 w 螺旋 的 跨 膜 结 构 被 进 一 步 证 实 。 各 带电 基 团 在 

蛋白 内 的 空 间 关 系 有 了 更 好 的 了 解 。 他 们 在 分 子 内 的 相对 排列 。 一 方面 影响 了 

5R 的 吸收 最 大 值 的 复 化 。 舅 外 一 方面 在 bR 分 子 内 部 形成 一 亲 水 核心 。 很 可 能 

这 个 RABY 与 质子 通道 有 关 。 

3 、 兹 膜 光化学 研究 的 新 进展 

紫 膜 的 完全 去 离 子 化 形成 兰 膜 。 而 兰 膜 无 光 循 环 和 质子 泵 功能 。 这 说 明了 

一 定 的 金属 离子 在 紫 膜 完成 质子 泵 功能 中 的 作用 。 

在 紫 膜 光 循 环 中 。 人 们 确定 了 一 个 新 的 中 间 体 。 R。 他 的 最 大 值 在 350 

mm a 衰减 时 间 很 长 。 在 碱 性 区 域内 。k& 产 物 表 现 得 尤为 明显 。 

对 于 M 产 MPR PHT AMS 和 Mt 也 有 了 更 多 的 了 解 。 很 可 能 他 们 

是 彼此 丰 同 而 又 处 于 相互 平衡 的 组 份 。 这 些 新 发 现 促使 产生 了 对 于 光 循环 及 
其 在 质子 泵 过 程 中 的 作用 有 新 的 概念 。 

4&、 紫 膜 质子 泵 机 理 研究 的 新 手段 

大 们 试图 用 多 种 方法 研究 在 bR 内 2 4 8 个 氨基 酸 中 。 某 些 特 殊 氨 基 酸 的 

重要 功能 。 这 些 途 经 包括 。 bR 基因 的 定向 突 复 。 并 使 其 克隆 。 表 达 ， 用 常规 

3 



FB, WARS} BUN ey 胞 产生 突变 的 bR。 并 研究 一 级 结构 中 的 突变 位 点 在 

不 同 自 然 环境 中 。 寻 找 具 有 不 同 突变 位 点 的 bR 分 子 ， 比 种 化 学 修饰 途经 。 其 

中 尤 以 Ly s 的 甲 基 化 。 Ty z 的 碘 化 和 氮 化 等 到 得 了 重要 结果 。 这 些 研究 促进 了 

关于 光驱 动 的 质子 泵 机 理 的 了 解 。 

oi BRIE FE He REA RY 
施 定 基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细胞 固定 化 是 近年 来 茵 勃发 展 的 生物 技术 学 中 一 个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它 受 国 

定 化 酶 发 展 的 促进 而 兴起 的 。 自 1 9 6 0 年 首次 报导 以 后 。1 9 7 4 年 日 本 就 

用 固定 化 细胞 在 工业 上 生产 天 门 冬 氨 酸 。 因 定 化 细胞 与 自由 生活 细胞 、 固 定 化 

酶 相 比 具 不 少 优越 性 。 与 异 养 细胞 相 比 。 光 合 细胞 的 固定 化 研究 起 步 较 晚 直至 
今 只 有 少数 商品 生产 。 多数 仍 处 研究 阶段 。 但 是 光合 细胞 可 直接 利用 太阳 光 作 

能 源 。 以 水 和 二 氧化 碳 作 原 料 。 其 代谢 产物 也 与 其 他 细胞 不 同 。 因 此 有 其 特殊 

用 途 。 当 然 也 有 其 特殊 困难 。 
eA WABASH OR EI, KB, AM Ca) 和 光合 细 

BS. HERORLE RA. HAAN HOR (ARAMA PRB, 

RY ) 较 易 进 行 固定 化 。 PAAZLU BEATA, LRA REI. w 
SEG Pie Ty 法 基 本 上 与 固定 化 其 他 微生物 的 方法 相同 。 大 体 可 分 为 两 大 类 

主动 包 埋 和 侵入 性 吸附 。 它 们 各 有 优 缺点 。 可 作 不 同 用 途 。 主动 包 埋 较 适用 于 

MAB, lig 材料 有 海 RR, BUR. GERMS, 侵入 性 吸附 用 于 丝 状 
AM Beer. Th MSE a Ra HE PS AR TMK, RBS. SSB 

77 EL BOPP, AM SM, he BAe DRM SOR, HART 
分 析 MASE Vy BAR AS BARS CM ARE A ie Bh SE) AA BE: 1 ED 

KARA FA PRA: He KA. CHD. 、 电 、 甘 油 、 乙 醇 酸 盐 、 

4 



多 糖 等 有 用 物质 。 为 此 设计 了 不 同 的 生物 反应 图 。 

Digit a fale BM (Anabaena azollae) 为 实例 说 明 如 何 进行 固定 化 : 

操作 。 以 及 固定 化 以 后 其 光合 、 固 氮 、 放 氢 。 产 贸 、 产 糖 等 活性 的 变化 。 以 及 

显 微 及 亚 显 微 结 构 的 变化 。 反 应 图 的 应 用 。 

最 后 提出 在 我 国 开展 微 苔 固定 化 及 其 反应 图 设 计 研 究 的 初步 建议 。 

光合 作用 原初 过 程 中 电子 传递 的 
_ 微观 机 理 及 “Domlno ”模型 

(工作 总 述 ) 

Bi 

(北京 理工 大 学 应 用 物理 系 ) 

在 光合 作用 原初 过 程 机 理 研究 中 。 最 近 取得 一 个 新 的 重要 突破 是 。 确定 了 

JES AE, 中 心 的 各 色素 分 子 是 分别 以 单 体 细 茵 叶绿素 一 一 脱 镁 细菌 叶绿素 

一 一 “的 色素 分 子 链 形式 。 沿 细菌 叶绿素 对 扣 铁 原 子 中 心 连 线 为 对 称 轴 分 布 于 

两 例 (T1984)。 由 此 而 提出 移 隙 个 基本 问题 是 。 为 什么 实验 中 发 现 电 子 传 

递 只 沿 一 支 奋 素 分 子 链 进行 ? 是 什么 原因 使 电子 只 沿 色 素 分 子 链 单 向 的 传递 

而 其 反 向 传递 过 程 则 被 完全 抑 赴 ? Pe 明 这 两 个 基本 问题 。 不 仅 是 揭示 光合 作用 

原初 过 程 中 子 传递 机 理 奥 秘 的 关键 之 所 在 。 而 且 也 将 为 人 工 模拟 光合 作用 、 发 

展 新 型 光电 功能 材料 依据 。 因 此 。 这 两 个 问题 继 1984 

年 的 重大 突破 之 后 的 光合 作用 原初 过 程 机 理 研 究 中 的 中 心 课题 。 

我 们 在 以 共 价 键 相连 的 小 咪 一 意 醒 、 硝 基 泽 化合物 作为 模型 体系 研究 分 子 

内 电荷 转移 机 理 及 其 影响 因素 的 工作 基础 上 。 综 合 考虑 以 细菌 反应 中 心 in vivo 

5 



的 时 间 分 辨 光谱 研究 结果 (WeW。Parson DasMeTiede)。 提 出 了 描述 光合 

细菌 反应 中 心 电子 传 递 微观 机 理 的 Don mo 模型 。 其 基本 学 术 思 想 是 ， 在 一 对 

电子 给 体 的 电子 变 体 分 子 间 的 电子 传递 。 必 然 引 起 周围 蛋白 质 分 子 的 构 型 或 构 

象 改变 。 后 者 将 进而 改变 出 在 电子 传递 过 程 中 所 生成 的 自由 基 离 子 对 。 以 及 与 

其 相 邻 的 次 级 电子 给 体 和 变 体 间 的 空 间 相 对 排列 的 间距 和 (或 ) 相 对 取向 的 改 

恋 。 其 结果 将 抑止 该 自由 基 离 子 对 间 的 电荷 复合 、 并 有 利于 向 次 级 电子 变 体 分 

子 发 生 电 子 转移 ， 根 据 同一 微观 机 理 也 。 可 导致 电子 传递 过 程 在 不 同 支 的 给 体 

一 -~- 变 体 分 子 链 之 间 “ 切换 ”也 是 可 能 的 。 从 而 对 上 述 两 个 基本 问题 作出 可 自 

园 其 说 的 回答 。 

本 文 将 系统 讨论 支持 上 述 模型 的 in vivo 和 in vitro 实 验 结 果 和 尚 待 

进一步 取得 的 实验 证 据 。 

作 红 菌 甲 素 对 红细胞 膜 的 光敏 化 作用 
程 龙 生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物理 研究 所 ”北京 

fren FR a (以 下 简称 甲 素 ) 是 我 国 科学 工作 者 发 现 的 一 种 新 型 光敏 化 剂 
是 从 寄生 于 箭 丛 上 的 人 竹 红 菌 中 提取 分 离 得 到 的 一 种 范 醒 类 衍生 物 。 在 临床 上 对 

wr he EAB 著 疗 效 。 对 肿瘤 有 抑制 作用 。 是 非常 有 潜力 的 一 秘 光 动 

力 治疗 疾病 的 药物 。 但 光化学 治疗 机 理 尚 不 清楚。 我们 从 人 竹 红 PR 对 红细胞 
膜 的 光敏 化 作用 入 手 。 研 究 其 光 丝 机 理 。 试图 阐明 光化学 治疗 疾病 的 机 理 。 
工作 分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1 、 甲 素 的 光谱 特性 甲 素 的 紫外 吸收 光谱 很 宽 。 在 可 见 光 区 400nm 

一 600m 处 有 三 个 很 强 的 吸收 峰 ， 消 光 系 数 均 达 到 1 04 ， 它 具有 产生 102 

的 能 力 。 量 子 产 率 大 于 0-24#， 获 光 量子 产 RHO] s HEH HEIL 一 2 ns 

之 间 ， 能 自 敏 光 氧 化 。 是 优良 的 光 氧 化 敏 化 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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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A Re EA 甲 素 经 光照 能 使 红细胞 膜 蛋白 光 氧 化 形成 交 联 。 

当 甲 素 波 度 在 1 0-7 M 时 。 光 照 膜 蛋白 中 的 Act in(Band 4。1) BRK. # 
甲 素 浓度 在 10- M 以 上 。 膜 蛋白 除 Band 40] 消失 处 。 也 看 到 Band 1 和 
Band 2 很 快 消失 形成 多 聚 物 。 随 光照 时 间 的 增加 。 其 它 膜 蛋白 也 逐渐 光 氧 化 。 

也 观察 到 膜 蛋白 疏 基 的 变化 。 粥 进一步 研究 交 联 形成 的 机 理 。 
3, BUSIERSUG TE 膜 类 脂 在 甲 素 光敏 化 作用 下 。 不 他 和 脂肪 酸 过 

氧化 产 生 再 二 醛 。 实 验证 明 类 脂 过 氧 化 不 参与 膜 蛋白 交 联 。 类 脂 光 氧化 后 形成 

类 脂 加 合 物 。 
4 、 甲 素 对 红细胞 膜 上 几 种 酶 的 影响 ” 膜 上 几 种 酶 杂 甲 素 的 敏 感 程 度 如 

Fs 

Cat MgtATP fy>Nat — K ATP By >GPDH Bj >AciE MH. SBE AH 
比 游离 酶 敏感 

5 、 甲 素 对 膜 的 流 动 性 影响 ”使 用 了 荧光 漂白 恢复 技术 研究 甲 素 对 二 929 
细胞 膜 蛋 白 侧 向 扩散 运动 的 变化 。 甲 素 光 照 使 1929 细胞 膜 蛋白 侧 向 扩散 运动 
变 慢 。 同时 应 用 了 三 种 脂肪 酸 自 旋 标 记 物 和 MSL 标记 膜 蛋 白 SH 基 。 利 用 ESR 
技术 研究 甲 素 对 膜 流 动 性 影响 。 此 外 也 用 荧光 偏振 技术 研究 甲 素 对 红细胞 膜 。 

类 脂 、 去 除 部 分 蛋 ADR Ree BA. 

6. 甲 素 对 膜 蛋 白 构 杀 的 影响 “， 应 用 区 光 光谱 和 园 二 色光 谱 研究 膜 蛋白 
构 杀 的 变化 。 

7 、。 甲 素 光敏 化 机 理应 用 自 旋 捕 捉 技 术 研 究 了 甲 素 光 照 后 除 严 生 1O2 

Phe HEF" AE OD, th TERT © CHE Hy OF" 转变 过 去 的 。 此 外 还 得 到 了 甲 素 自由 基 。 
蓄 对 甲 素 自由 基 进 行 了 分 析 。 我 们 在 研究 甲 素 对 红细胞 膜 的 光敏 化 作用 时 采用 
了 一 些 “ 活 性 氧 ” 的 清除 剂 * 证 明 甲 素 光敏 化 时 确实 产生 了 一 些 “ 活性 氧 ”。 
URRA BEA HIE, ESR 的 实验 也 验证 了 这 一 结果 。 



不 同 活 力 组 织 的 光学 特性 以 及 光学 法 
在 判定 高 速 投 射 物 伤 后 伤 道 周围 “， 
组 织 坏死 界限 的 地 位 和 作用 

第 三 军医 大 学 野战 外 科研 究 所 (重庆 ) : TR XK EKA 

唐 建 民 * “” 付 昌 余 * BR Re 

摘 要 

本 实验 采用 先进 的 “ 积分 球 ” 分 光 打 描 技 术 和 波 色 照 像 方法 对 犬 后 肢 高 速 

枪 伤 后 it] BS 同 活 力 组 织 的 光学 特性 进行 了 探讨 。 实验 结 果 玫 明 # 

] ) 、 尽 管 不 同 活力 组 织 对 光 的 透射 和 反射 以 及 吸收 存在 显著 差异 。 但 同 

样 也 有 相似 的 规律 。 即 组 织 对 光 的 透射 比 反 射 比 随 波长 的 增加 而 增加 a 吸收 比 

随 波 长 的 增 加 而 减 小 : 单位 厚度 组 织 对 光 透 射 反射 强度 ， 非 枪 伤 对 照 肢 组 织 

伤 道 周 肉眼 观 正常 组 织 之 变色 失 活 组 织 。 

2). 7600-860, 564 UR 508 am 波长 范围 内 。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的 

消光 系数 将 发生 显著 差异。 这 种 差异 与 组 织 “ 活 度 ” 有 关 。 是 光学 法 判定 失 活 

AR RA 重要 的 理论 基础 。 

3 ) 、 采 用 照 像 机 配 以 不 同 滤 色 镜 对 创面 进行 拍照 的 结果 表明 ， 采 用 红 ， 

兰 、 绿 滤 色 镜 拍 出 的 照 片 。 正 常 与 失 活 组 织 的 显 色差 异 十 分 明显 。 RARER 

识别 它们 的 分 界 腿 。 

4 )，、 根 掺 以 上 结果 。 我 们 研制 了 一 种 有 色光 学 眼镜 再 配 以 各 自 特定 波长 

RSE 71 PO POS EEE, RT AA RUE 35 2 4S 7 28 

失 活 组 织 彻底 于 净 的 切除 。 

关键 词 : 组 织 光 学 、 光 的 反射 、 光 的 透射 、 火 器 伤 

* 第 三 军医 大 学 物理 教研 室 。 



不 同 活力 组 织 的 光学 特 人 性 以 及 光学 法 

在 判 定 高 速 投影 物 伤 后 伤 道 周 转 

组 织 坏死 界 限 的 地 位 和 作用 

第 三 军医 大 学 野战 外 科研 究 所 (重庆 ) 

fi, XK, EKA. BAR, Bi 

第 三 军医 大 学 物理 教研 室 : FER. TAR 

组 织 对 光 的 反射 、 透 射 特性 以 及 吸收 变化 规律 。 不 OE 医用 光学 研究 的 重 

要 内 容 。 而 且 对 临床 疾病 的 诊断 和 治疗 具有 巨大 的 开发 和 应 用 价值。 在 火器 伤 
的 研究 中 。 国 外 已 有 人 将 其 用 以 估计 伤 道 周围 不 同 区 域 组 织 的 活力 并 认为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对 光 的 反射 将 产生 显 著 的 差异 [1 ] 。 由 于 其 实验 设备 复杂 。 加 之 
检验 的 波长 范围 有 限 。 因 而 缺乏 组 织 对 光 反 射 透射 以 及 吸收 变化 规律 系统 的 
了 佣 。 有 必要 进行 进一步 的 研究 。 

本 实验 采用 先进 的 “ 积分 球 ” 技 术 。 配合 以 扫描 分 光 光度 计 对 犬 后 肢 高 速 
枪 伤 后 伤 道 周 围 不 同 活力 组 织 的 光学 特性 进行 了 定量 研究 。 在 此 基础 上 用 照 像 机 
配 以 不 同 的 波 色 镜 对 创面 照 像 。 WR PER SARAH BEES, UP 
为 采用 光学 法 判定 高 速 火 器 伤 后 伤 道 局 围 失 活 组 织 界 腿 提供 再 论 依据 。 

材料 和 方法 

ar 标本 准备 ， 

采用 重庆 地 区 健康 杂种 犬 5 只 。 HER, KIL 3 一 1 5 公斤 。3 % 戊 巴 比 

妥 销 3 0 毫克 /公斤 体重 ”静脉 推 注 麻 本 后 单 后 肢 致 伤 。 有 关 致 伤 方法 已 有 专 
文 报告 [2] 。 

伤 后 . 6 小 时 。 将 伤 道 出 口 处 皮肤 切除 。 用 肉眼 “4 C ”法 判定 伤 道 周 围 组 
织 损伤 范 围 以 及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界 限 并 用 细 线 标定 。 用 日 本 确 善 能 C T 一 

1A(COSINAD) 相 机 装 以 富士 H R 一 1 0 0 彩 卷 分 别 配 以 红 、 兰 、 绿 以 



及 黄 四 种 滤 色 镜 在 室内 对 创面 组 织 进 行 对 比 拍 外 光源 是 1 3 0 0 whi AT. 

Rt I-58) HEH. PRS 0 厘米 。 | 

拍照 完毕 后 。 用 手术 刀 沿 与 伤 道 纵 轴 垂 直方 向 切取 变色 以 及 与 之 相 令 的 肉 

眼 观 正 常 组 织 1*5x3。0x3 。0 厘米 大 小 各 一 块 同时 切取 对 侧 非 枪 伤 对 照 肢 相 ， 

同 部 位 正常 组 织 以 进行 对 照 。 将 标本 迅速 放 入 预 冷 新 鲜 配 制 的 0。25M 蔗 粮 

EDTA dew ( PH7 .4 ) 。 置 一 2 0 忌 冰 箱 冻 结 以 保存 组 织 活力 。 实验 前 在 低 

温 条 件 下 用 解剖 刀 将 其 切 成 3.0xl 。5 厘 米 大 小 。 厚 1。0 毫米 的 薄片 备用 。 

三 种 组 织 的 存活 情况 经 病理 光 、。 电 针 证 实 。 

二 、 实 验 装置 ， 

采用 带 “ 积 分 球 ” 的 日 本 岛 津 UY-36 5 型 双 光 束 扫描 分 光 光 度 计 ( 图 “)。 

以 尽 为 参考 光源 。 它 经 世 ” 反 镜 M3 和 

窗口 L 进入 积分 球 。 照 在 贴 紧 积 分 球 窗 

口 了 的 氧化 镁 白板 上 。 其 漫 反射 经 tte 

次 反射 后 均匀 照 亮 积分 球 的 内 膜 。 另 一 

PRE IH S 经 反射 镜 ML 、M2 和 窗口 

下 进入 积分 球 照 在 窗口 了 的 地 方 。 如 

Bey 的 地 方 。 如 果 窗 口 了 BR 

贴 氧化 镁 剂 的 “标准 白板 ””。 其 漫 反 射 

的 一 部 分 经 积分 球 底 部 的 孔隙 进入 光电 

倍增 管 P。 这 时 仪器 读 出 的 标准 白板 的 

反射 比 为 100% ; MRA VW 放 的 是 

一 黑体 。 仪 器 读 出 的 反射 比 为 0 MR 

窗口 换 上 任 一 被 测 物 。 就 可 以 测 出 其 反 4 

St ite WRATH, OME. ee 

窗口 1 、W 用 氧化 镁 白板 封 住 。 标 本 平整 的 紧 贴 在 窗口 下 上。 

1 BHAT 190-860 nm 。 波长 精度 十 0。3~0。4nm 。 

AAD the, 

一 。 三 种 不 同 活力 组 织 对 光 的 反射 、 透 射 以 及 吸收 变化 规律 : 

10 



Ly DPA AN IE BRAT Hi 3 BY HABA DE KAS 8 J FL Ae 吸收 比 随 波 

长 的 增 加 而 减 小 (图 2、 3、4 ) 。 在 60 0 一 8 60 nm 波长 范围 内 。 单 

/ov joo 

—&e 
go 

bo bo 

40 40 

20 20 

ifo Zee 4oe Jee keo Jeo §00 &bo 

eA co) 

A WI, SEG EAL. RA Tee 
he. HRP WIR 

A: REsEWr, b. Shire Wy _C. Mie Wi 

上 fa= fo， . 4 

fi 4 

go 300 dew fee feo Zoo 60 &6o 

> 成 长 Cnm ) 

LIVRES ws X 

Be. as Healy tHE, 
b. (PLA MATH ASS. 

cA BIKE. 
A: 0 /ARB pat wor ( FINGAL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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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 300 4eo feo be To See Pho 

ww tf° 

Stee Cho) 

dw. LEY AIE|SE y 4h sy. at <M Je rc Ww 
A: HAS sy et EMRE ey 
b. ZEIA1A Map eZee, 
c. HER KE 4hey 

12 ER SUTRA, BHA: I HT RRAR> Hit AES 组 

A> 7s HAA P< 0°05 5190-450 ok KR, 三 种 组 织 对 

Heel AO, 反射 比 基 本 相同 且 便 定 ( PE> 0。05)。 

2、 在 40 0 一 6 00 nm 范围 内 。 正 常 组 织 对 光 有 两 个 反射 和 透射 峰 值 。 

其 波长 分 别 在 50 8 和 5 64nm 处 。 注 与 血液 的 透射 比 曲 线 非常 相似 。 除 此 

之 外 。 正 常 组 织 在 3 6 和 3 7 GAMATI DRS. HAA 腿 观 正常 组 织 

XY Pig we. 而 变色 组 织 则 完全 消失 ( 玫 一 、 图 3 、4 )。 

3 、 变 色 组 织 在 7 6 0 nm 处 对 交 的 透射 出 现 一 个 减弱 的 “ RE”, UA 

的 大 小 和 组 织 的 失 活 程度 呈正 比 ! 其 它 两 种 组 织 无 此 改变 。 

二 、 创 面 滤 色 照 像 结 果 ， 

在 创面 拍照 中 。 不 用 滤 色 镜 亡 拍 的 照片 。 其 腊 紫 色 的 失 活 组 织 与 活 组 织 的 

世界 与 在 手术 灯光 下 术 者 肉 腿 所 见 差别 不 大 ， 采用 红色 、 兰 色 和 绿色 滤 色 镜 。 
可 以 增加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的 光学 对 比 。 从 而 较 清楚 的 显 示 它 们 的 分 界限 。 而 黄 
色 波 镜 则 无 此 作用 (照片 1、2、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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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Rit 

KHER, HCH aK 同 活力 的 肌 组 织 对 光 反 里 、 透 射 以 及 吸收 尽 

管 存在 相似 的 规律 。 但 其 差异 也 是 十 分 显 著 的 。 综合 本 实验 结果 。 我 们 将 就 以 

下 四 点 重要 规律 进行 讨论 ， 

1 、 尽 管 组 织 的 活力 不 同 。 但 ENTE RH UR BH RAR REA 

规律 却 是 相同 的 。 即 对 6 0 0 nm 以 上 的 红 光 部 分 。 透射 比 反射 比 最 高 吸收 ， 

比 最 低 。 而 对 4 0 0 nm 以 下 的 紫光 部 分 的 透射 比 几乎 为 0。 吸收 比 最 大。 这 

证 明了 紫光 不 仅 对 皮肤 无 穿 透 作用 。 同 样 对 肌 组 织 无 贯穿 作用 。 按照 光 的 反射 
规律 。 随 着 组 织 厚度 的 增加 。 透 射 比 减 弱 。 反 射 比 增强 。 但 我 们 发 现 它们 之 癌 
并 不 旺 比 例 关系。 实验 中 我 们 曾 将 一 块 正常 组 织 和 一 块 比 其 厚 一 倍 的 坏死 组 织 

进行 反射 比 对 比 测试 。 结 果 发 现 坏死 组 织 的 反射 比 反 而 较 比 其 薄 一 售 的 正常 组 
织 为 小 。 由 此 可 见 。 AR 对 光 的 透射 反射 差异 。 除 与 组 织 厚度 有 头 以 如 最 重 

要 的 是 与 组 织 本 身 的 结构 。 表 面 光洁 度 、 颜 色 以 及 含水 量 有 联系 。 本 实验 中 采 
用 的 伤 道 周 围 变 色 组 织 。 其 外 观 为 棕 褐 色 、 卖 面 粗糙 、 质 地 松软 。 THA. 

经 病理 证 实 已 发 生变 人 性 坏死 。 而 非 枪 伤 肢 对 照 组 织 则 外 观 红 润 有 光泽 。 平 滑 。 
组 织 结构 正 常 。 这 些 可 能 是 造成 二 者 之 间 对 光 透 射 。 反 射 和 吸收 差异 最 主要 的 
原因 。 

2 、 非 枪 伤 对 照 肢 组 织 在 56 4 和 5 0 8 出 现 的 对 光 透 射 和 反 犁 的 峰值 。 

与 血液 的 透射 比 曲 线 非常 相似 。 因 而 我 们 推测 组 织 块 的 这 种 峰值 也 是 由 于 血液 

峰 造成 的 。 这 和 国内 学 者 在 皮肤 的 实验 结果 相 一 臻 3] 。 这 种 峰 值 的 大 小 除 
和 局 部 血液 供应 的 多 少 以 及 血 氧 信和 度 含量 有 关 以 外 。 “418 重要 的 是 和 组 
织 “ 活 度 ” 有 联系 。 组 织 活 度 越 高 。 对 光 的 BH, RRB. KLAR 
伤 对 照 组 织 oi 理 证 实 各 项 组 织 结构 正常 。 因 而 其 “ 活 度 ” 最 高 。 透 射 。 反 身 
THU Bs HABEAS, 由 于 受 枪弹 的 直接 打击 后 。 血 循环 中 断 。 细 
胞 坏死 注解 。“ 活 度 ”最低 。 故 它 在 5 64 和 508 om 处 的 血液 峰值 便 不 复 

存在 。 二 者 的 差异 十 分 显著 〈 P< 0 。0 1 ) 。 至 于 伤 道 周 内 腿 观 正常 组 织 。 
尽管 其 外 表 正 常 。 但 由 于 高 速 伦 弹 在 贯穿 组 织 时 的 压力 波 以 及 退 时 空 腔 的 作用 。 
这 部 分 组 织 的 结构 和 功能 也 是 有 部 分 损害 的 。 因 而 表现 出 在 5 6 4 和 50 8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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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 几 值 也 有 下 降 趋 势 。 所 以 。 光 学 法 对 判定 组 织 的 “ 活力 ”具有 一 定 的 作用 。 

至 于 正常 肌 组 织 在 37 6 和 3 1 6 处 出 现 的 对 光 反射 峰 值 以 及 变色 组 织 在 

760 am 处 对 光 适 射 的 “ 波 谷 ”。 属 实验 中 的 首次 发 现 。 尚 未 见 有 关 文 献 次 

料 报导 。 我 们 推测 也 是 与 组 织 的 “ 活力 ” 有关。 特别 是 与 组 织 的 血 供 和 血 氧 他 

和 度 的 高 低 有 联系 。 有 有 关 其 临床 意义 需 进一步 的 探讨 。 

3 、 本 研究 结果 发 现 ， 正 常 与 变性 失 活 组 织 消光 系数 的 差异 发 生 在 6 0 0 一 

860、450 一 60 0 以 及 280 一 40 0 nm 处 。 其 中 较为 明显 且 可 为 临 

床 应 用 的 部 分 是 600 一 800、56 4 以 及 508 等 部 位 。 根 据 特 定 的 光谱 

变化 规律 8。 6 3 0 am 上 为 红 光 以 及 红外 和 远 红 外 部 分 。5 6 4 nm KAR 

He Mtoe 508 nm 则 为 兰 光 部 分 。 这 三 部 分 消光 系数 的 差异 是 判定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级 界 腿 最 重要 的 理论 基础 。 根 据 这 一 原理 我 们 采用 照 像 机 配 以 红色 、 兰 

色 以 及 绿色 波光 镜 对 创面 组 织 照 像 的 结果 表 明 。 这 种 光学 的 差 别 的 确 增加 了 正 

常 与 变色 坏死 组 织 间 的 光学 对 比 。 利于 手术 者 裸 腿 识别 它们 的 分 界线 
过 去 Hagelin 等 (5] 曾 用 照 像 法 观察 过 伤 道 周围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界 限 。 

他 认为 仅 只 有 红 三 色 滤 色 镜 才 有 增 加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颜 色 对 比 的 作用 。 现 在 看 
ibs 这 种 结论 有 其 局限 的 地 方 。 我 们 的 发 现 是 。 除 了 红色 波 色 六 以 外 。 绿 色 

以 及 兰 名 涉 色 镜 同 样 有 增加 组 织 颜 色 对 比 的 作用 。 这 和 我 们 在 本 实验 中 做 出 的 

光谱 分 析 结 对 是 一 致 的 。 由 于 人 了 眼 对 兰 光 等 较为 敏感 。 故 我 们 认为 在 采用 光学 

法 制定 组 织 坏死 界 碌 方面 。 以 兰 色 波 简 的 效果 较为 理想 。 
对 于 照 像 法 中 显示 的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的 光学 对 比 差异 。 除 和 上 述 它们 对 光 

反射 的 差异 有 关 以 外 。 是 否 也 和 在 室内 拍 昭 时 采用 的 灯光 有 联系 。 为 此 我 们 曾 

进行 过 对 比 观察 。 即 在 室外 自然 光 下 拍照 和 在 室内 ] 3 0 0 的 钢 钨 灯 下 拍照 。 
实验 结果 表明 它们 之 间 并 不 存在 什么 差异 。 两 种 条 件 下 拍 出 的 创面 照片 具有 相 

同 的 效果 。 
4 REA 同 活力 组 织 对 光 反 射 的 差异 以 及 创面 拍 照 实 验 结果 。 RN 

了 二 种 有 色光 学 眼镜 ( 红色 、 兰 色 ) 配 以 各 自 特 定 波长 的 光源 供 手术 者 在 清 创 

时 应 用 。 会 丰 助 于 手术 者 更 加 精确 的 判定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界 腿 。 特 别 是 在 火器 

伤 清 创 中 。 更 有 助 于 坏死 组 织 于 净 彻 底 的 清 除 。 它 的 主要 优 MEM WE, 

具有 一 定 的 可 靠 性 。 可 应 用 于 战场 清 创 、 普 外 等 诸 领域 。 目前 我 们 在 这 方面 已 
进行 了 大 量 的 工作 。 初 步 的 坛 用 已 取得 了 较为 肯定 的 成 果 。 (详细 资料 EBX 
报告 ) 。 



结束 语 

通过 以 上 实验 。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几 点 重要 结论 ， 

1] 。 组 织 对 光 的 透射 比 、 反 射 比 随 着 波长 的 增加 而 增加 。 Wh hee 长 的 

增 大 而 减 小 单位 坚 度 组 织 对 光 反 射 、 透 蝇 的 强度 ， 非 枪 伤 对 照 肢 组 织 > 伤 道 

AER VLIER AAD SERRA . 
2.74600-860, 564UR5 08 nm 波长 范围 内 。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对 光 透 射 和 反射 的 差异 是 光学 法 判定 组 织 坏死 界限 的 理论 基础 。 

3 .不同 照 像 方 法 中 显示 的 正常 与 失 活 组 织 光 学 对 比 的 差异 是 由 于 它们 对 

光 反 射 的 差异 造成 的 。 采 用 红 、 兰 、 绿 滤 色 镜 对 创面 进行 拍照 。 有 助 于 区 别 正 

WSR 活 组 织 界 腿 。 

4、 制 备 一 种 条 单 的 有 色光 学 眼镜 配 以 特定 波长 的 光源 供 外 科 医 师 在 手术 

中 应 用 。 对 于 坏死 组 织 彻底 干净 的 切除 将 会 有 很 大 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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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CAL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 VIGOUR TISSUE AND 

IT’S USE IN DETERINATING THE BORDER LINE BETWEEN VIABLE 

AND NON-VIABLE TISSUE AFTER GUNSHOT WOUNDS | 

The latnnnch institute of surgor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college, 

chongking Fu Hsiao Bing, at al 

Abstract 

The experimental hikes show that,1 ) The reflection, transmission 

and absorption of light rays in different vigour tissue hase the same 

kind regulation, When wavelength of light increase,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issue increase.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missien of 

same thickness tissue are, viable tissue in undamaged leg > viable 

tissue in damaged leg > non-viable. 2) Between 600-860, 564 and $08nm, 

the different in extinction coefficient will occur both in viable and 

non-viable tissue. it is the important theory basis of determinating 

the border line of viable and non-viable tissue with optical sethels 3) 

The photographs show that Red, Green and blue filter have a 

Significient effect for increaseing colour con-trast of viable and 

non-viable tissue. 4) Spectacles maded with special wavelengths 

filters is useful for surgeon when Looking for the border Line between 

viable and non-viable tissue. 

Key Words, T-tissue optical, light reflection, light transmttance, 

gunshot wounds 



焉 9 溶液 光敏 特性 对 荧光 光谱 的 影响 
中 国 科 学 院 长 春 物 理 所 ， 刘 天 夫 

日 本 大 板 大 学 理学 部 ”木下 修一 要 田 孝 司 

| Ae 所 要 
ie hy Eli Ay ome DLE EOE LE NH EM AT OPOR PHY 

RIN 及 其 衍生 物 ( 简 称 H PDN OTD, ERRBR, RAK 
Mie AP D 的 有 视 桨 料 ， 它 的 组 成 成 份 及 分 子 结构 与 人 体 血液 十 分 相近 ， 
并 且 很 容易 被 细胞 组 织 吸 收 。 特别 是 它 与 冯 细 胞 组 织 有 很 高 的 亲 合 能 力 ″“， 在 
激光 照射 琅 ”对 癌 细 胞 组 织 有 极 强 的 杀伤 、 破 坏 作 用 。 因 此 研究 耻 P DS aaa 
的 过 合 特 性 、 利 用 高 时 间 分 辩 率 5( p s- fs 量 级 ) 荧光 光谱 对 癌症 的 早 期 诊 断 
Syriana °° 
实验 中 ， 我 们 观测 了 波长 范围 3 000~7 5 00 AWE P Dit aay i 

谱 等 性 。 并 在 吸收 光谱 范围 内 ， 采 用 各 种 不 同 波长 交 激光 做 激发 源 ， 测 量 了 五 
Demmi seeing i“? 大 量 实验 中 我 们 发 现 。H P Dement Rew Kem 
te 不 从 是 有 很 强 的 吸收 能 方 ， 而 且 在 不 同 光照 时 间 TN, Ene SOE bE AP 
定 光 宰 位 置 上 ， 其 峰值 与 光照 壬 能 量 之 间 呈现 出 可 多 和 的 非 线性 效果 。 产 生 这 一 
S05 遍 同 ， 我 们 初步 认为 是 由 于 HP D 在 获得 适当 光 能 照 身后， 产生 了 一 种 新 的 
HARDY, RARER, AA BE th EX 照射 十 分 敏感 。 对 
此 ， 我 们 利用 光学 多 道 分 析 仪 《 O MA D, 对 也 PD seein i tele TSH 
时 光谱 冰 详细 观测 ， 并 且 首 次 得 到 了 一 族 H P D 溶液 的 随 吸收 光谱 能 而 变动 四 欧 
光 光 谱 等 性 沿线 族 

RMNH P 卫 浴 波 的 这 乔 经 一 定 波长 范围 光线 能 生 照 射 后 ”其 荧光 光谱 某 一 
圣 定 峰值 的 灵敏 变化 现象 称 为 也 P Des eho 光敏 特性 ， 并 且 对 它 的 寿命 进行 了 详 
453 观测 与 分 本， 这 一 特性 对 研究 荧光 法 总 症 的 里 期 诊断 与 治疗 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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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POTDEMR saad TG: TRUSCOTT INTE 
RADIAT, BIOL,, 1986, V 01.50... NW 3, 14 2a 

ra ee 

24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ee am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Photosens-— 

itization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okyo 1986, 

3 NARA ARPE-HHSA AAV-7t"- 学 会 RTIM-8 6-22 

1986. 

人 木下 修一 ， 刘 天 夫 梯田 学 司 ARAYYRTRRE Athaet'> 3 
19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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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对 小 电工 夜 活动 节律 的 影响 
ee ORK 杨 永 年 
(南京 医学 院 卫生 系 BED 

AWUy, ERB BMAD TRNH Sys SP, Jb RARE ES 

化 是 最 BEM AAT, AFAUASAKSR AT TEC free running 

rhy thm) FERRE 2 CDN, WeERAWAC 2 2- 26 小时)， 因 此 

Big RA Bin Sa EE RAN FU PR ET EK 同 光 照 条 件 下 小 

NBA SIAR, URNA RZ EAR, 
BAL B/S CH RBENR2 0 只 ， 随 机 分 为 四 组 ”实验 采用 人 工 照 明 ， 

第 一 组 每 天 光照 I 2 小 时 (08: 00 时 到 20:00 周 光照 20: 0 ORF 

Blo 8s 00 有 时 黑暗 ); 第 二 组 每 天 光照 I1 6 小 时 (0 6: 00 时 到 22 2 00 

GRR, 22: OORZ 06: 0 OW RIG); BSEAAARBRA, DRE 

i BUR PRB AM RR, TESERR UTE; BOAARHA, 

RRC 小 时 后 以 1 3 TD . we meRR CDDV PIA, a 

测定 活动 情况 。 第 三 ， 第 四 组 的 光照 条 件 与 第 一 组 相同 。 

董 小 鼠 妓 于 活动 度 测 定 合 骨 〈 每 盒 一 上 只) ， 通 过 YY SD - 5 药理 生理 实 

验 多 用 仪 的 液晶 显示 和 XWTITD- 200 平 簿 记录 仪 ， 可 以 连续 跑 察 彻 记 录 

GANA 数 补 后 间 分布 。 每 组 实验 为 从 2 oO: OOF, 以 2 4 小 时 

为 一 个 周期 ， 竺 续 浏 定 2 - STAM, NiGRGRARZATRATOH, 

SR, SADAN RA ERUDFEER TEC P< 0 05), 

HPSS A, BAA AOA) Rey 2 4 小 时 活动 中 值 C(mesor ) 

Sil, 14, 11, 16, 87, 14, 527, .87 次 /小 嘱 "振幅 

RiNAT, 66. 13, 53. 9, 65, f3, 77; 峰值 位 祖 对 分 别 为 

—-$43, 328€C 228534), -27, 65BC 185045), - 

=-307I。90 度 (20 点 07 分 ) 和 - 106, 15BC 7H 044), 

统计 结果 显示 各 组 小 鼠 的 活动 放 中 值 慌 振幅 无 显著 性 差 昂 而 峰值 位 

AGNI BE HE EI AE, FOUR. AMR 了 2 小 时 

JEM, 1 6 小 时 光照 组 和 D DV PRRA, BARES, REMMR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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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核 是 一 个 重要 的 时 间 视 构 ( temporal organization dy 2] 

WT Be ts SHE HS AE ys AS PR NY 同步 过 程 。 光 线 通过 视网膜 作 
用 于 视 交 叉 上 核 ， 起 着 调节 和 校准 时 间 视 构 的 归 化 作用 。 当 完全 阻 断 光 的 进 
入 之 后 ， 视 交叉 上 核 失 去 了 光 周 期 的 参照 信号， 去 腿 球 小 鼠 89 BD 
因 有 的 内 源 性 自行 节律 。 BR Seb an DAL, 其 峰值 位 丰 提前 数 小 时 出 
静 次 言 乙 光照 具有 延迟 小 鼠 县 夜 活动 自行 节律 峰值 的 效应 ， 光 照 时 间 的 
ZAG HERA, 也 可 产生 相同 的 效应 在 D DY PREAD Ry 
峰值 活动 相 的 出 现 明显 推迟， 提示 D DV P 对 视 交 又 上 Bet AT BARE, 
FRSA, KI UA MR heey 一 样 ， 都 可 能 导致 生物 

PEAY He fil, 3 

BEI ROEM LOE ” 
RK BSS ， 

(第 三 军医 大 学 八 四 队 ) 

TAT: FRR WAS 

(HEZEXKEWMBRRE) | 

Wi, RAVE OES M8 EEE RR lve KG a en AE, Be 
PRE BH MOM RA BH AME, ASA RR 
的 UV 一 3 6 6 型 双 光 训 扫 描 分 光 光 度 证 在 波长 为 18 0 一 860 angie 
Ay THE Bie Re Site RC, BAR 公式 。 吸收 比 = 1 — Ree eS 
比 ， 即 可 算出 豚 收 比 。 它 将 为 研究 光 和 BOERS TF, 诊断 等 提供 某 些 参数 。 

实验 结果 ; 
《一 ) Ami xi flee K IGA BL 透射 和 吸收 规律 。 直肠 癌 厚 6 220 

mm, Wi WH ERA, Wt Hew, Tu Hh oe LPR i, 

21 



(二 ) 人 正常 直肠 对 不 同 波 CNRS BHAA, HE 

3, 37mm, 实验 曲线 变化 规律 与 直 局 癌 受 化 趋 劳 极为 相似 ， 只 是 在 其 上 

存在 差异 。 HRAMS, TESH 2, 

结论 与 简 妥 分 人 

一 _ £1 90~8 60 om KKZA RSIS ER BHM RAK, 

sie MRI 随 法 KEY EAA, BE ape eK ede TT ae 
ANEA-RKAD RK RERRA REERHK RAEN KNEE 
存在 差 驳 参见 图 2。 这 种 差异 可 能 是 由 于 痢 组 织 与 正常 组 织 厚 度 不 同 造反 的 。 

二 在 90 一 8 60 na 范围 内 除 血 液 吸收 址 外 ， 总 多 戎 沈 KE KY 

% BREF ABRAM BRA, 即 反 向 得 多 且 穿 运 性 也 绚 而 组 

Hii RSs MKC, ERMNGHAARM BRRS, 反射 神 透 Aly Tay 

很 少 。 

= A ie H Hh. Wi AUR IIE WAAR, ”它们 的 吸收 曲 绑 都 出 现 了 一 系列 的 应 

ile y 在 41 5、542 和 57 8am 法 长 处 较 明 显 2275713 45 nm 处 

BAR, SRR HRERERAA2, AB 2UARE ADLER AD 

Rite Si WRT N, BtBABS MAMMAL, I MIE. 

£29 RBG Ig 吸收 影响 很 大 。 

30300. 400.4, 500 600700800 80 
a eS (am) 

4 下 用 各 5 Hl 42 之 为 6.220mmj hy 1k) RAL 
(7) it Af ty ers of 4c et ab te. 



150 300 +400.. sO 600 70 600 660 
uk K (nm) dy 

2 aK tb 2 
CHE YLIN .<¢2> FLUTE HIM 5037 ORL 

GLH 交 疗 仪 治疗 !! FSR a 

第 二 军医 大 学 第 一 附属 医院 

理疗 科 wa 等 

本 文 报道 了 应 用 新 光 肖 一 G LH eee dein we arr 
A BAL SR wot NY GL HIF MR EM Fok, JERE 
KIS, BATH RY, TAF RR hb, RIG LH 
FF AML ohm AE IFT 1 8A BA, Wee a wen PDR 
24—4 8AM GL AGT RG EE, A ERE RST 3 o— 4 0 

a, SARK, ERRH2—-7K, 1SHRR WRAP, ARB 
P1083, 3%), MPR 9 C5 0K), KUNCL HTM 

H PD 治疗 体 玫 恶性 肿瘤 是 方便 而 有 效 药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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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GLH SEIT AR PATTI § 例 表 浅 肿瘤 
第 二 军医 大 学 第 一 附属 医院 

理疗 科 6 杨 红 陈 殉 盛 月 优 ， 谢 企 良 

外 科 BOF 

FARA Bim 
A= GLH FEE P\— BL SRST ES 新 光源 

FIG LHS Un mn bo HT AEE 1 8 例 ， 有 效率 达 83 3%, 

it A 5 0 %， 无 明显 付 作用 。 
Xi GIH 光 党 仪 应 中 咪 衍 生物 光 

Sythe ; 

HOTAMERRAR, BAT AAREMMET, ANEASR 
用 流光 作为 光源 ， 因 其 价格 昂贵 ， 担 作 复杂 ， 不 易 推广 应 用 。 为 了 进一步 发 展 

term BES 肿瘤 患者 提供 治疗 ， 研 市 输出 功率 大 、 交 线 穿 返 深 、 操 作 

(ij (269 SDE WIEBE, 
A— BUR S REA G LH er Be aH 

aes Pik, Ky 60 O~ 7 0 0 am。 工作 距 5 coiht, HES 
5 c m， 售 再 光 班 功率 密度 可 以 达到 3 0 0mw/ cm “s BERT 400, 
能 上 下 声 右 、 前 后 全 方位 调节 ， 向 各 个 方向 照射 。 可 用 于 将 浅 厨 瘤 的 光敏 治 
FF, “我 们 用 G LH tar 000 in oheG BH BT 1 8 85S I, 将 初步 临床 疗 
a4) ork Hin F, 

一 般 资料 

性 别 ， 男 8 例 ， 女 10 Hi, 
年 龄 。 3 S778, F584, 

MAS, AMIRS LA 8, AMUARKRE 3 例 ， 头 面部 鞋底 细胞 
GRAIA, LB LRM A, KAR SARE AEM. 

ae 
先 做 皮肤 划 痕 试验， 无 过 敏 反 应 音 。 则 按 每 公斤 体重 4 一 .5 mg 计算 血路 只 

EVAL, 将 总 用 药 量 深 于 20 om 15 KiB BRE, BH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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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HH Regs RII, WI 2~ 4A, 

HBR 2 d~ ed 8 小 时 开始 用 G IIH ermine, ME s~ 

1 0 cm， WRHERDF200mw/c mY RARE RADE RAT, 26 

gE Rt 其 边界 7 cm 左右， 周 国 正常 组 织 需 遮 盖 保 护 。 每 个 - 

dee 

用 A_ r* BOERS RRL. 

结果 

光敏 治疗 2Z_3 例 表 浅 肿 间 疗 效 

肿瘤 种 类 ioe MR ON Re 

乳腺 癌 术 后 复发 4 2 1 8 : 

HGR RE I I 1 3 

头面 部 基底 细胞 瘤 2 了 3 

FE HERA HG 2 了 了 4 

it 9 5 1 3 18 

HERS 0% ARR 83, 3% 

TRAE WT Ss 
1 SeMR CCR), WAKES, BU—-TA, 
2, BC SR); Hews O“UE, FREA-TA. 

3. ARCMR), MRMAEDRE 5 0 %， 并 持续 一 个 月 。 
4、 无 效 ( NR )， 肿瘤 无 缩小 或 继续 增 大 。 、 
RAB PH . 1 

病 全 一 。 女 ， 4038, ARERR, F19 8 0 年 5 ARES 
YR, 198 2 年 SARA UR LOATH, RABE 
行 放疗 和 化 疗 ， 1 9 8 FMEHDSS, sAMADRACIY A 
癌 复发 。 

198 64 SA 2 6 HERB Mi opm WE MES 230m g 24 
Mt GRP, TLAWRRAY a +S MS RAE ABE, 
用 红 光 照射 ， 每 个 光斑 3 O41, Ahk, MOK, SHER, 部 份 
消失 ， 莹 光 消 退 “治疗 后 一 个 月 结 节 消退 ， 皮 肤 元 臣 损 ， 活 检 未 查 烈 癌 细 胞 
一 年 后 随访 未 见 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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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二 ， 男 ，5 Ox, 197 8 年 8 月 确诊 为 左 侧 么 MAM, SAH 治疗 
gh, 198 0 年 复发 ， 再 做 放疗 而 es, 以 后 又 复 为 于 工 3.5 tH, 

19834, 19 8444 WRB, 1985 FY AG Hot hrs 

次 ， 未 完全 控制 ， 且 左 耳 后 淋巴 结 肿 大 。 19 8 6 年 行 光敏 治 疡 ”静脉 滴 注 

MAEM 300m g 后 2 4 小 时 ， 鼻 咽 部 用 氮 离 子 激光 照射 ， 左 耳 后 用 

«GLE RAKE, RHE, —TbA TTB, 肿块 消退 。 

病例 三 B, 643, 198 OF RRARREMARBIxI cm, 经 

多 次 冷冻 、 放 疗 ， 二 氧化 碳 激光 烧灼 ATR M 19 8 6 年 7 月 来 诊 见 

ARPBA RH, WHRAIX 1, Sem, MRK Zhi: wGLH 
光疗 仪 照 射 ， 每 日 一 次 ， 每 次 4054, EMH 2K, BMA, WEAR 

愈 。 一 年 半 后 复查 未 见 复发 ， 右 耳 甲 腔 内 留 有 疤痕， 听力 不 受 影响 。 
讨论 

一 近 十 余年 各 国学 者 对 光敏 治疗 发 表 了 许多 研究 资料 。 光 敏 治疗 已 给 
Ene KT RB, HH), HED, WERE AERA, 
RENFAE Hs eH ARW BA, 提供 了 可 供 选择 的 治疗 方法 ， 增 加 

了 治疗 机 会 。 水 组 I .8 例 均 为 复发 甫 者 。 如 能 进一步 改进 光源 ， 光 敏 剂 、 治 

党 疗法 和 合 确 使 用 综合 治疗， 可 使 这 一 新 技术 更 好 地 发 挥 治 癌 作 用， 

二 在 光敏 治疗 中 ， 所 用 光源 种 类 很 多 可 归 为 激光 条 普通 光 两 大 类 。 
GLH VA SI, KAI BARR, 1 5 例 有 效 ， 有 效率 
达 8 3 3%， 与 用 氨 离 子 激光 照射 的 同类 病例 相 比 ， 疗 效 无 显著 差别 B 

通 光源 比 激光 光源 价 廉 易 得 PME, ERB RK, Bir RB 
的 选用 光 涯 ”易于 普及 应 用 。 

三 在 本 组 病例 中 ， 直径 小 于 2 emi eRe, BCL HIE 
Mi KEM, 一 般 可 在 二 周 内 消退 ， 无 皮肤 破损 ， 无 疤痕 。 大 的 癌 
瘤 溃疡 或 们 有 严重 感染 者 ， 疗效 差 。 本 组 三 例 无 效 者 中， 有 二 例 溃疡 面 直径 
超过 了 I5 em， 且 伴 有 产 重 感染 。 因 此 应 尽早 治疗 ， 提 高 疗效 。 

四 、 常 用 的 光敏 剂 血 中 呆 衡 生物 对 蓝 紫 光 吸 收 得 最 多 ， 但 蓝 紫 光 穿 透 力 
2 EA RM, H PD 吸收 光谱 中 红 光 波段 也 有 个 较 低 的 吸收 峰 。G LHI 

疗 仪 发 出 红 光 ， 红 光 在 可 见 光谱 中 对 组 织 穿 透 力 最 强 ， 作 用 较 深 在 本 组 病 
例 中 ， 红 光照 射 后 皮下 瘤 肝 结 节 和 淋巴 结 肿瘤 转移 灶 缩 小 或 消退 。 可 以 预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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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 吸收 红 光 最 强 指 新 光敏 剂 应 用 后 ， 红 光 灯 在 光敏 治疗 中 将 发 择 更 好 作用 。 

总 之 ， 作 者 认为 G LHF Mh ED IT ARE BE RK, 

有 效 前 方 尖 ”值得 推广 。 如 能 在 基层 医疗 单位 普及 应 用 。 将 能 使 众多 的 表 浅 哮 

性 肿瘤 郑 霄 得 到 及 时 而 有 效 交 治疗。 在 与 恶性 肿瘤 的 斗争 中 AER KE, 

造福 于 人 R, 

稀土 元 素 灯 对 免 离 体 吞噬 细胞 功能 的 影 啊 
上 海 第 二 军医 大 学 附属 一 院 理疗 科 

hel ER 

(WE) 

PLE we He LI” Sl Oi HATER, 主要 含有 包 、 销 py SRE 
BU, PATE AIM 发 光 符 性 ， 光 谱 以 6 2 Onm~ 63 5 am 为 主 ABH 
VIKA tesa, ee 

本 文 利用 免 血 进行 离 体 实验 ， 分 工 0 组 ， 每 组 各 分 对 照 与 实验 组 ， 分 离 后 
Bri SU CA eM AGAR BY 能 力 为 指标 ”分别 RR Be Ae RR 
tik, iC aes RE FFE HEA, 2 GS ALTE AT FAR Goan FEE Se 率 提 
m1 7% CP<0, 01), @#FHmMBRIGS I, 82 6P<0..0 eee 
TOSS ET Hy NNN He MH he, TER Uh iF AUT AH e -~ N eae. 
C632 amd, FAM 光 动 力学 作用 。 通 过 综合 因素 影响 细 脑 果 乔 风 
i, MUG TR 细胞 膜 系统 及 内 部 超 微 结构 产生 相应 变化 ， 促 进 丛 白质 
的 合成 及 能 量 代谢 ， 同 时 使 得 细胞 内 DN A 含 量 增加 

作 才 认为 本 称 土 元 素 条 设备 简单 ， 容 易 铝 仿 ”一 定 程度 上 似 可 代替 百 - 
Ne MOG FSA, ”因此 值得 重视 和 进一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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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分辨 法 测定 0:(1 Ag ) 在 溶液 中 的 寿命 
汤 又 文 FRE EXB 

中 国 科 学 院 长 春 应 用 化 学 研究 所 

单线 态 氧 分 子 C 0 ，( 48?) 在 许多 光 生 钓 和 光化学 过 程 中 起 着 重要 的 作 

用 。 大 量 关于 单 线 态 氧 在 液 相 中 的 化 学 和 动力 学 性 质 研究 的 文献 说 明 该 课题 二 十 

多 年 来 一 直 为 生物 学 家 和 化 学 家 所 关注 。 HM, AMT REO, WE 

普遍 认为 是 0 ;( Ag ) 与 癌 细 胞 作用 ， 使 其 损伤 从 而 达到 治 癌 作 局” 其 过 程 可 

FF RR A 
. 0 ,¢ “Ag ) +i Mii —— RLY 

其 中 0 » C 1A g ) 是 通过 光敏 化 剂 的 光敏 化 作用 产 生 的 。 

由 光敏 化 产生 0 《〈 “A g ) 被 认为 经 过 下 面 过 程 
Ss e h y-—~ 'S * 

| iS % ___» 3c # 

4s*+0,0723)—> Spto,ctag) 

其 4S IISx，“S* 分 别 代表 基态 光敏 剂 以 及 单 重 激 发 态 和 三 Bi RA ALA, 
敏 化 产生 前 章 绕 态 氧 分 子 通 过 辑 射 暑 迁 回 到 基态 时 最 可 能 的 两 个 途径 为 Ag 
CV’ = 9)—> 92 gC V= 09m 'AgcV’ =-0) 一 >32C(V= IT) 
JEW WEG KA BI 12.70 nm 159 0 nme FRIAR Franck 
—+cendon 因子 比例 I 0, 097, CO, 1 ) 的 发 射 强 度 比 I0， 01 

弱 大 约 6 Ot, AMA 们 一 般 对 单线 态 氧 的 ( 0, 0 1 BOER 
我 们 在 国内 第 一 次 测 得 单线 态 氧 在 几 种 溶剂 中 的 寿 例 实验 是 用 YA Gi 

冲 激 光 诱导 血 中 啉 ， 亚 甲 兰 、 四 兴 基 中 有 盼 、 备 加 拉 政 瑰 红 了 等 与 生物 化 学 育 关 
的 光敏 剂 ， 在 溶液 中 产生 单线 态 氢 ”并 利用 时 间 分 辩 方 法 直接 监测 0 4 C'Ag ] 

1270 amhl RItAH Fir, 

Hh as WU Ath AVG BBO, A g ) 光 生 WRI PREYS, 
FH MAN ARRER RHR, 并 能 用 来 计算 量子 产 率 ， 因 此 寿命 信 对 于 确 
fe She RC BVP TESA TBE, DEHN Ih eas PET Me Aha Le aE Hh H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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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具有 重要 的 参考 价值 。 

现 将 我 们 工作 列表 如 下 

0 ?2(《 工 Ag ) 在 溶液 中 的 寿命 (Ms ) 

溶剂 敏 化 剂 本 工作 

重水 iL a} By 65 

亚 甲 兰 7 0 

丙酮 血 Oi 48 
亚 甲 兰 41, § 

an ee BEL B 46 

AE PGE HE at Wp 32 

乙醇 _ iho aif <a. 9 
亚 甲 兰 人 

孟加拉 玫瑰 红 B 16 

氯仿 py da ob Why 260 

我 们 使 用 国产 G eHR-KRE, HAA R-KRRW ETO, C1, ,? 

在 一 些 溶剂 中 的 寿命 。 测 定 值 与 近期 文献 报导 中 公认 的 数值 相符 ， 实 验 结果 

说 明 0 2?( ly g 7) 的 寿命 主要 取决 于 沙 剂 的 本 质 在 A Pe, Eee A 

是 基本 相同 的 。 

竹 红 确 甲 素 对 肝癌 细胞 腺 粒 体 
和 微粒 体 的 光 辐 射 效 应 

MTR MT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肿瘤 研究 所 ) 
SEM (。 中科院 感光 化 学 研究 所 > 

Tow PR CHypocnellinA, fRRHA ) 是 我 国学 者 首先 发现 的 

一 种 新 型 光敏 剂 ， 临床 上 对 外 阴 A eR Be OR ee BRM. RMR 
HA 对 人 癌 细 胞 和 动 狐 移 植 性 肿瘤 有 明显 的 光 动 力作 用 〈I)? asc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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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ee Ue 粒 体 和 微粒 体 的 光 辐 射 效 应 。 屁 明 种 小 筷 中 ， 体 重 z 8 2 3 g, 
LUMP, BRAGS 7 天 讶 水 分 离线 粒 体 和 微粒 体 。 芋 久 是 纯 品 ”用 无 水 乙 
BAM, MOA BH BRE, THRE CI, 光源 为 高 压 钠灯。 40 Os 

RHE 6 0 0 nm， 灯 管 四 周 有 一 GHBRES, Wop KU 

th IMU 0 cm， 光照 强度 68 JA em 2 

结果 一 、 开 A 合 并 有 照 光 了 工 40 分钟。 RHKATP MRAM, HA 剂量 

为 2 6m g/m 1, 音 胶 氧化 酶 活性 没有 明显 改变 。HA 5 Ou g/m 工 合并 

照 光 工 0 分 钟 ， 线 粒 体 膜 蛋白 跑 基 含量 显著 减少 。HA Gu g/m 工 合并 昭光 

了 0 分 俩 。 线 粒 体 膜 脂 质 过 氧化 作用 明显 增加 ，T BA 一 反应 产 驳 量 显著 增多 。 
HAS Ou g/m 1 合并 恨 光 1044, RAARBAEAR, AR HK, 

= HAL2, Su g/m 1AHKG 1 O41, WFAN ae G - 6 一 下 

Ma A wks, SHAM S254 g/ml, BEABRRM, HA 
Sug/m 13M 1 OFS, BUR RUA ERS 增强， 过 氧化 产物 量 
显著 增多 。HA 25 ug/m ! 合 并 照 光 工 0 分 锅 微粒 体 膜 蛋白 号 基 含量 显 

FBP, 

以 上 结果 表明 ， HA NYE a eR A AA BSH, BE 

坏 其 结构 和 功能 。 对 线粒体 AT PAB, WMAORAH Bm, vi 
WHAM IEC MA ERE, RMU, 2 sibs Fl atk JB AE Wars HLA 3 

SATE AR BUR MAB LL, 

文献 
1, MRS TAP RMA 细胞 和 动 蚁 ,移植 性 肿瘤 的 光 动 力作 用 。 

中 华 肿瘤 杂 志 
198 8 1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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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TC] 一 竹 红 菌 甲 素 在 带 瘤 小 鼠 组 织 内 的 

分 布 和 瘤 组 织 的 摄取 
Tr A AE 于 宝 法 唐 eR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肿 瘤 研 究 所 北京 ) 

WAR BPRCHypocnellin A, 简称 互 全 ) 是 一 种 新 型 光敏 剂 ， 我 

们 曾 报道 HA 对 人 瘤 细 胞 和 动 劲 移 楂 肿瘤 有 明显 的 光 动 力 效应 《 传 妨 武 等 中 

华 肿 瘤 杂 志 1988; 10. 80), 有 可 能 发 展 为 一 种 有 效 前 光 动 方 治疗 药 

Hy, HABANA 各 组 Ay N75 AAAS RG RMR, RICH AAT CH 

HA, BiH I9, 99%, BADART RH S- 18 o#@ aia, KZ 

第 7 - 8%, WHERE, RBREAHAsme/ke, FITCH 

量 为 0。 27mci/R, SHES AN ARES BK tn, BT BIREAL ToD RR 

REAR, WELW WK 10 Ome, F HEAR, BEHA BH 1D 
Shwe dk2, 83 8ng/m 1], 155591, ng/ml, 3 ORF 

7T3nge/ml, 90 分 钟 34. Sng/ml, SDHII, Fn g/m i, 

2 《小 时 2 nm gm 1, 可 见 HA 从 碳 液 的 消除 是 很 快 的 ， ZI 5 分 钟 的 面 药 波 ， 

度 减 至 第 工分 钟 的 3, 2%, 5 小 时 减 至 0。 4%, BKEAHA RR AAN 

HARE DW PR, 

#c 147 C) -HAE S- 18 OD RARA DH Co gg 组 织 7 * 

给 药 后 时 间 〈 小 时 ) 

组 织 2 5 12 24 

HE 38J 46 4 598 9444 | 434 720 25 330t 

114 560 254 187 129 125 13 120 

Mi = =12% 678 3g 156+ 5 2253 020 J 1904860 

3% 938 23, 716 a 

fii 23 80243 639 30 560t16 332 1G 1154760 84 Gt G35 

Be 有 8382 此 了 319 3 48141010 § 11%5 620 200646 

瘤 22 Ob 43 37 Ht 24 1.2045 5 Il 541 0 

心 179442 21 2t 54 155460 6 5t 29 

BK 145¢ 100 23270 7 a 35 15 541 0 

肌肉 74417 162t§ 1 7 中 7Z 5 14 546 0 

$1 



胃 70+5 22445 8 65416 17415 

Bi 5 8+ 20 14347 3 20410 Z 546 5 

* 3m X+ SD 

KER, PEHAROX BM PARSER, BARES 5 位 。 各 组 织 含 

CHAU RR) Q 基 第 5 小 时 最 高 ， 这 与 我 们 用 HA 保 光 动力 治疗 时 QX 
第 .5 小 时 光 繁 效应 最 为 明显 是 符合 的 。 第 5 小 时 瘤 组 织 和 皮肤 了 HA ie BE 9 3} 
HIRI, 5 9, 而 血 中 呆 衔 生物 HPD > 在 注射 后 7 2 小 时 两 者 的 分 配 比 为 
1, 27€GOmen, CQ T%, Caneer Rey 19795 39:146)。 

AMG HD THAT SRR, SH A ie BER HA 很 少 通 
MR, PRAHA KERR, BRA AW ERR TAR pe, 

RAPP DT 4 BER BAY Se OT FE 
SAXKSOHA Be KER 谢 荣 

第 二 军医 大 学 病理 解剖 教研 室 ARE 

土 海 染 料 研究 所 RMS ESRF 

摘 要 
近年 来 ， 光 敏 法 诊治 癌症 的 研究 正在 临床 与 基础 两 方面 继续 深入 。 虽然 光 

敏 剂 一 一 血 中 咪 衍 生物 (了 PPD ) 对 癌 细 胞 有 着 较 强 的 光敏 杀伤 作用 。 BER 

时 存在 着 不 少 不 Bk, 其 组 份 至 今 尚 不 完全 清 葱 ， 体 表皮 肤 的 光 毒 反 蚁 。 以 

及 它 的 主 吸 收 峰 带 在 紫光 波段 (40 50m), 与 临床 治疗 肿瘤 时 使 用 人 体 组 

织 透 射 率 最 佳 的 红 光 波段 相悖 。 因 此 为 了 继续 推动 PD T 的 研究、 寻求 新 的 更 

;型 ES TE 剂 已 成 为 令 人 腥 目的 重要 方面 。 自 工 9 8 5 年 起 国外 已 逐步 形成 

寻求 新 光敏 剂 的 新 劳 头 。 

ARM FR AE THEA RIA TEL ERA AIR BAR 

A 6 A, DERG HEU RX ARIES 细胞 的 光敏 反应 实验 。 经 对 不 同 浓 

RBA, FAG BA Wh, BAR AR KA AGE. 

HOR WS AEE EN 6 7 Sum, 是 具有 应 用 潜力 的 新 光敏 剂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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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光敏 剂 钻 栈 六 与 血 中 啉 的 比较 研究 

SAKEWMBA KER 谢 荣 ROR 

第 二 军医 大 学 病理 解剖 教研 室 ARE BRE 

LRA Rm ERE 

AKA BR AA FTE BND TIE AS SR AS in ah pt: OF JS ee He 

完 
z、 光 谱 峙 钴 ”吸收 光 漠 与 蓝光 光谱 的 比较 。 
2 、 细胞 对 SAAD 吸收 。 用 营 光 片 测定 肝癌 细胞 对 两 种 光敏 剂 的 疏 收 # 

JR HENS Heit Oa, ”及 在 细胞 内 的 注 留 时 间 。 
3、 对 细胞 的 光 伍 杀伤 。 比较 了 两 光敏 剂 在 不 同 剂量 下 对 肝 瘤 细胞 的 光 才 

a fake Ai, 
4、 不 同 波长 的 光敏 杀伤 效应 。 比较 了 两 种 光敏 剂 在 不 同 的 波长 范围 内 各 

EIS PIS SOBA AS FY 

MAAS TS ET ETE 

BAKEMMR ew KE Bie 

第 二 军医 大 学 病理 解剖 教研 室 “ 闵 红 波 “ 董 荣 春 “ 。 

随 着 光 伍 技术 诊治 瘤 证 在 临床 上 的 应用， 和 Av i A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了解， 以 MwA AL Ue Be 
二 文 介绍 ， 我 们 采用 的 町 种 实验 方法 所 获得 的 实验 结果 ， 首 先 采用 高 分 辩 - 

率 的 双 光 硼 单 色 仪 及 光学 计数 技术 对 切 成 不 同 厚度 的 离 体 人 体 组 织 在 整个 可 网 。 
EEE PELE Ce ree ae te Cre Le toe 
630nm, ARAN ERKLIGHE7Enm), FR BRIER Tea RT 

术 对 活体 小 白鼠 组 织 的 光 卉 透射 特性 进行 实验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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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种 中 啉 类 药物 对 DNA 光 人 敏 作用 
的 激光 晤 曼 光 谱 研 究 
许 以 明 RL SEAR 张 志 义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物理 研究 所 北京 ) 

摘 要 
ALD hoi IER WS AMEE 一 种 新 方法 。 目前 这 种 REX Bl 加 

hk WRAUMAAAERAIGALORA RAWTANMEAL 

先后 列 入 AR" 和 “七 五 ”国家 攻关 项 四 ”并 研制 出 优 于 美国 上 ho to 

rin 工 的 oh Bj SSI SH] Hs NIE wah Hi CYnPD), aR Ayr Rue Bi, “达到 © 

世界 先进 水 平 。 目 前 国内 外 的 科研 工作 者 正 从 各 个 角度 集 审 SATS op Wk ICL 

物 治疗 癌症 的 1A, AKA Bove MBF ile AIS ENB WAT AMX 

” 据 和 依据 。 
本 工作 用 激光 嗣 曼 光谱 从 分 子 水 平 对 “只 类 光敏 药 驳 一 蕊 州 光 叶 叱 人 

(YHPD), 美国 Ehoto 下 ALAR sth ob MK FT AE 

CH PD ) 与 小 牛 胸腺 DN A 的 相互 作用 进行 了 研 究 和 比较 ， 得 到 了 在 激发 线 

和 功率 不 同 的 激光 照射 下 不同 浓度 的 中 听 类 药 驳 与 浓度 《4% 的 小 牛 胸 腺 DNA 

溶液 随 照射 时 间 变 化 的 RIS I, Fi FRE BY; 

C1 ) 在 未 实验 条 件 下 对 小 牛 胸腺 D NA 损伤 最 强 的 是 国产 的 杨 刘 光 中 哇 。 

美国 的 Pho to fr in LMR mda HED we, Stl, 

(2 ) 该 DNA 受 到 损伤 的 BRIE ake F oh wpe BGM HT HBL, 激发 线 的 Ue 

长 、 功 率 和 光照 时 间 。 
C3 ) 谈 DNA 受 到 损伤 时 各 个 组 份 一 骨架 磷酸 二 脂 ( -PPO 。- )、 电 

离 化 的 磷酸 基 团 ( PO 2), MARA BER 嗓 哈 ” 腺 哩 叭 、 WRBR, la 

呢 哆 均 有 不 同 程度 的 损伤 。 指定 为 上 述 各 个 组 HH TA BB A RA 

闭 明 显 的 变化 如 TI6 62.1579. 1489, 1458 1378, 

0 94, 8 3 1, 

Pa? Bee. 72 & BRELGTT cm “等 ENT AADAYS Tes Beak BE 

PRU BHA, BROKRREASER, H4YYHPDRPhotfrin 

Ie BE 0, OL Sm g/ml, MRRWA EB OA, HMICIO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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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为 脱氧 核 精 一 缮 酸 在 1 4 5 8 cm 1 和 脱氧 核糖 C - 9 伸张 的 在 

1os2cm I 的 谱 线 强度 反而 增加 《其 原因 在 正文 中 讨论 )。 上 述 现象 说 

明 受 到 损伤 的 D NA 某 些 部 位 的 破 基 环 RETR, AMPA AO 

WZ BA GSN 断裂 发 生 。 此 时 均匀 的 小 牛 胸腺 DN 人 溶液 已 不 复 存在 ， 它 是 

一 个 混合 狗 。 内 有 上 比 原 D NA 知 的 具有 修改 的 B 型 构 多 风 DNA, RD ATH 

基 ( 或 多 个 DH DNA 以 及 D NA 的 双 螺 旋 中 可 能 有 一 股 在 某 处 发 生 了 扬 妥 还 

有 无 规 的 长 短 丰 一 的 多 核 节 酸 等 。 它 不 再 是 具有 BH RM ee 

DN A 而 像 一 段 受到 破坏 的 古 长 城 

C4 ) 用 激发 性 < = OA FR SPS Des 喇 曼 光谱 都 有 位 于 8 8 0 cm 

附近 和 1 2 7 6 cm 7 KHER, WHA ERS, BA 

待定 ， 这 是 天 然 小 牛 胸腺 D NA 光谱 中 所 没有 的 。 由 此 可 知 上 述 反应 鸭 最 终 产 

物 中 有 过 氧 化 气 ， 用 激发 线 14 5A 照射 时 也 有 此 类 现 条 。 但 不 明显 。 当 

YHPD 和 Photofrin 工区 浓度 为 0、 015ug/m Lit, RH 

48 80A， 光照 了 小 时 左右 的 啊 曼 光 洪 中 有 强 而 尖锐 的 过 氧化 氢 谱 线 说 胡 在 

它 附近 有 拉 电 子 交 物质 存在 。 
( 5 ) 作者 们 根据 上 壕 结果 讨论 了 中 吻 类 光敏 药物 与 DN AAA PEARY OL 

理 ， 认 为 该 DN A 受 到 多 损伤 是 由 于 活性 氧 ( 0 ， 0 ， - OH) TER 

自由 基 多 重 作用 造成 的 结果 。 Ref 

* 石油 化 工科 学 院 

aha | 

DNA 光 动力 学 损伤 修复 的 特点 
wae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物 物理 所 “北京 

DNAZE Aili RM WN BY Heth, 在 光 生 物 学 的 研究 中 具有 重要 的 

地 位 。 无 论 用 体内 培养 的 细胞 或 体外 培 关 的 细胞 进行 研究 ”在 有 血路 呆 衍生 物 ， 

30 



竹 红 菌 甲 素 存在 ， 用 可 见 光 照射 ， 均 可 观察 到 DN Any Ber By 而 这 种 断裂 的 

产生 主要 是 由 工 O ， 引 起 的 ， DN A 光 动力 学 的 DI TES Hohe DN AE WH 
化 反应 中 主要 损伤 部 位 。 

在 培养 的 人 类 细胞 ， 光 照 后 进行 修复 培 郑 ”观察 到 诱导 的 单 链 断 裂 D N AR 
为 斯 绚 重 入 能 力 和 光照 剂量 有 关 ， 显然 光 敏 氢 化 反应 能 够 造成 DN AR Gi, 这 
种 损伤 的 D NA 细胞 能 够 修复 和 部 分 修复 
对 于 DNA 光 动力 学 损伤 修复 。 Ri A Me KA RIGHT SIT EM Did Wi) 

| ET HAG PRAM GE WA Abo BH e 1a 细 胞 D NA 光 动 力学 损 

伤 修复 。 
1, D NA see bie, 当 SUE FF a BSE v — RS DNA 

gilli UE RY LIGA A =, By. v HARE x10” 7! 断裂 
ah, R2, 8x10 7 MR/aRH, HPD1I, 8x 107 ig 

断裂 一 道 尔 顿 
2, DNAM elt aky 重 接 能 力 。 当 产生 等 量 的 单 链 叫 裂 时 。 光 动力 学 误 

(ais MER RETIN, HU ERA 6 0 分 钟 ，v - 身 线 (500rad) 照 

射 细胞 单 链 断 BU 重 接 率 是 竹 红 菌 甲 素 及 瑟 P 了 光 动 力学 损伤 细 胸 多 二 倍 多 。 
3 修复 的 抑制 能 力 。 光 动力 学 损伤 修复 能 够 被 送 基 隔 、 放 线 贸 素 D， 环 

已 , 膀 等 与 D NA、R NA 蛋白 质 合成 有 aN IN AT AN, 
区 动力 学 损伤 和 v - 射线 训 伤 ， 具 有 不 同 硫 基 选择 性 ， 故 产生 断裂 的 化 学 

ERA, BS BY 修复 酶 可 能 不 局 ” 另 一 方面 残留 的 光敏 剂 可 能 对 修复 有 虹 

Wi, 

DNA 解 旋 荧 光 分 析 法 (FADU) 
直接 检测 DNA 链 的 断裂 

辛 淑敏 WE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物理 所 ”北京 

NA AER BOR GE HD NA fae JOE DT IEC FADU ) 具 有 简便 快速 和 

灵敏 度 高 的 特点 。 RPE HER, MBER, Kw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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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DNA 链 断裂 数 与 D N A 在 藉 性 溶 波 内 解 旋 速 度 成 正比 。 
LI watt GE 

CE, BD ARIE ih 通过 DN A—ZE B 结合 相对 荧光 强度 的 测 凶 反映 

DNA 结 构 的 变化。 

本 文 适当 收 进 了 B i ra bo ia 等 人 报导 的 方 汐 用 于 测定 五 了 了 光敏 

FER AB Si ald (He 1a ) #EDN A 链 断裂 。 即 取 对 数 生 长 期 的 细胞 

制 成 浓度 为 0 5 - Ix 10 6 个 Am ify MR, BN AEH 单纯 光 

ReAmMH PD 处 理 组 。H P dsb ae 细胞 ak, 经 可 见 光照 射 不 同时 间 ， 功 

率 为 ?5 kw’, DNA 解 旋 一 定时 间 局 PRES ETRY 双 链 百分比 由 了 

P B 组 管 的 相对 荧光 强度 求 计 区 每 管 细胞 殉 液 为 0。 4m 1， 了 管 加 六 

0 2 NN a 0 2 1 的 深 胞 波 0, Im 1 EOURES OFF, MAT 

MMC 0, IM 葡萄 糖 及 了 4mM 琶 基 乙醇 )， 停 止 解 旋 ， 加 入 了 。 md 

省 化 乙 馆 (最 终 浓度 为 2m g/ml), THs PNM in epee, B 

管 先 经 超声 前 切 成 D NA 片段 ， 在 室温 下 完全 息 罗 三 组 管子 经 简短 时 间 的 

起 坟 后 进行 相对 荧光 强度 测定 人 Xex520nm, Xem600nm), RH 

的 双 链 百 分 比 ( ds DNA) FAH ; 

ds DNA%= (CF p-Fp)/CFyp-Fp)*100 

SA A 2 5 u g/m 1HPD 处 理 的 He 1a 细 胞 d sDNA% 随 照射 

剂量 增 大 而 减少 (0 一 6 分钟 )， 继续 照射 大 于 六 分 钟 FRE DEG WPS iy 

MANE E, AAS) PR EY aia D N A 链 断裂 的 重 接 是 双 相 变 化 ， 即 分 为 

快 修复 及 慢 修 复 两 个 过 程 ， 保 温 6 0 分 钟 ， 约 有 5 0% 左 右 的 链 断 裂 未 被 重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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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 新 型 光敏 物质 铝 酰 着 

对 小 鼠 移植 瘤 杀 伤 效应 观察 
第 二 军医 大 学 week REE Bt ARE 

复 日 大 学 ” 诸 长 生 KEE BR 
pba RF EEE AMA ATP KARST IA 由 于 光敏 

fee A ORR, Ze EU Be MUS ee 发 出 Zee, FT ARE Te a 

定位 诊断 和 产生 各 种 Ae EAT a, 因此， 它 在 某 些 肿瘤 jj 诊断 her 

thy BOR 可 代替 的 作用 。 目前 国内 常用 的 光敏 剂 多 为 血 中 昱 衍生 物 CH PD), 
(AFH 卫 D 成 分 复杂 ， 纯 化 困难 ， WER, KKMOLRRORE, w 

此 ， 探 索 薪 型 光敏 剂 成 为 人 们 努力 的 方 向 。 

RHAAZEKSHBARE, WABPORDRBAG CA 1um in iaum 

Sulphonated Phthalocynine A Ispc) Miia) Rt 

PDT 治疗 
将 S 180 肉 瘤 接种 于 工 C R 纯 系 小 鼠 胶 部 皮下 ， 待 肺 瘤 长 至 直径 了 cm 

Zed, WRURBALSPK 10mg kg-。 动 物 随 机 分 为 实验 组 和 和 对照 组 
对 照 组 又 分 为 单纯 用 药 组 、 单 纯 照 光 组 和 空白 组 。 实 验 组 用 药 6 ONT, BF 
WARRAE, M3 ODF, HH BAlem, 功率 密度 了 0 Omw/ cm a 

总 剂量 为 8 0 I, 
结果 ， 治 疗 组 照 光 1 0 小 时 后 ， PR TARR, 2 4 小 时 后 ， 

EB, Ra, Be MH, RHA, ART 
PHBE, SPB, MOR AI BASRA, Ale 裂解。 
对 照 组 肿瘤 无 明显 变化 ， 切 片 见 肿瘤 星 均 质 的 鱼肉 状 结构 。 无 坏死 。 
治疗 组 卫 了 个 治疗 - 周 后 ， 瘤 体积 明显 缩小 ， 有 的 甚至 看 不 到 肿瘤 。 对 昭 

cd oad a Ra ) 肺癌 继续 增 大 ， 2 DEER, FP 

aus Se ea 有 的 bk ID Ea HE FET 
ATU, MI Ane ABA EDTORA, 两 者 有 显著 性 差异 。 

issn, Nib AE 治疗 组 小 鼠 生 存盘 明 显 长 于 对 
BA, BAAR AREER, 

KEM RERKA, EX ORAKPA RMA BAM, BH 

面 的 工作 尚 有 待 于 深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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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正常 小 鼠 肝 脏 光 动力 学 损伤 

SUM BIB AS TE 
mee BER Takk Ae NOU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肿 阔 研究 所 电镀 室 

AVA BOG a shea TTR, WEAF RE IPS 外 受到 广泛 重视 并 有 不 少 显著 

的 进展 。 为 了 深入 认 OE BH lL aba 剂量 、 Inf faye Pia Be Jes) A ASK IE 

Aes SOE DAFA HM RAR, FIOU AA 条 件 下 小 鼠 肛 脏 的 光 动 力 

学 损伤 进行 了 大 体 、 光 镜 和 电镜 观察 。 

正常 小 鼠 用 及 注射 扬州 血路 眶 2。 5 5, TI0mgA 上 kg& FIL 2, 

3、7、 了 《及 《5 天 后 于 全 麻 下 开 用 直接 用 氮气 激 光照 射 肝 腔 。 光 斑 直 

Bdimm, WHEEB238mw/cm, ROEHMM 1 2, 8 10) 2 5, 

50. 100, 200S/ ce 呈 不 等 。 照 光 后 《43 TR, ils — 

5 BA Ri 

实验 结果 表明 ， 各 种 不 同 条 件 下 引起 肝 组 织 坏 死 的 最 小 照 ” 交 剂量 如 下 

HN ohm 2. Sm ek gH 24. 4 8 72 RIETO IZ em 

7RMMB25I7 cM 1ARRIGS 0 JA cm。 4 

注 身 血 直 喉 5 四 gk g 后 24、7 2)HRIG1OT/ cil 注射 后 
4 8 小 时 照 光 5.J/ ci HERR 7, I4 天 照 光 2 517 cM, 45RR 

%50T/ ch", 
| 

MES itoh me Om g] kg 后 2 4 小 时 照 光 2 J] cm, 48 72H 
时 照 光 5 J] eM 7 天 照 光 TI0-JA em 、 工 4 天 照 2 5 J] cm。 

| ARUERAM MIG, SG aS IH, NFCA BB NAM 

XR AU) BOS Fatih ols, FF BME BRIG1 0 0 I om, FFE 
显 变 化 ， 故 激光 的 热 歼 应 可 以 除外 。 

石 腊 切 片 光 简 观 祭 见 坏 死 灶 内 肝 组 织 已 完全 坏死 ， 正 常 组 织 结 检 消失 。 

超 落 切片 BE AES SLT FEA: AF 细胞 已 完全 坏死 盘 解 。 

FAME RIA ZA, GE RET GE PEAY 区 光 动 力学 作用 最 为 敏感 的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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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官 。 各 种 条 件 下 引起 坏死 灶 药 直径 大 小 不 同 ， 可 能 与 光斑 内 的 光照 强度 不 均匀 
性 ， 腰 脏 随 呼吸 运动 而 发 生 的 上 下 活动 等 有 较 密切 的 关系 。 注射 后 4 RMI 
仍 可 引起 肝脏 组 织 坏死 ， 提 示 血 小 呆 在 夺 内 存留 时 间 很 区 ”值得 注意。 本 文 结 

REGRETS sR eT Le, ”如 患者 于 手术 前 曾 

鞭 受 注射 光敏 剂 血 中 瞳 ， 则 在 月 部 手术 中 、 或 在 术 后 拟 照 射手 术 野 以 杀 灭 残存 
“的 脉 瘤 细胞 时 ， 均 宜 注 意 对 夺 脏 可 光 保 护 以 免 引起 损伤 。 

正常 小 鼠 肾 上 腺 光 动 力学 损伤 作用 的 
超 微 结构 研究 

周 传 农 Te MM BER HE RX 
RELA SR MM HAA 

FA BOG baa IT, AAAS SA i 重视 的 一 项 新 技术 。 但 关于 

光 动 力学 治疗 的 体 内 作用 机 理 。 还 有 不 少 问题 有 待 深 入 研究 。 为 了 深入 认识 机 

体 各 种 器 官 组 织 对 光 动 力学 作用 的 反应 ”本 文通 过 电镜 观察 了 正常 小 鼠 肾 上 腺 

光 动 力学 强 伤 坏死 的 发 生发 展 过 程 并 探讨 其 作用 机 理 。 

正常 雄性 六 工 互 小 鼠 经 腹腔 内 注射 扬州 血 中 咏 工 0mgk gh 24 小 时 ， 

Te THEA AA BORE RAM GER 23 smw/ ci’, 100 J 

Zoom), HRI, 8. 6, 12, 24. 48 小 时 分 别处 死 ， 每 批 3 只 ， 

肾上腺 组 织 经 百 pon8g 72 按 常 规 包 埋 ， 超 薄 切 片 作 电 镜 观 察 。 

肉眼 观 察 2 MRR Ema; 3 小 时 后 变 鲜 红 ; CARR, 

面 和 WBS; 工 2 小 时 后 更 肿 ， 深 障 红色 ， 质 地 变 脆 ; 2 4 小 时 后 变 深 

fm; 4 3 小 时 后 变 灰 障 紫红 色 或 灰 障 苍白 缺 血 ， 已 明显 坏死 。 

电镜 观察 正常 对 照 组 肾上腺 超人 微 结构 典型 如 一 般 文献 记载 ” 光 动 力学 处 理 

RIM, 皮质 和 链 质 的 实质 细胞 结构 良好， 但 血管 充血 ， 内 皮 细 胞 肿胀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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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ty ABT RR. 3 小 时 后 实质 细胞 结构 仍 基本 完好 ， 但 血管 内 皮 细 胞 多 已 肿胀 如 

aa Oyj BRA BE Ae, 64 时 后 大 部 分 实质 细
胞 仅 轻 度 退 变 而 许多 iE PS Be AB 

已 显著 退 变 固 缩 且 常 形成 宽大 的 断裂 只 12 小 时 后 许多 实质 细胞 虽 已 退 变 较 

BH, AAA 少 细胞 的 结构 保存 基本 完好
 ， 而 血 突 内 皮 Sey UY wee A 

ASH, 7AM DH SUR AE, 2 4 Avi GSE HRN HOT SE PY BE A BB 2S Pe 

退 变 或 坏死 。 《4 8 小 时 局 整个 肾上腺
 组 织 结构 芍 坏 ， 细胞 破坏 ， 许 多 坏死 细 

胸骨 解 成 碎片 ， 正 常 结构 完全 消失 

观察 结 录 表明 肾 上 腺 对 光 动 力学 作用 是 很 葵 感 的 。 在 其 损伤 过 程
 吊 血管 

内 皮 细 胞 发 生前 改变 明显 星 于 实 质 细胞 这 一 结果 与 我 们 以 往 对 小 鼠 皮 肤 和 脑 

以 及 人 膀胱 癌 光 动力 学 处 理 后 的 ak 结构 改变 所 见 非常 相似 ， 进一步 说 明 了 血 

管 损 伤 改 变 在 光 动 力学 治疗 体内 作用 机理 中 鸭 重要 意义 。 

X 线 、 紫 外 光 、 黑 光 、 激 光 对 血 趾 畔 

衡 生物 { 到 ID 产生 光敏 作用 的 研究 
i Ee ORHM 刘 永 志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肿 痪 研究 所 生化 室 北京 ) 

近年 来 应 用 HP D 加 激光 的 光 动 力 疗 法 (P DT ) 治疗 肿瘤 ， 在 临床 上 取 

得 八 大 的 进展 ， 册 于 激光 的 穿 透 组 织 能 力 有 限 ”因此 有 人 Wee PDT 治疗 中 

以 穿 透 力 强 的 KBAR WOE IRA 瘤 体 ， 以 提高 PD T 的 疗 数 。 PDT RMS 

灾 是 由于 HP 如 的 光敏 作用 ， 因 此 X 线 能 否 代替 激光 求 增强 P DT 的 疗效 ， 关 

we aa JET eX PD hie HP D 产 生 光 敏 效 应 的 PAE, LL XBR, 

6, Rot Bukoee 种 不 同 照射 源 照 射 结合 有 Y AP DC toh AED 

化 学 制药 厂 产品 )》 的 肝癌 细胞 ， 观 察 他 们 各 自 对 肝 瘤 细胞 弄 所 产 生 的 光 氧 化 作 

用 来 了 解 这 四 种 光源 对 Y HP D 所 产生 的 光敏 作用 。 
实验 组 ( 肝癌 细胞 + YH PD > Jat en CF eH Med 》 经 四 种 不 同 光 源 照 

射 后 均 测定 膜 脂 光 氧化 作用 产物 - - AOS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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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 激光 ( MA FR 料 激 光一 一 6 8 0 0A °) RHRRA-EBAR 

比 对 照 组 增 加 其 增加 百分率 随 激光 剂量 增加 而 增 。 当 插 射 剂量 为 2 8、5 3 及 

1 0 0 MEN IE MED RA Gy 27%, 62% Ri7%, 

C2) BRE CHRO, 2mw/ cl’, HWE 2 cm) 及 紫外 光 《 沪 光板 

W3650A°%, $B 15 cm ) 照 身 不 同时 间 后 其 两 二 醛 含量 均 比 相应 的 对 照 

组 增加 ， 在 光 略 时 间 为 0、20、3 0 分 钟 时 ， 丙 二 醛 含量 增加 AA 率 黑 光 

HM S4, 4% 68。9% 及 10 6。8%。 紫 外 光 分 别 为 6。 4%, 

51, 0O%R68, 4%, 
( 3 )》 经 不 同 剂量 ( 5, 10, 15, 20, 25, 30. 35R40GY) 

LA Sia RKB SH 基本 与 对 照 组 相同， 不 随和 线 照 射 剂量 的 增加 而 增加 

《 4) UR AREY A PDSHGAWAR AA WU XR 2G YY 剂量 照射 

及 黑光 3 OD RS, GRA XRRNWA AES B15 SHR CAE) ) 相 

同 。 不 随 YHPD 波 度 的 增加 而 变化 。 但 经 黑光 照射 的 其 两 二 醛 含 量 却 随 Y H 

PD 浓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 

UE GRY 无 论 是 黑光 激光、 紫外 光 在 本 实验 押 必 条 件 下 照射 结合 有 

YH BPD 的 肝癌 细胞 后 都 能 使 了 吾 PD 产 生 光 敏 作用 即 产 生 单 态 氧 致使 细胞 腊 

上 不 信和 奶 肪 酸 氧 化 因而 表现 出 丙 二 醛 含量 上 逢 而 经 又 线 照 丑 结合 有 YH P 
Day 肝癌 细胞 Foie FEIN AX BRR 照射 剂 量 或 加 大 YY 五 P Des HEE aI BEE 

BS BA Ps teh BE XA ABE EY H P D 产 生 光 敏 作 用 。 

ETA ee 6 TRY 

现状 与 展望 ( 摘要 ) 

北京 市 肿瘤 防治 研究 所 
临床 胃病 研究 室 Sik BAe 

本 文 介绍 7 9 8 6 年 4 月 3 0 月 在 月 本 东京 召开 光 动 力学 临床 应 用 国际 会 

WHR, 我 国 、 AK ”法 国 及 澳 大 刊 亚 等 报告 HT Lhe ABI 3 4 

fA 和 胃癌 了 8 (A, SPREHRREWA 癌 C 有 4 SRPeS T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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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3%， 进 展期 瘤 有 效率 分 别 为 4《 TI。 《及 5 3。 7%, 我 国 报告 治疗 资 站 

sath FI (ABR I。 8%、 各 家 使 用 光敏 药 驶 多 数 为 二 采用 复 离子 

AiR NWO, 光 能 量 2 0 0~3 00 JA cm。 

从 国内 引文 献 报告 与 本 记 五 年 水 9 SRA 多 

因 全 身 倩 况 不 能 手术 的 旱 痛 应 首选 本 法 ， 进 展期 瘤 本 法 适 于 病灶 局 限 者 ， 术 后 断 

ee, Re ee DT aE, TIA 品 HPD 的 疗效 差别 不 大 光 

能 量 过 杰 C< TO00JZem) 疗 改 益 W200~2 50 T7 cm HH, ME 

RR BM RA He, | 

两 种 国产 血 叶 啉 衍生 物 

光敏 作用 原初 反应 机 理 的 研 完 
WR RB MR KEL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物理 研究 所 北京) 
tinh RAE CH PD ) 作为 光敏 化 剂 治疗 癌症 已 取得 良好 效果 国产 扬 

Hotekme (YH PD 》 是 我 国 自 行 研制 的 第 二 代 忠 吹 类 光敏 药物 其 性 能 优 于 

美国 第 二 代 产 品 Pho to fr in 工 和 国内 第 一 代 产 品 北京 血 叶 吃 衍 生物 《 吕 

HP D ) ， 是 渤 今 性 能 最 好 前 路 吃 类 光敏 剂 。 BASHA, YH PDA BH: 
PD 均 有 产生 10 jE, Hie By YH PD ais BH PD 的 "02 

PRA, I Ay HP D 的 光敏 作用 ， 不 是 单一 的 TO ,的 作用 机 投 ， 可 能 还 

存 着 更 BAI A ED ee A PEA 机 制 。 
和 欲 阐 明 这 种 机 制 ， 关 键 的 问题 是 探 明 H PD 光敏 作用 原初 反应 的 特征 即 

除 产生 10 ;之 外 CPT RLS ER, RABE, UYH 
PDA BH PLANK MIE S R 近 代 技 术 研究 其 光敏 作用 的 RMB, HF 
MU US, BO tEAM, RIE EA, U Rae 
HEU JR 自由 其 机 制 的 转变 ， 为 解 积 YH PD thee rt EF BH P 了 提供 实 
验 依据 。 



ARAME 5 有 新 方法 ;包括 讽 定 IO sWESRRK, WO ?和 和 

- OHA 直 旋 捕 捉 技术 , 观 测 敏 化 剂 阴离子 自由 基 的 消 自 旋 和 自 旋 疹 所 方法 
得 究 7FYHbPD 和 BHPD 光 敏 反 应 原初 过 程 的 基本 特征 。 

实验 结果 指出 ， 从 两 种 国产 了 PD， 不 仅 都 观察 到 ”0 ?的 产生 ， 还 驳 浏 
， BO a, OHH PD -AST ABNF, BBW TARA REMRTE 

— AFRORTBRAWAGM Bt, RAT BRM SWiIER, 由 这 些 在 光敏 损 
| PPR RAE EAA HA EAA, Pith aH P Des em, 

并 不 是 单一 的 工 O ?的 作用 机 人 制 而 是 O 2 0, 。、. OHRH PD - 

等 活性 物质 的 允 Be A he st AA ds OL a a ALE 
转 萄 还 应 强调 指出 ， 通 过 比较 发 现 ”BH PD: 70 ?的 能 力 强 于 YHP 
D, 而 YH PD 产 生 0 ;和 .OH 的 作用 强 于 BI 艺 P D。 根据 临床 应 用 的 效果 
RVYHPDEFBHPD, Bk, RUH, 高 活性 的 。O 互 可 能 在 孔 P DI 
敏 投 伤 中 起 重要 作用 。 

竹 红 落 甲 素 光 敏 作用 的 原初 过 程 
1 . 产生 活性 氧 的 作用 及 其 
癌 非 氧 自 由 基 机 制 的 转变 

KAN MM BB MI EAR 
(中 国 科学 院 生 物 物 理 研究 所 北京) 

Wa Ra CHypocreltin A, PSH AD tA FAC 3 gH» 607 0 

MGM CHypoerelia bambushe Sace) 中 分 离 的 主要 砂 效 光 

C&S ATLMTED, WT PARKERS, AGRO BF 
RS TD, 

: FH A SH EAL, BBA, EM EE FW Rye 细胞 «BET 

O ?之 外 还 可 能 存在 着 其 他 膀 态 活性 OMRON ER ALR ES 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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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包 括 测定 1 O WE SRR WHO, M- OHM MARK, 

探测 困 离 子 自由 基 的 消 自 旋 方 法 ， 探 讨 了 其 光敏 作 订 的 RARE, UM 

HAS Jet 70 OLB, | 
HAH RZBAAEYDRTRARE ”可见 光照 射 光源 选用 卤 够 灯 ， 并 滤 挤 

ZAMAN; 使 用 Varin E -109 波谱 仪 进行 卫 S RB, 

1, 活性 氧 (“O 》? 0 , 和- OH fs Mz, , 

1 ) 10 ., HA JER Ii ieee © O » “SSRI, 
产生 一 种 稳定 的 氮 氧 自由 基 。 

0 

+. {~~ + H20 : a 
通过 测定 2， 2, 6, 6 -四 甲 基 w-N- _ 气 3 的 了 SR 信号 确定 “0 ， 
的 存在 ， 并 且 通 过 缺 氧 实验 ， 光 照 产生 的 与 对 照 的 2。 2, 6, 6m at 
-N-#E SRO H, AR” O, mM HR OR 
MAN aN 3 MERA PH 10 MH 影响 等 实 允 ”进一步 证 实 也 有 
光敏 作用 原初 过 程 产生 工 O ,的 作用 。 

2)。O ; W- OH, Ub keigizqHD MP 0 失手 HA 光敏 反应 原初 
过 程 产 生 的 O ， 及 由 lo 2 和 0 » 演变 产生 的 “ OH, ME SR 测定 的 了 

_MPO-O ,#IDMP O- OH iting Wy g 因 于 和 iatg a 2 BM 
O 2 和“。 0 H 的 存在 ， 并 通过 加 入 SO D 和 。0 五 消除 剂 进 一 步 确 证 它 人 9 
产生 。 

2、 由 活性 氧 产 生 向 非 所 自由 项 制 的 转变 。 
利用 测定 ”0 ? RHA 消 自 旅 相 结 合 的 方法 确定 这 一 转变 过 程 

A t i +HAS a. 

并 且 通 过 测定 2, 2, 6, 6-Y the N- Satie ahaa 
PIPES Sed, i 3 ili Seis tet} — See ti 14 ge, 

RT GRR A. HATTER Rte Rae Oo 2 ME,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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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产生 9 2 和 . O H 活 性 氧 的 作用 。 并 且 在 氧 应 尽 的 条 件 下 ， 由 活 竹 氧 产 生 问 

Jy Hat CHA” MHA 7) 作用 机 人 制 转变 HL, H A 的 光敏 作用 是 

“593、 9 2, OH 及 非 氧 自由 基 的 多 种 作用 机 制 

竹 红 菌 甲 素 光 人 敏 作用 的 原初 过 程 
FE .产生 HA- 和 了 "自由 基 的 作用 

徐 国 瑞 EAR BRR MEN KEN 

(中 国 科 学 院 生物 物理 研究 所 ”北京 ) 

wa PR CHypocrellin A， 简 称 有 也 A ) 属于 北齐 衍生 物 是 一 

一 种 脂 溶性 光 人 敏 剂 。 关 于 它 的 光敏 作 用 的 ROE, WRI, ERE THF 
活性 氧 的 作用 及 其 向 非 氧 自由 基 机 人 制 的 转变 ， 作 为 开 ， 本 文 探讨 了 H A 光 敏 作 
ARMS HA “和 HA ”阴阳 离子 自由 起 河 作用 ， 它 们 均 属 非 氧 自由 基 。 

1, HAPAHA AFA HE 
为 了 证 实在 缺 氧 条 件 下 H A 光 人 敏 作用 原初 过 程 产生 阴离子 自由 基 H A“ 的 

作用 ， 

HA HA ~+HAt 
h 1 

HA 

h 1 D is 
BRH A HA—--HA” 2D 

选用 消 自 旋 的 卫 SRA, WMMWHAMPAHA 的 作用 ”其 反应 式 为 ， 

| 和 请 大 + HA 

ee OH 
通过 卫 S R 测 定 2。 2, 6, 6 ~ 四 甲 基 咳 昱 ~N - 氧 基 稳 定 氨 氧 自由 基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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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浓 度 的 减少 ， 便 可 推断 出 HA 产生 HA -的 作用 。 
UOTE HR CN ，) 的 DM SO 溶液 中 进行 HA MERI, 0 x 

10 *M; 2, 2, 6, 6 —Q Pitches — N -S AK BE 2, 6x 10 

M; FG ORES HEI, 0 x 10° °M, —Ait mein AIR, B 
AREA MARA, FR, WK 加 入 也 A， 都 没 观察 到 消 自 旋 

实验 结果 指出 ， 随 着 光照 时 间 的 增长 。 稳 定 握 氧 自由 基 的 波 度 减 劣 FS 
指数 衰减 ， 加 还 原 剂 的 衰减 更 快 。 这 意味 着 产生 HA -的 量 随 光照 时 间 而 增 
加 加 入 还 原 蛮 ”由 于 提供 了 更 多 的 电子 ， 了 HA 产 额 增加 更 多 。 以 上 上 结果 玫 
明 ， 互 A 光敏 作用 RONE. CRAAET, WEPYETH A> BB Fee. 

2、HA 产 生 HA 阴离子 自由 基 的 作用 

3 

h | . “3 + 
H A—-—~—~H A———— HA’ +HA’° 

在 HA 光敏 作 用 原初 过 程 产生 HA 因 离 子 自 直 基 的 同 时， 也 产生 于 a roe 
基 AMME SR 测定 ， 确 实 观 测 到 HA * py HE, 

在 DM SO 市 实验 HA 十 展 现 出 非 等 强度 的 2 cRNA BIN ESR 
谱 线 ， 这 种 分 裂 均 水 自 等 价 和 非 等 价 的 质子 分 裂 ，_g 因子 为 2, 0028, # 
命 相当 长 ”是 一 种 长 寿命 自由 基 
«ER AMM E S 有 方法， 观测 到 HA ea WE Sich, SL BL ES 
sage i 2 4B Gi ADB ES RS, BH A’ 8 FE, RR, HA 和 
HA "RAPA, E47 7HE, AW EF Bt GARE, i 2 «He BH EB S 
ROSES, BE MEST HA 的 产生 。 若 加 入 K | S= Be Ie A, 
HA *# SR 信号 消失 ， 这 证 实 也 A “是 由 3 HA % Fe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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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红 菌 乙 素 光敏 氧化 四 甲 基 

BH ER AB Se DY. BA OT FE 
ESR BMWS 

中 国 科学 院 感光 化 学 研究 所 北京 

竹 红 菌 是 我 国 特有 的 一 种 寄 符 真 殴 ”其 有 效 成 份 一 一 俐 红 菌 素 配合 可 见 光 
对 治疗 某 些 恬 难 皮肤 病 如 妇女 外 了 胃 和 白 色 病 变 。 wea BTS IPL 
别 是 最 近 蕉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肺 瘤 研究 万 在 药理 方面 ， 通 过 S 1 8 onsale 

A OEE RE, Pre RO A Sd BS ams BN 功能 ， 并 与 血 叶 虹 的 光疗 机 
aR, ONL HB ) 是 人 竹 红 菌 中 一 种 主要 的 光敏 有 效 成 分 ， 其 结 
构 为 ， 

ATT Mt A LEVER AE, AYER RTABLRWED 

 ~*RAASEA, RNRBGFN, N-1, 3-H RGN, N 

-1, 3-2 weg, UH B 为 敏 化 剂 的 光敏 氧化 反应 不 进行 ”而 嗓 叭 

类 硫 基 的 光敏 氧 化 反应 可 以 进行 。 我 们 以 四 AE BR RBC TM YA ) 作为 生 

WBE RM 合 物 ， 对 此 进行 了 详细 的 研究 ”并 得 到 与 其 他 工作 者 用 别 的 & 
” 化 剂 进 行 光敏 氧化 反应 不 局 的 结果 《2、 3 ). 

FAGAN PRM, UH B 为 敏 化 剂 ， 用 大 于 4 7 0 ambi 光 进 行 光 

” 般 沈 缩 反 应 液 。 通过 落 层 分 离 ， 可 得 三 个 主要 产物 HARE TH yw 化 学 

结构 。 

as 
° at 3 

cH a H6 ov aby 0 Mads 

jk aero es 1 eel: cost 了 iis 
Yo ° CHs 

> Alonm 0 AN 
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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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循环 伏 安 法 测 出 卫 TM UA ATMUA= +0, 840¢V 

PH BAHB-= -0. 545V， 在 氧 亿 和 的 溶液 中 卫 。 ?人 o3= 
-~- 0， 335V (UMMA cl 为 参 比 电极 )，H B 的 三 线 态 能 量 估计 在 全 

keca LA 有 - x55 wy ag © 4 
Sone TMUA———>T MUA + +HBO 

HB +O, Sa AD BitiOhy 

这 两 个 过 程 AG < 0， 说 明 在 反应 体系 中 能 产生 9 7s 

菠 灭 实验 也 得 到 同样 结论 。 wi mas ara sex) DAB CO C1. 4 二 氢 
代 二 环 [ 2, 2 2 ] 辛 烷 )， 丁 硫 醚 和 - OHM 钴 灭 剂 乙醇 和 蜡 丙 醇 不 ARE 
应 ， 而 游离 2 BER ANDA (对 亚 硝 基 -~ N、N -二 甲 基 苯胺 )。， 迎 灭 反应 。 

由 此 可 以 证 明 互 了 光敏 氧化 TM UA 的 反应 是 Be AH B 产 生 O ? 
然后 0 ?对 TMUA 作 用 生成 产物 

生物 磊 基 另 一 模型 化 合 物 一 一 路 辜 因 的 光敏 氧化 反应 正在 研 客 FFF Ei. 

定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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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 _ NMR 技术 研究 PhotofrinI 

对 DNA 的 光敏 损伤 
Be mB 

(中 国 科 学 院 生物 物理 所 ) 

搞 要 

本 工作 用 3 工 P 核 磁 愉 插 (NMR ) 技 术 研 究 D NA 分 子 在 与 光敏 药物 结 

ANE? 所 引起 的 构象 变化 ”大量 报 导 指 出 ，D NA 的 ” 工 P NM R 共 振 峰 的 
化 学 位 移 利 反映 了 DN A 分 子 构 条 。 而 N MR 共 振幅 9 EE RED NA 分 子 

与 药物 结合 的 多 穿 和 分 子 运 动 的 状况 。 

TRADE WRDNABYMRGEAATES 0 0 b。 p 以 下 。 光 级 药 

Wie Aka Photofrinl (RBH), KBGRPH7, 6, 

4SDNAWMWMAPhotofrinlk, DNAWNMRRBFHEO 25 

P PM 的 高 场 位 移 共振 屹 线 宽 由 单独 DN A 分 了 129. 4Hg 增 至 1 60.6 

H g。 当 用 一 定 能 量 的 白光 照射 药物 ~- DN A 复 合 物 ，D NA 共振 峰 继 续 向 高 声 
位 移 (0. 24PPM), Hise HKBE TRA 02, 2Hg。 

1X FE] RA SB Hi FAWRAD NA 分 子 ， 引 十 D NAAFRRRHAR 
RR, AF PRRL ERMA 转角 均 发 生 改 变 ， 同 时 也 由 于 药 yy 结合 使 整个 
药物 -~ DNA 和 分 子 在 落 液 中 前 整体 运动 速度 减 慢 ， 致 使 峰 宽 增加 。 

光照 后 的 现象 醒 示 光 照 促进 药物 对 D NA 分 子 的 解 旋 作 局 ” 便 D NA 构象 进 

一 步 改变 ARATE LMARLRR— BR GRAS SOREN, BIA 

/) HE DN AAT, MRTAFEARE, Wie ee, 
uC, sé RRR HT Photofrin 工 对 DNA 分 子 的 作用 DNA 

分 子 的 损伤 加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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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 照射 穴位 治疗 动物 腹泻 症 的 机 娃 
zx # 

(河北 农业 大 学 “动物 生化 室 ) 

近 几 年 来 ， 应 用 CO ;激光 生 一 一 Ne 激光 照射 动 狗 穴 位 治疗 动 狐 

CB, BARS) MISE, FUE, TTR, BEN, HFA, 
有 关 的 研究 人 员 正在 以 机 体 、 细 胞 和 分 子 水 平 研 究 并 探讨 激光 照射 穴位 落 疗 

动物 腹 汽 症 的 机 理 。 7 

用 CO , BOECA= 106 000A RHI Y CP) RUA aD 

Mia AB KEN SPAR ARUKERSNW2 8, 874 6 8H, 

Railay 4 8 AT DMG A 3 1, 0045, 33% CP<0, 05), 

了 于 蛋白 电 泳 值 在 照射 前 为 4 3。 4748, 31%, RSVR, 4 8 小 阿 轨 
现 峰值 为 48。 了 IT 1t7, 91%C P<0, 05), AW, SAWS 
In, ATT ADL ARS 免疫 机 能 增强 。 

用 CO ,激光 和 再 e 一 一 N e 激光 照 身 动 物 穴 位 ， 经 一 个 疗 垦 后 ， BR 
500) rea MS 功能 增强 。 AF A BRC RNA ) 和 脱氧 核 糖 核酸 CD 
NA ID) 的 含量 明显 增加 

用 He 一 一 N e 激 光 ( 入 = 63 28A) FT it, 可 Peg ays wa) 
信 有 和 镇 痛 解 总 作用 。 ME RETE 1G ESE PT) Sk IN WO SRG he AG 
制作 用 ， 证 明 激光 MUG TS St FE ARSE WS mie BE RTE Bang 结果 。 

本 文 还 探讨 了 激光 照 身 动 欧 穴 位 对 动 攻 Fa WE Spo Seas ad DS 
TERA DE ENG FF oh Hy SE 上 的 意义 。 ees BATE FRAT FUE IF BO Bt 
REVERT PF RE, 



IL PP Bek AS Joe AA BY De IE TE HS OFF 
李 路 x 严 学 明 

(中 国 科技 大 学 BHPY AFF) 

血路 哄 及 血 中 虹 衍 生物 因 在 肺 瘤 细 胞 中 有 集聚 作用 和 光敏 作用 。 已 作为 一 种 

oy tue MAT IR, IS 质 体 作 为 一 种 “定向 导弹 ?”， 符 别 是 用 于 癌症 的 治疗 ， 

已 引起 了 重视 。 

FF Bin bh REA HS ANT 癌 组 AY 定位 能 力 大 于 未 和 脂 质 体 结合 的 血 中 

Wik AIMS 光 光 谱 研 究 了 血路 啼 结 合 5 脂 质 体 与 血路 腾 的 差别 ， 并 比较 了 二 者 
前 稳定 性 和 产生 单 态 BE 能力， 

实验 
5908 LE BS STA th oboe ey PB SRMwMRMA, RH, 同时 ， 

用 PB S 弘 冲 液 配 制 相应 浓度 的 血 中 号 水 溶 流 

— RII Sil sb bk SIE SETS Aes= 405 nm 

i ee as fy 2 jz 

Re Ri ok & 

BK | 
实 线 为 脂 质 体 GOGH «= RRR MIE I 

Z 血路 虹 波 度 为 400pPm 2 dha hnikHe BEX 50 0p pm 3 tio WARE EE2y*80 Oppm 

从 上 图 可 看 出 . 血 叶 螨 与 脂 质 体 结合 后 ， 44 abet BEAD, 6 2 3 n mi& 

“通讯 联系 人 Cee: 合肥 中 国 科大 研究 生 公 寅 60 28) 



bd 

红 移 到 6 2 6 am, I pops Ke HIE PHD 6 7 7 1 mike = 690 

nm, IOWA, 其 P BS wR RARE, BIR TAA 

因而 且 中 嘛 脂 质 体 的 发 身 峰 在 一 定 的 范围 内 增加 ， 只 是 6 3 3 om Ke AY 

6 9 2nme MBH SHA: 

ao ho mm iss HO Pm 

29 4 bos foo PP 

mi poy BE st f+ Bj YEBE 

6 3 3 aam 随 浓度 的 改变 6 9 2 nm pase By BE 

二 ”稳定 性 研究 
lite} mk IR BUG 状态 下 室 温 放置 ， 其 菊 光 强 度 逐 渐 减 弱 ， 且 5 82 om 

峰 逐 渐 增 强 ART NPS Caichme iy), coe RA Siiobo eR, RIE 
强度 减弱 RAR, th MAT RY 峰 出 现 。 说 明 At oh RES SY a EE ean oh mp Ze P 
B 5 中 的 大 。 

= BARE 解法 测 单 BEER, 3 
SRS AT AH Hy ie oho AS HA RASA RA FE PB SH ay ah apap, 
ih la IRAN 仅 对 ee RAH, MWARBSE, MASSER 

SEF sinh op7k MR, ALG ASR ARE WER a oh es AG BA LR BE 

的 。 

参考 文献 

1, Bejamin Eurenbery, et al; Photochem Pho t- 

SOrioe 22°48 ),° 59's s 

2 Johan Moan; Photochem Photobial. 39¢€ 4), 

FS) 8°64: 



35, Bit Se, AMHR 2012198 6, 

4 D. A, Tyrrel& ek al Biochim Biophys Acta, 

452 1976 

5 Francis Szokaj, et al; Biioéhiim |. Biophys, 

Acta. 601, 1980, 

不 同 血 路 啉 和 细胞 腊 

结合 能 力 的 研 宫 
” 严 学 明 李 路 x 

(中 国 科技 大 学 结构 中 心 ”合肥 ) 

应 路 昱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抗 瘤 光 敏 药物 ”血路 虹 注 和 人体 后 ， 多 聚集 于 瘤 细 胞 ， 
当 用 6 3 2 na 波长 的 激光 照射 时 ， 发 生 光 动力 反应 ， 产 生 单 线 态 氧 ， AHS 

SEPA, 杀伤 癌 细 胸 。 | 
fin shoes Dus FEA Pa MA eRe, TE EAE EE Pa A BG, eT 

法 有 多 种 已 采用 ; 二 是 血 叶 中 分 子 与 癌 细 议 的 亲 合 能 力 。 

已 发 现 血路 呈 的 分 子 结 攀 与 细胞 膜 的 结合 能 力 有 很 大 关系 ， 它 先 与 膜 表面 

Sh, UR A He Aa, Moho OSE POA A oh op SHR ei 

BHA WA 同 。 

Feit] OSs Bele AAS a UR, BRR SOG I, We BAS Mlaial ws 5s 

ARES 25 BE FI, 

BRR EAB RRRS LV, sobyp AP B S 组 冲 液 配制 。 

从 荧光 光谱 发 现 。 血 叶 啼 与 脂 质 体 结合 后 其 荧光 发 射 峰 发 生 位 移 。 



了 号 样品 在 脂 质 体 中 的 发 射 光谱 
入 ex= 40 50m 

Cae SUE ze P BS oki He ea D 

tet IHEES 3 p pm | 

ISA. 1Omeg/m 1, 

boo 网 Tee 

RS GR BES IR RURIKE, Iaeb eee, DH, 离子 强度 等 因素 有 关 。 

gig ME BEA 2m g/m 1， 血 中 昱 法 度 25 ppm, KE RFALop mR 

与 脂 质 体 结 A SOCIGS, PHA 6, 5、 84F meh OATS Gee, 
MH2 0m in, 63( 

样品 183 艾 光 光谱 图 

虚线 为 水 溶液 

61 4nmeBi 6 3 1, HA 

fie Bes 55a obs BAA, 

五 逢 样 品 中 APA 种 血 ok we Sue 

bop 200 质 体 作 用 2 Om in 后 6 14 



GELS, NARS RRA, 
dit ob aie He BEEK PK Tilak FSW PNY SEITE Ny FLO, 

I I i 

F/F PH6, 5 yi 3 i 29% ee 
* PH 0, 85 pee Pry 

FF RRMA RAW RALA, TUAW, BRM FF 

AFHRBE, i AIA ELEM, 

dit BEAR A PAY Miah OR EAS BA AK IK BEY 荧光 强度 ， 找 出 与 脂 质 

Hes SHEA RG uinob a 7, 1 它 在 AR LN PAR RR, 

人 参考 文献 

I Benjamin Eurenberg, Zui Malik cmd Yesha- 

yahu Nitzan; Photochem Photobiol,bit4) , 

(1985), 
2, Rimona Margalit and Smadar Cohen, 

Biochim , Biophys Acta 736 | (1983), 

™” 

Daniel Braulf , Christino Vever-Bizet and 

Traug Le Doan Biochim Biophys Acta. 857 

C1986) 

Johan Moan 
an 

, Photohem Photohiol 43(€ 6)(€1986),: 

56、 林 育 松 等 。 应 用 化 学 5(I)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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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物 化 因素 对 甲 素 致 化 的 

乙酰 胆 碱 酯 酶 无 敏 失 活 的 影响 
孙 继 山 “ 程 龙 生 

(HARA we BARR 北京 ) 

Fp IRE Fh, BS eS al, A OTE WR Lag FER 

文 是 研究 某 些 匆 化 因素 mintewye, PH, 温度 、 光 强 SRK AME 

等 对 甲 素 致 级 的 乙 陀 胆 碱 酯 醒 CA e h 卫 ) 光敏 失 活 的 影响 以 及 失 活 机 制 的 初 

SR, SSE, 甲 素 有 以 PZ Ay Of Mb BH, FE 

40 0 一 60 0 am 范围 内 均 有 艾 强 作用 。@ BK Ee ie he PATROL, 

在 PH 5 - 7 范围 内 ， 光 失 活 速 空 与 所 离子 浓度 呈正 相关 线性 关系 。 名 光 矢 尖 

速率 与 光 强 的 ! ， 3 次 方 成 正比 。 此 外 ， 升 高 温度 甲 素 作 用 增强 BAA re 

en ius 图 计算 Ach 卫 失 活化 能 为 2 6, 3k j/mo l, Ac hEWKE 

速率 与 甲 素 浓度 平方 根 成 正 比 ” 在 氧气 中 甲 率 作用 上 比 空气 中 强 。 荐 灭 试 验 表明 : 

A ch EM 26: 238 BB 10 ;引起 的 ， 兰 自由 基 和 超 氧 阴离子 自 南 蕉 对 

BRIG BA ER, 

Py 20 bad FA 20 a 8 

Je ae tal 1h YY) EE 
孙 继 山 Bik 程 龙 生 

(中 科 院 生物 物理 研究 所 北京 ) 

本 文 使 用 S O S—— Fapave BEDRBE Bera IRA DkvE TH] 电子 显微镜 方法 研究 
T 20 BFA ext 膜 骨架 蛋白 的 光敏 损伤 ， 结 果 表 明 。 即使 在 较 低 浓度 移 AR TE 
AT, RE SHEAR, BATRA OMB PPR RRR SM 
增加 ”光照 初期 ， RAL 化 形 RO 二 硫 键 对 交 联 贡献 较 大 ， 但 光照 后 期 非 二 三 

57 



键 共 价 键 也 参与 交 联 。 膜 结合 收缩 蛋白 比 游离 收 REA RRSP, NR 
最 敏感 的 是 条 带 ( 4。 ITI+L4、2 ) 其 次 是 带 4。 6, 带 (I+2)， 带 (7) 

#C8), #6), #C 3), BAMRRA. 封闭 血 影 比 血 球 容易 发 生 光 敏 

RB WEA MVREHA MVR, PRI RE AN 作用 大 于 胶 质 大 白 。 在 

相同 甲 素 浓度 下 ， 低 比 容 血 影 ( 或 血球 ) 比 高 比 容 血 影 ( 或 血球 ) 容易 发 生 光 和 给 

Rix, 

Ay 20 al FP ae BE it a OB ESE 
tk 健 程 龙 生 

北京 ”中国 科学 院 生物 物理 所 
A BR CHypocrellin ) 是 从 我 国 一 种 寄生 真菌 (Hypoecr- 

ella Lam Lusae Saec ) PRR, BTR RK 3 

Ei, BITE SES Be Sry As PSS ERA WSR 已 做 了 大 ALE, 

EMU, RNMAT AANA FRAC N-¢€ 9-Anthroy io- 

xy)fatty acidsJMLRTFRER ARE, UPRAANPAMRRAE ' 

Hn ARMA PEARS RAWHAFAR 我们 应 用 了 四 利 膜 形态 。 ZL ) 完整 

红细胞 膜 。 2 ) 去 掉 部 分 骨架 蛋白 的 SHIR, 3 ) 红 纪 胞 膜 类 脂 形 成 的 脂 质 你 

4 ) 单一 磷脂 形成 的 脂 质 体 。 

A—GigC@ DPPCYDPPE, 0, Smm)PHAC 0. 3mM) FE 

Fan, BGM ie SBE 为 剧烈 ， 红 细胞膜 类 跨 《 0。 5 mM DFE Res 脂 质 
体 次 之 完整 红 细 跑 膜 在 AKC 0, O5mM, 0, ImM, 0, 2mMIFE 

下 光照 时 ， 首先 是 偏振 度 增 加 ， 随 车 照 晶 峙 间 拘 增长 偏振 度 又 星 下 降 驳 劳 。 去 

ik aa AS Bi SARE ABET MH BAH ELRABRA BRAHA 

FEPRASANLRABCRA ”说明 在 再 AS BS BRAAKHA PS, FRE 

5 8 



白 与 类 脂 有 相互 影响 ， 对 荧光 偏振 度 的 变化 ”也 就 是 膜 流动 性 变化 ， 起 着 相当 

重要 的 作用 。 | ae 

加 入 脂 深 性 保护 剂 了 卫 和 水 深 人 性 保护 齐 BH Ti, HA 3] ese i SE. "4 
BBB, WMH AP iy 70.5, Osh OH A ep ace Meat ae eR 
程 可 能 在 脂 相 和 水 相 均 有 作用 。 en ae 

| 名 SE 

0 9 



UV 一 N 光 量子 的 生物 学 效应 

治疗 银 居 病 机 制 研 究 
黄 孟 才 6 Mu 

苏州 大 学 

除了 高 频率 、 高 强度 的 超声 场 以 外 ， 不 采用 任何 药物 治疗 牛皮 鸭 “ 

(Psoriasis) 之 类 的 皮肤 病 的 有 关 报 道 至 今 尚 未 见 发 表 ， 因 此 探讨 有 关 光 

量子 来 而 引起 的 光 生 物 效 应 的 基本 因子 是 很 有 价值 的 。 

牛皮 的 特征 是 表皮 细胞 周期 短 ，D NA 合成 速度 快 。 为 了 使 D N A 的 合成 

受到 抑制 ， 从 而 促使 表皮 细胞 的 病理 性 分 裂 周 期 减 慢 来 达到 皮疹 消退 。 虽 然 人 们 

采用 了 了 UY 一 A 光 化 学 疗法 对 牛皮 将 治疗 获得 了 实际 的 、 令 人 满意 的 疗效 ， 但 其 

治疗 机 制 尚 不 完善 。 鉴 于 这 一 问题 ， 本 文 试图 探讨 以 特 定 波长 和 特定 能 量 密度 的 

U V 一 光量 子 束 对 牛皮 痊 表皮 细胞 D NA 的 作用 所 引起 的 量子 生物 学 效应 。 

(一 ) meme = RA EM 

紫外 光 的 作用 使 D NA 中 含有 的 EMRE WRE RATE, EAA A mene = 

FAH, HREM 聚 体 是 特别 重要 的 ， 因 为 它 将 直 苞 抑制 D NA 的 功能 ， 它 与 

生物 体 作 用 之 同 的 关系 十 分 密切 。 

fig BR Me = 聚 体 的 形成 在 波长 为 280 nm 处 (UV 一 B 段 ) 的 光照 射 时 效 

率 最 高 ， 而 在 波长 为 2 4 0nm 处 (UVY 一 C 段 ) 的 紫外 线 照 射 下 却 又 分 解 成 原 

来 的 单 体 ， 即 ， 本 

SMe cache Tans hy Ti yy! ee 
Zee 6C 24onm 

we wes A \ AA | 4s, 
、 H H CHy CHs 

Y Papen ot it Hs IR = a 
Ct 4-H) 

6 0 



这 就 是 说 ，DNA 在 280wm 波 长 的 紫外 线 照 射 下 失 活 ， 而 在 波长 为 

24 0 nm 照射 下 活性 恢复 。 考 虑 胸腺 喀 啶 = 聚 体 作为 一 个 共 罗 体 系 ， 根 据 分 子 

轨道 微 扰 理论 可 计算 得 胸腺 喀 院 生成 = 聚 体 的 非 定 域 能 为 0。7 «018 

C16, 20Kea1lmo 1!)， 这 即 可 作为 = 聚 体 生 成 能 的 捧 度 AB, 

对 于 胸腺 喀 啶 = 聚 体 的 形成 可 归纳 成 以 下 四 点 : 

1 由 于 光量 子 辐射 ， 胸腺 喀 喧 分子 被 激发 ， 激 发 一 个 电子 ， 生 成 两 个 不 成 

对 电子 。 鉴 于 不 成 对 电子 的 分 布 ， 使 5、 6 碳 一 碳 键 的 工 电子 密度 增 天 ， 促 使 亲 
电 反 应 加 速 而 导致 二 聚 体 的 生成 

2 ) 由 于 胸腺 喀 啶 受 光量 子 辐 照 ， 从 基点 到 激发 单 重点 时 ， BR RR 

发 三 重点 ， 使 5 。 6 双 键 的 工 电 子 键 及 显 著 减 小 (如 图 )。 作 为 双 键 尺度 的 工 电 

Fit ROD BASE ROA, TU, MRR AN BRE REA 

4) 

0.780 ] 9.9! 0697 

— i 205° af 0.316 YN 5267 

0399 2° 208 PPPOE ee, 
¢ PAD S19) aN cal 0.774 on 

0.392 0375 

3 ) TE Doig WR meme — Fe Ok A AE AR BEE ch OE BR AOE 年 戌 
READ TE, — FRA TEM SE ERR RS EE A — BE, 

4 ) MRORAWERSRAD AK, 胸腺 喀 喧 二 聚 体 的 构 型 是 以 顺 式 5 头 
一 头 ) 结构 最 容易 生成 。 因 为 它 的 稳定 能 相对 同类 异 构 体 要 高 。 

(=) UV 一 N 光 量子 的 生物 学 效应 

UY 一 N 光 具有 特定 波长 的 光量 子 密度 的 特征 。 eu v—" ee 
HFRARTHRRRRGATEVAFT RAG ERER, ATFS1BES 
Ai: My HE FDS 2 

目 前 我 国 广 泛 采 用 的 光谱 波长 峰值 为 3 6 5 nm A EXT PAS bo EE 
BP, AF MGT BRD HE 3 6 5 om 处 的 量子 密度 较 小 ， 即 黑光 灯 的 辐 
HALRB, MWR PR BS RGR in se EB HC 8 一 M O PRA 

6 1 



FE 3 号 ) 之 类 的 药物 吸收 光 能 后 传递 给 邻近 的 生物 分 子 ， 增 强 其 对 光 能 的 反应 力 ，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光敏 化 效应 。 

采用 波长 为 3 6 5 nm 的 长 波 紫 外 线 (UY 一 N ID) 去 照射 内 服 8 一 MOP 

(或 白芷 3 号 ) 的 牛皮 将 串 者， 结果 发 现 光敏 药物 吸收 UY 一 光 能 后 与 细胞 内 

DNA 上 的 胸腺 喀 啶 (T ) 产 生 光 敏 化 反应 ， 冰 在 (T OW 5, 6 双 键 位 与 光敏 

药物 的 相应 键 位 发 生 共 价 键 结合 而 形成 逆 平 行 的 披 此 缠 在 一 起 的 D NA 双 螺旋 。 

由 于 D NA 两 条 单 键 不 能 及 时 分 离 ， 故 使 D NA 复制 受到 抑制 《如 图 一 ) 

<S (b) DNA SA MERA 

(图 -) ELE DUKE RA (36504) Ap Hh) DNA AR ALPE. 

PUTY 一 A 光 化 学 疗法 指出 ， “只 有 光敏 剂 驳 质 和 UT 一 A 两 种 因素 加 在 
一 起 时 才能 使 D NA 受到 抑制 ， 两 者 缺 一 则 无 抑制 作用 ” 。 对 于 这 一 机 制 ， 有 
必要 进一步 探讨 。 光 敏 剂 之 类 的 物质 仅仅 充当 能 量 的 传递 者 ， 而 不 直接 参加 光 
敏 化 反应 。 这 就 是 说 ， 黑 光 的 特征 光谱 及 其 光 能 密度 均 未 符合 被 照射 的 物质 分 子 
内 某 基 团 需 吸收 光 能 的 要 求 ， 而 必须 借助 于 光敏 剂 的 物质 来 增加 对 光 能 的 吸收 。 
所 以 如 果 我 们 选取 一 特定 波长 的 UT 一 N 交 量子 来 效 具 有 足够 的 光 能 密度 He 
生物 分 子 〈 如 ;牛皮 兽 表 皮 细 胞 ) ， 当 吸收 一 定量 的 光 能 时 ， 将 引起 表皮 细胞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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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e oo oS 和 喀 喧 碱 基 之 辐 连接 的 所 键 ( 如 0…H 一 N，N 一 H…N ) 部 分 发 而 

有 裂 的 可 能 《如 图 二 )， 在 UV 一 N 光 重子 来 罚 射 下 使 D NA 内 侧 的 了 一 人 ，G: 

同 过 接 的 氢 键 发 生 断 裂 的 强 相互 作用 。 

UV 一 M 

hv 

O 
H Peed k taf op=。 

H 一 6 一 H q gece (4544/4 \ Nag” | | C7 » yas. a / « 
ply a ae 和 eee (1.3 $¥ /% RD \ oe uf fem 

i ‘o H~ oe . | ee \ ral ae 

| H 

T-A 5C—y 
0 a a : FRR — BR "4 : 

0 

UV 一 NM 

| 
| 
C A H ae 
5 ~~ pee me N-H---- — ¢ 
| ae 从 人 \ ; | Ga CC 
| Nan 六 f : | C mF “6 CL Bri: 人 A 
oO R eros 4 

< 一 6 
eens Rese 9 — HR 

(图 =) UV-N #8 33 % ONAL RO. MBF 

HHP RTT NRAA THD EEE ROT NIE RK, HB 
于 辐射 场 的 强度 。 还 依赖 于 生物 分 子 的 特征 以 及 它们 与 相 邻 分 子 的 相互 作用 。 

UV 一 N 光 量子 辐 照 牛皮 输 的 特 征 是 不 使 用 任何 光敏 剂 药物 单 用 U V—N 

光量 子 染 辐 照 ， 使 牛皮 思 表 皮 细胞 内 D NA 上 的 胸腺 喀 喀 CT ) Be Re CA 
BRI MDE CC) 与 鸟 呀 路 ( G ) 之 同 连 接 起 来 的 氢 键 受 到 UT 一 N 光 能 的 强 条 
作用 而 发 生 断 裂 ， 由 此 而 抑 制 表皮 细胞 的 增生 和 DNA 的 合成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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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论 

UTY 一 N 光 源 的 产生 是 从 PUY 一 A 光 化 学 疗法 进化 而 来 的 ， 它 克服 了 了 UY 

一 人 光化学 治疗 过 程 中 由 于 病员 内 服 光敏 剂 药物 对 人 体 造 血 机 构 的 付 作 用 。 本 文 从 

物理 学 和 分 子 生 物 学 的 相互 作用 出 发 ， 设 计 了 一 种 具有 特定 波长 和 特定 光 能 密度 的 

UY 一 N 光 量 辐 照 系统 ， 其 辐射 场 的 光 能 密度 约 为 黑光 灯 的 1000 0 倍 。 该 体系 

经 过 全 国 几 十 家 医疗 单位 的 临床 试验 疗效 显著 ， 或 在 整个 疗程 中 ， 对 趾 者 做 了 血 相 、 

尿 常 规 。 肝 功 能 等 检查 ， 至 今 尚未 发 现 异 常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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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by the Technotogy of UV-N Photon Quantum 

Huang Men-cai Yang Li 

¢ Suzhou University ) 

ABSTRACT 

UV-N photon quantum is specific thereapy technology for Curing 

Psoriasis without any photoactive medicament. Specific wavelength of 

photon quantum beam is chesn. According to biological effect of 

photon quantum to radiate focus of Psoriasis to toproliferate cell 

of psoriasis position and reduced velocity of DNA synthesis, improve 

normal suppersession function of human body to achieve Curing Object. 

Due to without any photoactive medicaments. This therapy eliminate 

chemical medicaments cause by-effect during treatment processing 

without any unpleasant to patients. 

Since 1979 passing 950 medical record -clincal observing 

effieiency up 98.2396 and proving this modus is useful new therapy 

for Curing Psoriasis. Obvious features are high curative effect, 

quickacting, treament convenience, operating simplicity, in especial, 

without any photoactive medicaments, This therapy technology ‘ 

optimum treatment for Curing Psoriasis at international currently, 

Key words, Psoriasis; Photon Quantum; 

Photobiological; photosensitized effect; 

Photosensitized reaction. 



正常 人 和 肿瘤 患者 尿 液 的 光 声 光谱 研 完 
Aw Ret EH 钟 权 

CHMAF) 

吴 万 春 
(ANE FRERRAD 

7) ww 引 言 

。 光 声 光谱 技术 (C Phot cecoustic sPetrose oP?) 是 近 几 年 发 展 起 来 的 

新 的 检测 技术 。 它 通过 检测 光 声 效应 、 研 究 物质 的 豚 收 仁 质 。 谨 谓 光 声效 应 ， 实 
质 上 荔 是 调制 光 能 转变 成 热能 。 热 能 又 转变 成 声 能 的 过 程 。 当 一 束 强 度 以 频率 / 
请 制 的 光 惠 ，T: 科 ,(ltcesvot) 照射 到 一 个 密闭 的 光 声 池 赴 的 药 质 上 时 。 物 
RAF RBH. Mi AGM Fw a REA Ih Eales 部 分 或 全 部 地 转变 成 热能 。 由 
于 光 强 是 调制 的 。 故 RA A A BO he 因而 在 祥 品 中 产生 了 交 变 热源 。 
BRR, SRS HRN RM, 样品 因 豚 收 交 能 而 产生 一周 
iE AEA MMO te 于 是 产生 了 频 军 为 / 的 声波 。 这 个 声波 夫 一 个 
高 灵 答 的 币 音 器 检 温 “这 就 是 光 声 信和 号。 它 反 评 了 物质 的 看 收尾 质 和 总 学 性 质 [了 

光 声 光谱 技术 不 但 具有 一 般 吸 收 光谱 技术 的 共同 等 皮 。 而 且 还 具有 独特 的 优 
hie 它 可 以 测量 高 反射 BA. BRAKE, RARER. BPE 
不 需 经 过 复杂 的 预 处 理 。 记 以 。 它 对 生物 组 织 和 生物 体 流 的 研究 具有 很 大 的 优越 
Hg 而 且 可 以 还 速 而 准确 地 提供 从 紫外 到 可 见 芭 的 鹃 收入 息 。 光 声 光谱 靶 术 正在 
生物 、 医 学 的 研究 中 发 挥 越 来 越 广泛 的 作用 。 由 于 它 能 得 到 传统 光谱 方法 较 难 得 
到 的 物质 信息 。 所 以 。 它 正成 为 生物 研究 。 医 学 临床 诊断 的 有 力 工具 。 由 于 尿 波 
是 人 体 各 种 代谢 如 蛋白 质 代谢 。 核 酸 代谢 的 主要 产物 。 它 是 由 血液 通过 肾脏 而 生 
RE» RAR BA DEE HH, WR Heo LAR MOPED Be Oy FR Be tA HES AR A 
ae HOE. A MeaE ig AS Te, TA ER RK EH 
到 体现 。 ERS ESE, ATE BURT 屎 波 的 组 成 和 人 体 疾 病 联系 的 
太 基 资料 FO a ae rare mens COREE Eel eb eA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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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 我 们 正 是 根据 光 声 光谱 技术 的 特点 ， 寻 找 肿瘤 病人 尿 液 吸 收 性 质 的 异常 。 通 

过 大 量 积 累 资 料 。 为 早期 的 临床 诊断 提供 可 等 而 且 较 易 获 得 的 依据 。 

二 、 实 验方 法 
我 们 采用 英国 spz Reseerch 的 048 400 x~IDE FS ETS AY, 其 原理 图 如 下 

历 示 # 

REFERENCE SIGNAL 

ORDER SORTING 
FILTERS 

LOCK IN AMPLIFIER 

BLOCK DIAGRAM OF OAS 400 MKii 

Es St HIM BEEBE I IB — BEDE RAL E SEA BLN) 9 0 bile IR BEPEER 
Ye a SR BOD IRG Rke HO ET MRL. OT By Ray ae 
误差 。 我 们 分 别 选取 滤纸 表面 不 同 部 位 的 样品 。 BO 测试。 取 其 平均 效果 。 

三 、 结 果 和 讨论 
我 们 首先 通过 一 定量 的 测试 得 到 了 正常 人 尿 液 的 光 声 光谱 。 由 于 仪器 的 高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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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度 和 抗 于 扰 能 力 。 这 个 从 2 .5 例 中 得 出 的 结果 是 可 和 获 的 。 并 已 成 为 整个 诊断 方法 
的 基础 。 同 时 。 我 们 又 选取 已 确诊 为 这 尿 系 肿瘤 的 患者 的 尿 液 进行 测试 。 共 2 8 例 
其 显示 出 的 异常 特征 在 各 病例 的 测试 中 是 基本 相同 的 。 如 图 二 所 示 。 从 结 朱 中 可 以 
看 出 ， 肿 瘤 病 人 的 光 声 谱 在 280-29 Onm 处 的 峰 和 正常 谱 相 比 发生 了 红 移 。 并 AE 

330m 处 有 一 符 异 的 吸收 峰 。 这 是 区 别 正常 与 否 的 重要 标志 。 它 的 峰值 大 小 和 腑 
瘤 的 大 小 和 数目 也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由 于 2 8 02 m—290n0 EEA ARKH, 

它 品 异常 变化 是 蛋白 质 代 谢 异 常 的 结果 。 330m 左右 的 特异 吸收 几 可 能 和 瘤 变 组 
织 及 其 特殊 的 分 废物 有 关 ， 为 了 证 实 这 一 点 。 我 们 选取 了 5 例 的 瘤 变 组 织 ( 用 福 尔 
ee tle ros 

Ee Ot Ra a eae a | 

300 400 500 
NANOMETERS aa 

300 400 500 #00 

NANGME TERS 

KBAR =A Rp. RUT AS WB A RES Ae 1g 

: 在 33 Or mHAGHAGE 这 说 明了 它们 之 间 的 相互 联系 。 我 们 认为 。 产 生 这 

种 等 征 吸 收 的 物质 可 能 是 人 体 代 谢 异 常 的 产物 。 BEE RAPD RM OR. Rit, 

它 即 能 向 我 们 提供 人 体 代谢 异常 的 信号 。 而 且 具 有 很 高 的 灵敏 度 。 我 们 在 测试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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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还 发 现 1.0 例 常 规 瘤 细胞 检查 正常 。 而 无 声 谱 异 常 。 并 且 经 手术 病 检 确 座 为 

癌症 的 病例 。 其 它 瘤 细胞 检查 异常 的 病例 。 交 声 谱 全 部 异常 。 符合 率 达 工 00 

这 些 都 是 由 于 常规 的 瘤 细 胞 检查 法 只 能 寻找 瘤 细 胞 而 利用 光 声 光谱 技术 。 却 能 发 

现 癌变 组 织 及 其 分 沁 物 的 异常 等 征 。 这 就 使 它 具 有 更 高 的 灵敏 度 及 可 区 性 。 图 四 是 

瘤 症 患者 经 过 手术 后 的 尿 液 光 声 谱 和 正常 人 尿 液 光 声 谱 的 比较 。 可 以 看 出 ! FR 

的 谱 图 和 正常 的 谐 图 基本 相似 。 这 说 明 手 术 后 人 体 代谢 已 趋 于 正常 。 这 与 手 末世 除 
的 效果 是 - 致 的 。 这 样 前 后 比较 的 病例 我 们 共 测 坛 了 2 OM MP RATA 

1 | 

有 

NANOMETERS 

350 400 500 600 
NANOMETERS | 

FRG e HARATKORARLWFRELOA MRR, BE 
站 尿 肺癌 患者 大 多 带 有 血尿 及 炎症 。 这 些 在 光 声 光谱 图 上 都 会 得 到 体现 。 如 图 

| ERs 110m EG BMG RATA HOSED ek, RR 
LULL CPL cL er ace Meare ee Tes aes 
Hig MHz Wit 1 6H. 

6 8 



SS 

sy. 

KR BRO ARITA Pe ACR He AGI UR HE. HR 
于 诊断 刻 尿 系 肿瘤 及 其 它 疾病 。 具 有 灵敏 度 高 方法 简便 。 结 果 明 显 的 特点 。 并且 
从 用 于 临床 诊断 的 情况 来 看 。 准 确 人 性 较 好 。 尤 其 对 于 膀胱 瘤 和 径 痪 。 因 为 尿 液 是 
全 身 代 谢 的 终 产物 。 我们 可 以 预计 ， 其 它 器 官 的 病变 也 能 在 尿 液 中 得 到 体现 我 
们 已 发 现 其 特征 。 但 仍然 需要 大 量 地 积累。 总 之 。 光 声 光 谱 方法 可 以 成 为 早期 肿 
瘤 临床 诊断 的 有 力 工 具 。 可 以 广泛 应 用 于 大 规模 普查 。 

参考 文 mM 

[ 2 ]《 医 用 生物 化 学 》 科学 出 版 社 197 8m 734-400 

( 1) roh — wH20 po oPtoacoustic sPectroscerY and 

é , ? 人 
Deteetion ‘a4eademic Press new York san Fransico Londo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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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绿叶 对 光 的 BUBAL REY Se 
BER WER EAk 

(第 三 军医 大 学 物理 教研 室 ) 

MIRE 

(第 三 军医 大 学 生物 教研 室 ) 

Bi HH $k 

(三 医大 军医 系 八 四 队 学 员 》 

摘要 。 本 实施 研究 表明 ;: 《一 ) 光照 射 汉 植物 绿叶 时 。 光 的 反射 不 仅仅 发 生 

在 叶子 表面 ， 还 发 生 在 

ZHUPFRARE CH 

图 二 3 (IVE 

190-860»2mz 

同 ， 绿 叶 的 反射 比 和 透 

射 比 曲线 具有 基本 相似 

的 变化 趋势 。 即 在 

190-500nm 段 

两 曲线 均 较 平坦 ， 

5002600 "m 段 

均 出 波峰 ， 峰 值 均 在 

555 nm 处 从 

=> 680-750nnm 段 
M2 ”300 4o0p _ $00 600 720 00 860 ties ABBE F, vee - 

860 nm 段 两 有 曲线 又 

波 .长 较 平 坦 ; (SVE 

图 一 万 年 青 eR CR) Rw Hes 190-860"m 之 

CT ) 透射 比 曲线 《 A ?吸收 比 曲线 。 同 ， 绿 叶 在 190 至 

5 00 am 段 出 现 一 个 

吸收 区 ， 在 6 8 0 nm 



{90 300 0 ，600 ‘Ge? he Oa S00 860 

Kix. 万年青 幼 嫩绿 中 的 反 透 射 比 曲线 1 、2、3、5、6、7 分 别 表示 

一 片 和 二 ，、 三 . 五、 六 、 七 片 叶 重 迭 后 的 反射 比 曲 线 ( 其 中 6、 了 重合; (1) (2) 

(3) (5) (6) 则 表示 相应 的 BH MA, 七 片 叶 透 不 过 。 

处 出 现 一 个 吸收 峰 ， 它 们 的 吸收 比 均 高 达 8 SUE, 《四 ) 虽然 7 1 0 - 
750 ,m 的 红 光 对 叶 面 的 反射 比 大 于 5 00 - 5 70 ,wm 的 绿 光 ， 但 人 眼看 到 
叶 和 片 仍然 是 绿色 ， 我 们 对 这 一 现象 进行 了 解释 。 

RMU ET HEB, SR, RAB, Kh, RAM, HRMBE SH, = 
绿叶 的 SOA HG AN Hee, ROMEO EAE, EMMAK BR 

OF, PtH, AB 和 光学 性 质 等 ， 将 提供 有 用 的 参数 。 



AB le] BE AS BY SE Ht ae GB BR 
过 程 中 生长 发 育 的 影响 
SH ERR 王 He 
(复旦 大 学 生命 科学 院 ) 

垂 盆 章 是 一 种 用 途 极 广 的 中 人 草药， 为 了 更 好 地 开发 药 用 植物 组 织 培养 的 新 方 
法 ， 人 为 地 控 制 其 有 效 的 生产 ， 我 们 利用 不 同 波长 的 光 对 培养 物 和 进行 处 理 ， 研 究 
其 对 培养 后 的 形态 发 生 及 其 化 合 物 的 累积 的 影响 。 

切取 垂 盆 章 无 菌 苗 蔡 段 为 材料 ， 接 种 到 M S +0, 2mg INAAT+ 
2m91BA 固 体 培养 基 上 ， 分 别 置 于 不 同 波长 的 光 架 上 及 黑 瞳 中 培养 一 个 月 ，， 

各 种 波长 荧光 灯 为 冷 白 ， 红 ， 黄 、 绿 和 蓝 色 荧光 灯 ， 光 强 约 3 .2W Ama， A 
照 1 0 小 时 ， 温度 25 土 27 , 

ELEAR PERE, 包括 从 腋 匠 和 愈 伤 组 织 两 个 途径 来 ， 不 同 波长 的 光 
对 腋芽 途径 发 生 的 芽 的 影响 亲 无 差异 ， 但 对 愈 伤 组 织 途 径 的 芽 有 影响 ， 其 中 以 商 
RANTES, BORE, HEKOREHEKEX Bt, TRA, Be 
下 为 典型 的 黄 化 苗 ， 蓝光 下 的 苗 同 白光 下 的 一致， 其它 波 光 长 下 的 ee Ki oom, 

白光 下 试管 奋 的 生物 重 基 最 大 。 红 光 及 黄 光 下 的 次 之 ， 黑 圈 下 的 最 小 “蓝光 
下 苗 的 含水 百分率 最 大 ， 白 光 下 的 为 最 小 ， 白 光 下 试管 苗 的 绿色 素 含 量 最 天 , A 
于 叶绿素 的 形成 ， 黄 光 下 的 次 之 ， 黑 暗 下 的 最 低 。 试 管 苗 的 还 原 糖 及 总 糖 含量 均 
以 黑暗 下 的 为 最 高 ， 绿 光 下 的 为 最 差 ， 和 白光 下 较 黑 暗 下 的 为 低 ， 表明 组 织 培养 中 
培养 物 不 利用 光 进 行 光合 作用 。 

蓝光 下 试管 苗 的 总 核酸 含量 最 高 ， 黄 光 下 为 最 低 。 core DNA 
量 最 高 ， 黄 光 下 为 最 低 。 白光 T 的 RNAS ERR, ROCF HWM, BEF 
蛋白 质 含量 为 最 高 黄 光 下 为 最 低 。 

mk, AEM EME AH GIGI AR OE KARE 
的 积累 最 有 利 。 



光 质 对 伦 叶 往 离 体 培养 的 生理 生态 效应 
Ret 王 FE 汉文 胞 

(复旦 大 学 生物 系 ) 

光 质 对 高 等 植物 组 织 培 养 作用 的 研究 ， 正 赵 来 越 受到 人 们 的 重视 。 从 已 有 的 报 
道 看 ， 大 多 侧重 于 形态 学 方面 的 工人 而 对 光 质 作为 一 种 生态 因子 在 植物 组 织 培养 系 
统 中 生理 生态 效应 的 研究 较 少 。 

本 实验 以 光 质 《和 白 、 红 ， 黄 ， 绿 ， 蓝 光 和 黑暗 ) 对 双色 花 叶 芋 ( Caladium 
5fco1gr7) 的 叶 为 外 植 体 进行 诱导 培养 ， 着 重 探讨 了 光 质 对 叶 经 素 a、 叶绿素 

5 及 类 胡 罗 卜 素 、 过 氧 化物 酶 、 过 氧 化 氢 酶 活力 、 碳 水 化 合 物 含 量 、 蛋 白质 、 
DN 人 及 RNA 含 县 的 影响 。- 

试验 的 结果 表明 ， 全 计生 
作为 一 种 信息 贮存 ， 表 达 的 物质 基础 ， 具 有 相对 的 保守 人 性 和 稳定 性 ， 因 而 较 少 受 生 
态 因 子 变 化 的 影响 。 然而 光 质 对 培养 物 的 RNA、 和 蛋白 质 和 总 核酸 含量 有 影响 ， 不 
周 的 光 有 不 同 的 效应 。 结 合 形态 学 分 析 ,， 器 管 发 生 只 与 特定 RN A 和 特种 蛋白 质 的 
人 台 成 有 关 ， 而 与 其 总 量 并 无 直接 的 关系 。 

在 不 同 波长 光 处 理 下 ， 培 养 物 内 的 碳水 化 合 物 含 量 有 差异 。 红 ， 黄 光 下 ， 培 状 

RS RUE, SILA RUS BPN APSR OR, RRR MAN Bae 
ESLAEMEX, WHRKAP HRA ARUREKORK BEN BBW, 

早 暗 处 理 抑制 了 各 种 色素 的 合成 ， 其 含量 最 低 。 黄 光 和 红 光 对 叶绿素 4 有 明显 
的 促进 作用 ， 未 发 现 红 光 对 叶绿素 总 含量 的 形成 有 促进 效果 ， 这 也 许 是 因为 在 离 体 

培养 系统 中 缺少 或 不 存在 光敏 色素 的 缘故 ， 有 待 深 入 研究 。 
试验 还 反映 了 ， 不 同 波长 光 质 对 过 氧化 物 酶 及 过 氧化 氮 酶 的 活力 有 影响 。 Bt 

和 黑暗 处 理 下 ， 过 氧化 匆 酶 活力 最 高 ， 黄 光 中 活力 最 低 ! 对 过 氧化 氢 酶 来 说 ， 和 白光 
及 黑暗 中 活力 最 高 ， 红 光 中 活力 最 低 。 在 黑暗 处 理 中 ， 发 现 培养 物产 生 明 显 的 晶体 
化 现象 ， 这 与 Kevers(1984，') 的 报道 结果 一 致 ， 导 致 这 种 现象 产生 的 原 
因 ， 可 能 是 由 于 受过 氧化 物 酶 一 一 工 A A 氧 化 酶 系 调控 的 乙烯 释放 而 引起 的 。 

在 植物 组 织 培养 中 ， 光 质 作为 一 种 贸 理 因子 是 值得 重视 的 。 本 实验 的 结果 清楚 

地 反映 了 ， 丰 同 波长 的 光 质 不 仅 可 调控 培养 物 的 形态 发 生 ， 而 且 这 称 形 态 发 生变 化 
十 以 光 质 的 生理 生态 效应 为 先导 的 。 



光 质 和 激素 组 合 对 菊花 |“ 绿 牡 丹 " ) 
段 培养 中 生长 发 育 的 交互 影 啊 

Re EE 王 和 荷 

( 揽 旦 大 学 生命 科学 院 ) 

激素 及 其 组 合 对 植物 组 培 的 调控 作用 已 有 大 量 的 研究 ， 但 对 光 质 作用 的 研究 还 

很 少 。 本 文 着 重 讨论 光 质 及 激素 组 合 对 绿 往 丹 芝 段 培养 中 的 形态 发 生 及 大 分 子 和 色 

素 分 子 积累 的 影响 。 

实验 以 “ 绿 牡丹 ”试管 苗 蔡 切 段 为 外 植 体 ， 分 别 接 种 到 三 种 不 同 eR ASH 

养 基 上 ， 即 OM S+0. 2 NAA+2 BA; OMS+0. 2NAA+# 2KT; 

QM S+0, 2NAA+2 ZT (Biftimg 1 )。 分 别 以 日 照 1 0 小 时 的 冷 白 

红 ， 黄 绿 蓝 荧 光 灯 光照 及 黑暗 处 理 ， 温 度 2 5 土 2 Us 培养 一 个 月 进行 统计 和 

WE, 

培养 后 试管 苗 的 生 芽 ， 生根 与 否 及 其 数量 以 激素 组 合 的 效应 为 主 。《 3 ) 号 组 

ain MES, (1 )、 (2 ) 号 组 合 利于 生 芽 (3 ) 号 组 合 利 于 生 梳 而 

(1 )、(2 ) 号 组 合 完全 抑制 生根 白光 下 的 生 芽 最 多 ， 黑 暗 下 最 少 ! RE 

的 生根 最 多 ， 蓝 光 下 的 最 少 ， 其 它 光 质 在 不 同 激素 组 合 下 产生 的 效应 程度 不 同 ， 但 

结果 表明 光 质 对 形态 发生 及 生长 状况 的 影响 只 是 量 上 的 差别 ， 对 激素 组 合 只 是 一 种 

补偿 作用 。 培 养 物 的 生物 重量 受 光 质 的 影响 也 较 明 显 ， 所 有 激素 组 合 下 以 白光 下 的 

生物 重量 为 最 大 ， 而 激素 则 以 ( 1 ) 号 组 合 下 的 为 最 大 。 光 质 及 激素 组 合 对 生物 重 

最 的 影响 也 正体 现在 生 芽 、 生 根 及 愈 伤 组 织 的 量 上 。 这 些 结果 充分 表明 “SRA” 

组 培 中 形态 发 生 的 有 无 决定 于 激素 组 合 ， 而 光 质 左右 的 只 是 培养 物 的 质地 、 生 长 状 

RRR EH, HK EF 

白光 下 试管 苗 的 叶绿素 a, 及 总 量 为 最 高 ， 红 光 及 黑暗 抑制 叶绿素 的 形成 ， 

激素 组 合 以 NA A + BA 下 的 为 最 高 。 白 光 下 的 试管 苗 还 原 糖 及 总 糖 量 明显 低 于 其 

它 光 处 理 ， 绿 光 及 黄 光 下 反而 高 ， 说 明 组 培 中 并 不 利用 光 进 行 光 合作 用 。N 有 及 二 + 

ZT 组 合 下 的 为 最 高 ，NAA + 开 了 下 的 次 之 NAA+ BA 下 的 最 低 。 

黄 光 对 总 核酸、RN A 及 蛋白 质 含量 有 促进 作用 ， 蓝 光 对 总 核酸 。 红 光 对 蛋白 

质 有 促进 作 用， 蛋白 质 与 RN A 量 之 同 有 一 种 平行 关系 。 同 一 光 质 下 ( 3 ) 号 组 合 

下 的 总 核酸 、 R NA 及 蛋白 质 含量 均 为 最 高 ，( 2 ) 号 次 之 ，( 1 ) 号 最 低 。 

综 上 所 述 。 光 质 及 激素 组 合 对 “KA?” 组 培 的 试管 苗 的 大 分 子 及 色素 分 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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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下 

积累 ， 形 态 发 生 的 类 型 及 数量 起 着 一 定 的 调控 作用 ， 但 至 今 还 不 能 确定 是 什么 因子 . 
调控 着 光 质 所 起 的 以 上 作用 。 机 理 的 研究 ， 有 待 深入 ， 

光 质 和 激素 组 合 对 石 勺 柏 茎 段 培养 
中 生长 发 育 的 共同 作用 
| TFET = 蕉 EER 

石 刁 柏 是 一 种 名 贵 的 药 用 及 食用 植物 。 本 文 讨论 光 质 及 激素 组 合 对 石 刁 柏 葵 段 

培养 中 芽 、 根 的 发 生 及 芽 长 、 生 物 重 量 、 叶 经 素 、 糖 、 核 酸 及 蛋白 质 含量 的 共同 影 

Mr, | 
RRA AA SMH 葵 切 段 为 外 植 体 ， 接 种 到 三 种 不 同 激素 组 合 的 培养 基 上 ， 

HHH: CLIMS+0, 2NAA+0, S5BAs €2 IMS+0, 2NAA 

0, 5KT; €39MS+0, 2NAA+0, 5 ZT CHtimgo / 1), HHH 

HODRFOR, TR BR RRC RM OAPI HT AMAR 
和 测定 。 光照 强度 约 3。 2u/m*, HMI ODM, HR25+27, 

白光 对 五 刁 柏 试管 苗 芽 的 发 生 、 伸 长 生长 最 为 有 利 ， 而 黑暗 较 差 。 同 一 光 质 下 ， 
BNAANA+ 2ZT 组 合 的 生 芽 最 多 ， 芽 伸 长 最 大 ，( 2 ) 号 组 合 较 差 ; (120848 
为 最 差 。 对 生根 来 说 ，(〈《 1 ) 及 《2 ) 号 组 合 强烈 抑制 生根 ，《 3 ) 号 组 合 明 显 促 
HAREM, 但 (2 1) 号 组 合 下 ， 红 光 及 黄 光 下 有 人 少量 根 发 生 。( 3 ) 号 组 合 下 以 

红 光 及 黄 光 最 利于 生根 ， 蓝 光 的 生根 效应 较 差 。 除 ( 2 ) 号 组 合 下 有 异常 外 ， 白 光 

FRE HN EYE 量 为 最 大 ， 绿 光 下 的 为 最 小 NAA+ ZT 组 合 下 的 生物 重量 最 

Ay (1 ) 号 次 之 〈2 ) 号 最 差 。 生 先 重 量 所 受 的 影响 与 形态 发 生 状况 相 一 致 

白光 下 试管 苗 的 叶绿素 a、“ 上 及 总 量 最 大， 其 它 光 质 下 均 很 小 ， 有 不 同 程度 的 

差异 。 不 同 组 合 下 由 于 受 光 质 的 影响 ， 虽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但 无 规律 可 寻 。 还 原 迷 含 

基 以 白光 下 的 为 最 高 。 绿 光 下 最 低 ， 其 它 光 质 同 的 差异 较 天 。 总 粳 量 在 不 同 组 合 下 

及 不 同 光 质 下 的 差异 很 大 ， 但 由 于 两 者 的 共同 作用 而 没有 一 定 的 影响 模式 。 

蓝光 下 石 刁 柏 试管 苗 的 总 核酸 含量 最 高 ， 绿 光 下 较 差 ， 其 它 光 质问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 同 一 光 质 下 ， 以 NAA + B A 组 合 下 的 总 核酸 含量 为 最 高 ， (2 ) 号 组 合 次 之 

(on) 



C3) 号 组 合 最 低 ，”R NA 受 不 同 光 质 的 影响 虽 有 差异 ， 但 由 于 与 激素 组 合 的 共同 

作用 而 天 规律 性 ， 但 蓝光 下 总 是 最 低 。 同 一 光 质 下 ， 总 的 趋势 是 (3 ) 号 组 合 下 的 

为 最 高 ，〈 1 ) 号 组 合 次 之 ，(〈 2 ) 号 组 合 最 低 。 蛋 白质 的 含量 由 于 光 质 与 激素 组 

合 的 共同 作用 ， 虽 然 有 明显 的 差异 ， 但 影响 情况 复杂 ， 无 一 定 模式 。 | 

总 之 ， 光 质 和 激素 组 合 对 石 刁 柏 试管 苗 的 形态 发 生 类 型 及 发 生 量 、 大 分 子 化 合 

物 及 各 素 的 含量 有 一 定 的 影响 ， 两 种 因子 共同 作用 调控 着 以 上 过 程 ， 分 不 清 那 种 作 

用 属 主 属 次 ， 什 么 因子 调节 或 平衡 着 两 者 的 作用 有 待 于 进一步 的 研究 。 

质 和 激素 对 吊 竹 梅 组 织 培养 
中 形态 发 生 的 影响 
hat EH E 和 蓓 

吊 竹 梅 是 一 种 常见 的 花卉 植物 。 光 质 对 植物 组 织 培养 调控 的 研究 与 激素 相 出 

还 是 个 全 新 的 课题。 要 弄 清 光 质 在 植物 组 织 培养 中 究竟 起 了 一 种 什么 作用 。 还 有 符 

于 广泛 深入 的 研究 。 本 文 侧重 于 讨论 光 质 和 汉 ※ 素 组 合 对 吊 竹 梅 组织 培 养 中 形态 发 生 

及 生物 重量 的 影响 ， 为 发 展 花卉 业 ， 实 行人 工 调控 花卉 生长 积累 资料 。 

以 吊 竹 梅 无 菌 试管 苗 为 材料 ， 切 取 约 一 厘米 长 的 茎 段 接种 到 三 种 不 同 激素 组 全 

的 培养 基 上 上 上， 分别 为 : (1 )MS+0. 2NAA+2BA (2)MS+0 2 

NAA+2KT (3)MS+0. 2NAA+227T( 单 位 mn9 /1), DAE 

行 日 照 1 0 小 时 的 冷 白 红 、 黄 、 绿 和 蓝 色 荧光 灯 的 光照 及 黑暗 处 理 ， 温 度 2 5 十 

2D， 培 养 一 个 月 统计 芽 数 ， 根 数 并 称 重 。 

局 一 组 合 激素 下 ， 蓝 光 下 的 吊 竹 梅 试管 苗 的 芽 数 最 多 ， 其 它 光 质 则 因 不 同 的 激 

素 组 合 而 玫 现 出 不 同 程度 的 效应 ，( 1 ) 号 组 合 下 ， 黑 瞳 及 红 光 下 的 生 芽 率 最 低 ， 

(2 ) 号 组 合 下 黑暗 及 绿 光 下 的 芽 数 最 低 。(〈 3 ) 号 组 合 下 同 〈 2 ) 号 组 合 一致 

因此 总 的 说 来 蓝光 AFES, RW BEF, AA RACAUM AS ORM FH 

不 明显 ， 其 中 以 NAA + ZT 组 合 为 稍 高 。 

但 在 生根 方面 ， 决 定 发 根 与 否 的 是 激素 组 合 ，(〈 1 ) 号 组 合 完全 抑制 生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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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 (3 ISHAM HER 其 中 到 (3 ) 号 组 合 的 效果 更 好 。 光 质 则 控制 

着 根 数量 上 的 差异 ，(〈 2 ) 号 组 合 下 ， 白 光 利于 生根 ， 红 光 ”黑暗 及 绿 光 较 差 ， 
(3). 号 组 合 下 ， 白 光 、 红 光 及 黄 光 利于 根 的 大 量 形成 ， 黑 暗 较 为 抑制 根 的 形成 。 

可 见 光 质 所 起 的 作用 与 激 未 不 同 ， 前 者 引起 的 是 量 上 的 差别 ， 后 者 引起 的 是 质 的 不 
同 。 

光 质 对 吊 竹 梅 试管 苗 生 物 重 量 也 有 明显 影响 ， 蓝光 下 的 最 高 ， 黑 暗 下 的 最 低 ， 

其 它 光 质 同 也 有 一 定 差异 。 局 一 光 质 下 ， 总 的 说 来 以 NAA + ZT 组 合 下 的 为 最 高 ， 
NAA + 开工 组 合 次 之 ，N AA+ BA 组 合 下 的 为 最 低 。 

另外 ， 和 白光 下 的 试管 苗 生长 正常 ， 绿 而 壮 ， 而 黑暗 下 则 为 典型 的 黄 化 苗 。 红 光 
下 则 玫 现 出 部 分 黄 化 现象 ， 蓝 光 下 的 生长 状况 也 较 好 。 

因此 ， 白 光 及 蓝光 对 吊 竹 梅 试管 苗 的 形态 发 生 及 生长 有 利 ， 

日 脉 网 纹 草 仅 段 培养 中 的 红 光 效应 
nee PH 

(复旦 大 学 生物 系 ) 

FARRAR (Fitrtonia argyroneur aAIKBKASELRAAD, 

植株 矮小 ， 叶 肪 旺 白 色 ， 给 人 以 清晰 、 雅 致 感 ， 是 制作 袖珍 盆景 和 布置 室内 外 环境 

的 重要 观 叶 植物 。， 但 是 ， 目 前 自然 繁殖 资 源 缺 少 ， 急 需 快速 繁殖 。 为 此 ， 白 脉 网 纹 

站 的 快速 微 繁殖 已 有 报道， 但 未 见 过 光 因 子 调 控 效应 的 研究 文献 。 我们 采用 当 规 的 

植物 组 织 培养 方法 ， 结 合 光 质 在 组 培 过 程 中 的 调控 效应 ，、 开 展 了 本 项 研究 。 

实验 时 ， 切 取 白 脉 网 纹 章 的 无 菌 苗 带 节 蔡 生 为 外 植 体 接种 于 闫 先 配 创 好 的 

M > 团体 培养 基 ( 附 加 NAA0O. 2mg/Y!t, BA2mag Yl Db, 每 钴 接种 4 

段 ， 每 种 处 理 硅 少 重复 5 次 。 培 养 条 件 为 2 5 土 2 DC， 每 天 光照 .1 0 小 时 ， 分 别 置 

FOH%, ARAB, 其 中 ， 红 光 和 白光 的 荧光 灯 管 的 形状 和 耗 电功率 一 样 ， 红 

光 的 波长 范围 为 60 0 一 69 0 mm， 峰值 为 6 5 2 "mm 。 红 光 和 白光 的 辐 申 度 相 

同 ， 约 为 3。2 wm "。 径 5 0 天 培养 后 ， 对 于 3 种 不 同 处 理 的 结果 进行 测定 

和 统计 分 析 。 



实验 结果 表明 ， 白光 下 的 MESH BA, +HAMAR YS 2PM, 
叶片 小 ; MATE A, WB, SMA, Ns 种 处 理 所 测 得 的 年 筑 重量 。 
侧 菠 总 数 和 叶片 总 的 统计 分 析 知 ， 都 反 瞻 了 一 致 的 趋势 ， 即 红 光 的 诱导 效应 枕 玫 可 
暗 处 理 ， 但 不 如 白光 下 的 作用 。 自 1 9 2 0 年 确立 了 光 周 期 反应 的 入 仿 以 来 导 区 此 
为 基础 ， 很 快 搞 清 了 红 光 一 一 远 红 光 〔(R 一 F RIDMPRK SHHOKB ABMS 
A HS EO 联系 。 本 实验 证 明 红 光 ( 波长 峰值 6 5 2 om, Ey 
8, 20 /m* ) 对 于 白 肪 网 纹 草 芭 段 的 离 体 诱导 培养 有 抑制 作用 但 是 ;， 随 植物 
种 类 的 RIB 的 相 异 ， 红 光 效 应 会 出 现 正 、 负 绝 然 不 同 的 SR, 

除 红 光 以 外 的 其 他 波长 的 彩色 光 ， 我 们 将 进一步 研究 ， 以 便 探 明 适 用 于 折服 网 
纹 章 离 体 诱导 培养 成 苗 的 单 色 光源 ， 为 实现 白 脉 网 纹 草 微 繁殖 的 高 效益 生产 提供 
新 的 参考 资料 ， 

on 

~ 

AB le] BRR PE BR He JL A BS 
不 定 芽 形 态 发 生 的 效应 ( FE) 

KRG Bee Ree 王 琦 
(REA “上海 ) 

已 有 一 些 报道 说 明光 与 内 源 激 素 合成 同 的 关系 ， 例 如 ，Re。 id (1905 
已 证 实 红 光 引起 大 卖 黄 化 叶 内 生 赤 霉 素 的 急剧 地 增加 ， 并 由 此 促使 NA Ame 
质 的 合成 。 可 见 ， 应 用 激素 的 不 同 浓度 结合 不 同 光 质 对 试管 苗 形态 发 生 的 调控 疙 
验 ， 无 论 对 生产 应 用 或 理论 研究 ， 均 有 重要 的 意义 。 Hk, AKA 
初步 探讨 。 

| 
研究 材料 为 烟草 CNrcorrana t abacum), xz HR ARH 

CBA/NAA); %, 0, 50/0, 05, 1, 00/0, 10, 
2, 0070, 20 CHM: mo /1), MSHEABHA KR, HAM BK 
诗 电 交 jg 院 押 特制 的 菊 光 灯 为 光源 。 应 用 自动 光谱 辐射 光度 计 ， 激 光 功 率 宪 爱 专 
度 计 ， 测 出 光源 有 关 的 技术 参数 ， 根 据 辆 射 填 量 与 光 通 县 的 函数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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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C 入 ) 为 视觉 函数 ，K m 为 光 功 当量 ) ， 通 过 调节 光源 与 被 照 物 之 同 的 距 
离 ， 得 到 了 辐 照度 为 1 .4 0 土 0。0 1 毫 瓦 /平方 厘米 的 蓝光 (8B 435 nm )、 

红 光 《R 660 om AAC ) 用 于 试验 。 在 不 同 光 质 ( B、 R WAR 
RE CD ) 中 培养 1 6 天 ， 取 出 测定 。 

结果 ， 得 出 在 低 和 中 等 浓度 激素 下 ( BAO, 5/NAAO, 05, 

BA1I。0ANAA0。1 ), 光 质 的 效应 能 表现 出 来 ， 而 在 高 浓度 激素 
BA2, O/NAAO, 2 ) 时 ， 光 质 的 效应 被 激素 的 作用 亡 掩盖 。 同 时 ， 发 现 激 

素 对 烟草 叶片 的 不 定 芽 发 生起 着 质 上 的 决定 作用 。 而 光 质 更 多 地 起 着 量 上 的 影响 。 

光 质 对 不 同 生活 型 植物 的 器 官 发 生 

和 生长 的 影响 ( 摘要 ) 
KR MEA Re = 琦 

(复旦 大 学 “上海 ) 

自从 de Capite, (1955) 在 向 日 获 等 组 织 培养 中 引进 光 因 子 的 实 
验 以 来 ， 国 外 一 些 学 者 相继 开展 了 这 方面 的 工作 。 由 于 所 用 的 材料 不 同 ， 出 现 了 
不 一 致 的 结果， 也 由 于 光 条 件 的 控制 不 一 ， 出 现 了 相 迁 的 结论 ， 到 七 十 年 代 中 期 ， 
S。i5 ert 在 光 强 和 波长 相互 作用 方面 做 了 一 些 有 意义 的 工作 ， 辫 对 以 前 工作 中 

所 出 现 的 矛盾 结果 ， 从 光 条 件 方面 作 了 一 定 解释 。 但 对 为 什么 不 同 材料 出 现 不 同 
的 结果 ， 缺 少 进一步 的 研究 和 讨论 。 本 文 从 不 同 生 活 型 植物 为 材料 作 试验 ， 试 图 从 

植物 生态 环境 ”基因 型 来 解释 不 同 植物 对 光 质 反应 的 不 同 敏感 性 。 这 对 于 植物 织 
培 养 中 光 因 子 作用 的 进一步 研究 ， 具 有 实践 上 和 理论 上 的 意义 ， 

材料 ， 选 择 不 同 生活 型 的 植物 : ~MABAC Lilium davidii 

Var uswnicolor)、 头 兰 fCympbrdiom grandifloram) 地 下 

THD, FEW RA =~ ( Sain ip aud ta fonantha) ERR F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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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 (Begonia rex—Cultorum) MEFHY, MB 

Cricotiana fabcunm) 较 高 位 地 上 芽 植 物 ， 培 养 于 M S 基 本 培养 基 ， 

加 蔗糖 3 O/H, RCRA, PHS, 6 一 5 。8 。 待 试验 的 无 菌 材料 均 
培养 于 无 激素 的 基本 培养 基 上 ， 光 质 处 理 诱导 出 芽 的 培养 基 分别 为 : BA IE 
非洲 紫罗兰 培养 M S+ NAA0。2 + BA 2 (毫克 / 升 ) 培 养 基 下 ,天 章 培养 
FMS+NAAO, 05+BA0. 5( 训 克 - 升 ) 的 培养 基 上 ,兰花 培养 于 

MS+BA2 (毫克 / 升 ) 培 养 基 上 (以 上 培养 基 均 为 筛选 出 的 最 佳 培 养 基 ) 

源 选 择 相同 于 “不 同 激 兹 浓度 及 光 质 对 烟草 叶片 丰 定 芽 形 态 发 生 的 效应 2 一 文 
结果 ， 作 为 地 下 芽 的 百合 和 LENS ARS RAED PIERS 

而 作为 地 面 芽 和 地 上 芽 的 非洲 紫罗兰 和 海棠 的 不 定 芽 发 生 , HE, 40mw /emal 
的 光 强 下 ， 红 光 有 促进 作用 。 而 光亮 和 黑暗 ， 则 有 抑制 作用 Bee Me HS 
则 是 兰 光 对 其 不 定 芽 的 发 生 有 利 ， 而 红 光 和 黑暗 有 抑制 作用 

不 同 光 质 及 其 强度 对 烟草 叶片 不 定 ， 
菠 发 生 和 生长 的 效应 (摘要 ) 

Be KA. 

(复旦 大 学 上 海 ) 

植 狼 光 形态 发 生 方面 的 工作 ， 国 内 外 已 有 一 些 报道 。 特 别 是 Se iiert 
(1975 1) 的 工作 对 以 前 光 质 试验 中 所 出 现 的 矛盾 结果 从 光 条 件 方面 作 了 
HH 提出 烟 章 不 定 芽 的 发 生 ， 在 不 同 荡 质 条 件 下 ， 所 要 求 的 光 强 是 不 同 的 。 因 
本 文 开展 了 这 方面 的 进一步 探讨 ， 并 对 发 生 与 生长 二 个 不 同 概念 作 了 讨论 ， 

方法 ， 以 烟草 CNiecol iana tabacum EH, 取 7x 8mm * 

F, DEM, FAME, UM S 附加 蔗 3 OR/R, ROKR, OF 
MS? ( BA ) 0。 SRR/H, F ZBCNAADO. 05% /H, PH 
5, 6~5. 8, 

光源 用 复旦 大 学 电光 源 研究 所 和 材料 研究 所 特制 的 SEIT, MC BE NE 
HR, 激光 功率 计 及 照度 计 ， 测 出 光源 的 有 关 技 术 参 数 、 根 据 辐 通 量 与 光 通 量 的 

80 



0 
or Be CAIVCAIGA, KH OV AHEM, 

380 

Ge 为 辐射 通 量 ，V(〈 入 ) 为 视觉 函数 ， 开 m 为 光 功 当量 。 通 过 调节 光源 离 被 昭 

i 距离 ， 得 到 了 BITC 435 om DK R 灯 《人 《660nm) 红 和 辐 照度 调节 

范围 更 广 的 P 灯 (430nm) 蓝 和 Q 灯 (610wm) 红 以 及 W 灯 (白光 )， 

光 强 为 0 一 4。， 2muw cm ?， 黑暗 以 D 表 示 培养 室温 2 8 土 1D， 每 天 光 

MOD, $3616 天 后 进行 测定 统计 。 
结果 ， 在 红 光 蓝光， 白光 在 不 同 的 光 强 (0 一 4。2moA em。 RH 

下 ， 对 烟草 叶片 不 定 芽 的 发 生 及 生长 的 效 癌 是 蓝光 在 低 强度 (0。 4m Am? 
六 ) 时 ， 对 芽 发 生 的 锈 导 作 用 最 强 ， 随 着 光 强 的 升 高 或 降低 ， 芽 的 发 生 频 率 都 有 

“所 下 降 。 而 红 光 在 辐 昭 度 0 一 4。2 mw cm “的 范围 内 ， 随 着 强度 的 升 高 ， 对 
芽 的 诱导 作用 也 增高 。 和 白光 也 是 随 着 强度 升 高 而 诱导 作用 有 所 增高 。 就 芽 的 生长 

来 说 ，' 随 着 光 强 的 升 高 ， 都 对 生长 有 抑 制作 用 。 无 光照 的 条 件 F， 芽 发 生 及 生长 都 

没有 在 光 条 件 下 的 高 。 

大 豆 光 周期 研究 进展 { 摘要 和) 
i 鹏 路 其 华 庄 烦 旧 
CHARA RABE A EIR 

1980-1987, 在 公主 岭 (43。31 'N, 124 °48 ER, 
203M) HAT: HAD AMKRAEKR CG, sofa Sieb et 

Zuwee。) 的 光 周 期 效应 以 及 不 同 进 化 类 型 大 豆 光 周期 效应 的 比较 。 

一 、 世 界 野 生 大 豆 只 分 布 在 东亚 (2 4 一 5 3 °N, 97-143 °R, 

0 一 26 50M)， 近 十 年 中 国 搜集 约 5000 份 (24 一 53 °N, 

97 一 134 "了 BE， 0 一 2650M )。 研 究 结果 : 
1 、 临界 光 周 期 :不同 纬度 材料 在 4 一 1 8 小 时 光 周 期 下 的 FE 了 和 值 (出 苗 一 

初 花 天 数 ): (1 ) 8 一 10 小 时 下 FD 值 最 小 ,不同 纬度 同 FD 差 值 最 小 。 

8 了 



(2)13. 5 小 时 下 各 地 材料 均 能 开花 且 结 度 回 差别 大 ， 是 研究 光 周 期 的 重要 
处 理 。( 3 ) 1 4 小 时 日 照 ，2 7 “"N 以 南 材料 (平地 ) 不 开机 1 8 小 时 月 照 ， 

45。N 以 南 材 料 丰 开花 。( 4 ) 同 纬度 高 海 . 反 材 料 比 低 海 拔 的 临界 日 长 短 。 

2、 不 同 地 理 位 置 材料 在 同一 光照 周期 下 的 发 育 期 : 61218, 5 小 时 光 

照 下 ， 野 生 大 豆 原 产 地 纬度 (2 5 一 5 2。N， 平 地 ) 与 FD 旦 指数 曲线 关系 

Y=6128x0, 8468*+23(Y=FD，x= °N), 35 °NUB, 

FD 值 成 倍增 长 。( 2 .FSERA FDA, RRR ARC, 5 
平均 温度 与 昼夜 温差 有 关 ， 3 5 。N 的 材料 ， 高 温 可 促进 开花 〈《 SDRAM), 

也 可 抑 制 开 花 ( 1 3。 5 小 时 日照 )。( 3 ) 一 定 光 周 期 下 ， 高 纬度 材料 珊 现 

am 3”, AEH, HH RAR? 。( 4 ) 根 据 3 430 CORR, Ax, 
南朝 鲜 、 苏联 ) 的 光 周 期 分 析 ， 将 世界 野生 大 豆 划 分 为 7 个 生态 区 ，1 3 不 亚 区 。 

3、 光 照 阶段 与 光 周期 效应 : 〈《 1 ) 出 首 处 以 短 日 照 《 8 小 时 ) PHBE 
日 照 《1 8 小 时 )， 以 开始 开花 的 临界 处 理 作 为 光照 阶段 长 度 。 原 产 2 6 ° Nw 

野生 大 豆 光 照 阶段 为 9 一 1 2 天 ， 植 株 形态 为 子叶 到 0。 8 复 叶 期 ，《2 A 

期 效应 不 仅 知 约 开花 ， 且 制约 结 葬 与 成 熟 。 

二 、 栽 培 大 豆 (C max )(C)， 半 野生 大 豆 (G gracitis) 

(SW ) 与 野生 大 豆 (W ) 的 比较 ， 1、 各 地 野生 大 豆 与 当地 的 栽培 天 豆 地 方 品 

种 开 花 晚 ， 短 日 性 较 强 。 2、 在 同一 光 周 期 下 最 高 和 最 低 纬度 材料 FE D 值 最 天 差 

值 的 天 小 作为 光 周 期 反应 敏感 度 的 标志 ， 则 W> SW>C，3、 在 1 2 小 时 光 周 

期 下 ， 玖 与 C 的 FD 值 差别 最 小 ， 往 北 W< C， 往 南 W> 之 C。4、 原 产地 相同 的 
C 的 光照 阶段 短 于 W。 

三 、 讨 论 了 : 1 、 光 温 生 态 型 与 各 地 大 豆 生 育 期 的 关系 。2、 野 生 与 坑 培 天 
豆 的 比较 研究 与 大 豆 起 源 地 问题 。 3、 光 周 期 的 变异 趋向 与 大 豆 进 化 问题 

°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资助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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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变 鱼 腥 藻 (Anabaena yariabills) 

Sa HH A— 28 FE KAR) OSE 
BER EWS 刘 MR FEA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IT 

《中 国 科学 院 发 育 生 物 研 究 所 ) 

在 0，5M 莽 糖 ，0 ，5M 磷 酝 钾 和 0 。3 M 柠 檬 酸 钠 C PH7。0 ) 的 

介质 中 ， 运 过 超声 波 破 碎 处 理 和 离心 装 备 莹 胆 体 一 类 发 体 膜 

吸收 光谱 ; 它 的 吸收 峰 位 于 6 7 8 nm ,624mn490mm4d38nm 和 
41 8 nm 47 8 nm 是 类 PE EMR FH a 的 吸收 由，6 2 4 "am 是 菠 胆 体 的 吸收 

峰 ，4 9 0 nm 是 类 胡 葛 下 率 的 吸收 峰 ，4 3 8 wm 和 418 nm 是 叶 绿 索 a 

的 若 区 吸收 峰 。 
室温 荧光 发 射 光谱 ; 当 用 5 8 0 nm REKLAMA kp 

蛋白 时 ， 它 的 荧光 峰 位 于 6 6 2 nm。 在 6 8 0 nm 处 有 一 荧光 发 射 肩 。 

6 6 2 nme GEIR REE, 6 8 0 n mi TRAE, 这 说 明 

当 藻 RRR PRE AR ”5 8 0 om 波长 光 时 ， 能 将 光 能 有 效 地 传 
逆 给 类 训 体 膜 上 叶绿素 a， 发 射 山 6 8 0 nm 荧光 ， 当 用 4 3 6 nm 波 长 光 激 
RRB 体 一 类 讲 体 腊 上 叶绿素 a 时 ， 荧 光 发 射 峰 位 于 6 8 3 nm。 而 在 662 

nm 处 没有 莞 光 发 射 峰 或 肩 。 说 明 叶绿素 a 捕获 的 光 能 不 能 传递 给 蕊 胆 蛋 白 。 
液 氮 温 度 荧光 发 射 光谱 。 用 5 8 0 wm 波长 光 激 发 时 ， 荧 光 峰 位 于 6 .5 5 

nm, 666 2m, 695 0mA7 30 2m, 655n mig C—REBA 

荧光 ，6 6 6 n mis EHMESA RH, 695 nm ieERE 体 膜 光 系统 工 的 

荧光 730 nm 峰 是 光 系 统 工 荣光 。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藻 胆 体能 将 捕获 的 光 能 传 

递 给 类 春 体 膜 上 的 光 系 统 开 和 光 系统 工 _ 当 用 4 36 nm 波长 光 激发 时 ， 只 有 

两 个 荧光 峰 ， 它 们 分 别 位 于 6 95 wm 和 73 0 wm， 没有 薄 胆 蛋白 的 荧光 。 
JE He, RAAB mote O2/ 

mg Chi, h, 

电子 显微镜 观察 ; BARA REAM LAA BK, 

8 3 



藻 胆 体 一 类 春 体 腊 的 拆 开 : FO, 3 MikeE, O, 0 5 MBRA mh im 

CPH7, 0 ) 洗 莹 胆 体 一 类 赛 体 膜 。 洗 后 的 藻 胆 体 一 类 赛 体 膜 吸 收 光 谱 中 

6 24 nm 了 吸收 峰 显著 下 降 ， 训 明 大 量 藻 胆 体 已 脱离 类 春 体 膜 。 

华北 半 叶 紫菜 (Porphyra Katadal 

Vai hemiphy lla) Se HA AHY ORE 

PE FRE EMS ,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摘 要 

MAH OR, 华北 半 叶 紫菜 采 自 青岛 海滨 。 冷冻 后 ， 用 0 。 9 MRAM 

溶液 洗 二 次 。 经 过 用 石英 砂 研 麻 超声 波 破碎 和 T r to nx-1 0 0 处 理 后 ， 通 
过 不 连续 蔗糖 密度 梯度 离心 分 离 蔬 胆 体 。 

吸收 光谱 ， BALAK a SSM AM EFFEC 8 nm， 其 它 三 企 豚 收 峰 

在 500nm， 620"m 和 650 om, 另 一 吸收 府 在 550nm。500 

nm 和 56 8nm 了 吸收 峰 及 55 0 "wm 了 吸收 肩 属于 人 一 藻 红 蛋 月 。6 20 nm 

收 峰 属于 及 一 蔬 蓝 蛋白 。6 5 0 om Rik AFAR 蓝 蛋 白 。 

室温 荧光 光谱 : 在 藻 胆 体 的 室温 荧光 光谱 中 有 二 个 荧光 峰 ， 位 于 57 8 ， 

amA6 720m, 它们 分 别 属于 及 一 营 红 和 蛋白 和 别 苔 蓝 蛋白 一 B。 完 整 薄 胆 

体 F67 2 与 RF578 的 比值 为 2 9, 解 离 的 薄 胆 体 此 比值 显著 下 降 ， 

PF568 的 相对 荧光 强度 将 超过 FE 6 7 2 相对 荧光 。 

液 氮 温 度 荧光 光谱 ; 党 胆 体 的 液 氨 温度 荧光 光谱 的 荧光 峰 在 5 8 On mA 
6 84 "ms 芝 光 发 射 肩 在 6 3 2 amy CNKKATR-RABA, MRE 

蛋白 一 B 和 R 一 党 蓝 蛋 白 。 完 整 菜 胆 体 F 6 8 4 与 F 5 8 0 相对 荧光 强度 的 比 

值 为 5 。 3 。 解 离 葵 胆 体 此 比值 仅 为 3 2, 
在 蓝藻 Sc RAH SM AERA KP RAR E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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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光 发 射 峰 ， 这 说 明光 能 传递 效率 笋 高 ， 其 它 藻 是 蛋白 所 捕获 的 光 能 能 全 部 传 

ii FAAS A Bl Ae edt Bey Sosy WAR RE ERIE A, 23 Sl 

MEE R— BRIER, MAR-MAEARIERH I, ew bE oy eK 

WHAAAKEN R-MARA, ER GRA RAY RS ME Hl 

~ WRER— B,- 另 一 部 份 光 能 以 R-KReEARLAHO, mee 

可 以 根据 室温 荧光 F 672 与 R578 和 液 氨 温度 荧光 的 F6 845 

F 6 8 0 相对 荧光 强度 的 比 信 来 判断 华北 半 叶 紫 坟 藻 胆 体 的 完整 性 与 解 离 程度 。 

Qs Met 
湖北 光敏 核 不 育 水 稻 育 性 转换 的 

me 
初 步 PE 3 

Et 
(华南 农业 大 学 ) 

岳阳 

试验 从 1 985 一 19 87 年 在 南宁 和 广州 进行 ， 采 用 自然 日 照 条 件 对 湖 
北 光敏 核 不 育 水 稻 农 明 5 8 A 的 育 性 作 了 周年 观察 ， 闵 结合 不 同 光 长 度 处 理 探 
讨 了 育 性 转换 所 要 求 的 条 件 ， 试 验 结果 表明 ， 农垦 5 8 A 在 华南 (2 2 。35 / 
~23°08 'N ) 的 自然 条 件 下 ， 存 在 两 个 明显 的 TERM, MEA ELA 
内 可 育 转 换 为 不 育 ， 临界 光 长 度 约 1 3 时 5 0 分 ，8 月 下 名 从 不 育 转换 为 可 育 ， 
临界 光 长 度 约 1 3 时 3 25, 临界 光 长 度 的 差异 证 明光 敏 核 不 育 水 稳 的 育 性 转 
殴 对 光 长 度 要 求 存在 可 变性 ， 这 个 可 变性 是 由 气候 条 件 的 不 同 造成 的 ， 与 温度 
和 光 强 度 有 关 ， 具 有 温度 愈 高 要 求 临 界 光 长 度 愈 短 的 浆 势 ， 

导致 光敏 核 不 育 水 稳 育 性 转换 的 因素 除 光 长 度 外 还 有 诱导 天 数 ， 是 两 者 共 
局 作用 的 结果 ， 试 验 麦 明 。 只 有 当 光 照 长 度 短 于 1 3 4 时 同时 诱导 天 数 达 到 
2 1 天 以 上 ， 才 能 使 育 性 基本 正常 ， 而 当 光 照 长 度 长 于 不 育 的 临界 光 长 度 及 诱 
导 天 数 长 达 2 7 天 以 上 ， 才 能 达到 完全 不 育 ， 在 上 述 不 育 和 正常 可 育 所 要 求 的 
REZ, WERK RKERES SAWMHERRBRERA, BM, HO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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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和 诱导 天 数 两 者 只 备 其 一 ， 育 性 也 只 龙 部 分 可 育 的 。 

Ac Thy 对 稻 稳 发 育 划分 的 八 个 时 期 与 光敏 核 不 育 水 稻 育 性 转换 的 敏感 性 试 

累 看 出 ， 稻 秘 发 育 的 不 同时 期 对 育 性 转换 的 敏 感度 存 在 差异 。 以 幼 穗 发 育 的 

me ap hae ares Pee LW ) 期 至 花茶 母 细 胞 形成 CV ) 期 最 强 ， 以 此 为 中 

心身 两 边 移动 ， 其 敏感 度 逐 渐 减 弱 。 但 这 上 只 是 一 个 量 的 差异 而 无 质 的 变化 局 时 ， 

这 不 敏感 度 的 差异 只 在 部 分 可 育 的 条 件 才能 显 玩 员 来 。 

在 含有 叶绿素 、 电 子 受 体 和 电子 给 体 

的 人 工 生物 膜 上 的 光 致 电子 转移 
( 摘 要 ) 

Fi — FE 

(科学 院 化 学 所 北京 ) 

6G、TolLinCDept，Bioehem、Uuiv、Avizona、[U.S.A 7) ~ 

Lente LE pose ieee M Meese Pe Sh, TEs. 
bo is F EAU We WAN Sac} Re FE Be Ie FS 
细 RIOR ERR, KP 7 SE, WR, PRE 
Hie WUE BE, APRS cay SIE CP EF eR 
AKL F HA SA Mt BRB, KET a HA —e ae OT 

本 工作 在 研究 以 葵 醒 为 电子 受 体 的 含 叶绿素 的 胞 质 体 上 的 电子 转移 C29K31 
的 基础 上 ， 用 激光 闪光 交角 的 方法 ， 到 过 测定 闪光 后 不 同时 则 的 明暗 差 光谱 和 分 
析 体 系 的 特征 光 吸 收 陋 时 间 的 变化 ， 基 本 弄 清 了 在 含有 叶绿素 ， 洽 醒 和 细胞 色素 
C 的 荷 带 有 负电 荷 、 正 电荷 以 及 电 中 性 的 脂 质 体 上 的 光 致 电子 转移 过 程 ， 测 定 了 

各 步 反 应 的 速度 常数 ， 主 要 结果 如 下 ; 
1 、 在 荷 带 负电 荷 的 脂 质 体 上 的 电子 转移 ; 
在 这 个 体系 中 ， 带 有 正 电 荷 的 细胞 色素 CHAE AW fue HO ER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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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 后 ， 激 发 态 的 叶 绿 吉 除 了 把 电子 传 给 葵 醒 外 。 少 部 份 电子 传 给 了 结合 在 腊 

玫 面 的 细胞 色素 C。 时 绿 素 变 成 为 正 离子 自由 芭 5《C 4 It), RMA HAF 
自由 苓 《 Q =- ) ， 细 胞 色素 从 氧化 态 (Cy+ C(。x ) ) 变 为 还 原 态 (Cy1+ 
Cd ，。d de 脂 质 体 的 负电 荷 把 Qz 从 膜 上 排斥 到 水 箱 中 ， 而 C 了 + 
C (6 ，。 d pTOM ER, RUM SEM RM, 

进一步 的 过 程 是 CA 1! + 被 结合 于 膜 上 的 Cy+ C( ，。 4 HOR, Base 
RA 水 箱 的 Qz 也 以 慢 一 个 数量 级 的 反应 速度 在 膜 与 水 箱 的 界面 还 原 C 4 1+， 
水 箱 中 的 未 与 C4 1+ 反 应 的 那 一 效 份 Qz 把 结合 于 膜 上 的 C y CC 。x BR, 

2、 在 荷 带 正 电荷 的 脂 质 体 上 的 电子 转移 : 
和 荷 带 负电 的 脂 质 体 上 的 情况 相反 ， 细 胞 色 运 C 不 但 不 结合 于 膜 上 ， 还 被 排 

FRI MEF HIE PE, 从 激发 态 叶 绿 款 宰 淳 灭 的 情况 可 看 出 完全 没有 叶绿素 占 
Cy+ C 之 同 的 电子 转移 。 只 有 莽 醒 做 为 受 体 接 受 从 叶 绿 球 传 来 的 电子 。 生 成 
Qz 和 Ch1It+、 Ch TIT+ 留 在 尽管 是 带 着 正 电荷 的 胺 上 。Q z 大 部 份 被 膜 的 正 
电荷 吸引 在 膜 上 (只 有 小 部 份 进 入 水 箱 )。 在 原 上 ，Q >、 i hitTRA, HA 

水 箱 的 那 一 部 份 Q PABA RAE BE — ny ee EA kK 
的 界面 上 与 C 4 1 + 复合 ， 另 一 部 份 水 箱 过 
中 的 Q -在 水 箱 中 把 Cy + CC 。x ) 还 原 。 

3、 在 电 中 性 的 脂 质 体 上 的 电子 转移 
当 脂 质 体 不 带电 荷 时 ，C y + C 不 结合 于 膜 表面 ， 也 不 像 在 正官 脂 质 体 的 铺 

况 下 的 被 排斥 。 在 这 个 体系 中 。 几 乎 只 有 茶 醒 殷 受 沪 发 态 叶绿素 传 来 的 电子 ， 但 
也 还 可 以 测 到 很 少量 的 从 激发 态 叶 绿 吉 到 C y C cg y ) 的 电子 转移 。 接 着 的 反 
应 是 CA 1 + 分 别 被 乓 上 的 Q 7 和 水 箱 中 的 Qz 以 不 同 的 这 度 还 源 ， 另 有 少 部 份 
Chi * 在 膜 与 水 箱 的 界面 上 被 水 箱 中 的 Cy* CC，。d ) 毛 还 原 。 在 水 箱 中 ， 

还 可 测 到 Qz 对 Cy+ C ( 。x ) 的 还 原 。 
上 述 三 种 体系 上 的 电子 转移 反应 列 于 下 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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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谈 光 的 ( 按摩 ) 作用 
内 容 提要 

1985 年 6 月 底 ， 保定 下 了 一 场 大 雹 ， 次 年 罗 区 石榴 花 果 稀 少 “8 6 年 调 : 
。 查 ， 自 中 秋 至 春分 ， 不 受 日 光 直 有 照 的 植株 无 花 果 !， 受 光 充 分 的 有 少量 花 果 、 表 明 
在 休眠 期 日 光照 射影 响 产 量 。 我 们 从 秋季 开始 ， 又 对 两 盆 同 龄 石榴 做 日 光 和 隔 光 
(KE ) 对 比 实验 ， 在 温 。 湿 度 ， 土 壤 肥 力 及 不 整枝 等 相同 条 件 下 休眠 。 记 录 开 
春 发 芽 的 数据 如 下 表 。《 表 中 发 芽 情 况 是 指 从 第 一 芽 出 现 到 9 5 “HERTS 

名 称 时 间 花 数 RR REWR 长 势 . 枯 枝 率 & FE 
光照 树 87 年 15K "7 个 6 K Bem 2 O% 

隔 光 树 87 年 12% 5 个 8 K Tem 4 0% 

SRR 88 年 OK 了 

隔 光 树 88 年 TH 6 天 ”5 5om 5, 0% 

的 天 数 ， 长 势 是 指 发 芽 后 一 个 月 内 新 枝条 的 最 长 与 最 短 长 度 之 差 ; 枯 枝 率 是 指 
HRA 长 度 相对 于 树枝 总 长 度 之 比 的 百分率 。 DASH. 花 果 数 愈 多， BF 
天 数 愈 少 ， 都 表明 KARR, Kos, HERA, RVRAAMA, 村 
枝 率 愈 小 ， 表 明 活 力 愈 强壮 ， 据 此 可 知 ， 昌 光照 射 对 石榴 生长 的 作用 和 在 休 眼 
期 同 的 影响 。 司 出 光 对 石榴 生长 ， 不 仅 有 光合 作用 ， 光 周 期 控制 作用 ， 还 有 调 
整 。 充 实 的 功能 ”我 们 称 此 协调 植株 的 长 势 作用 为。 光 对 生物 的 < 按 摩 之 作用 。 

为 探讨 光照 协调 作用 的 机 制 。 可 解释 如 次 ; 
因 生 物体 都 是 由 细胞 《 膜 ， 质 ， 核 ) 所 组 成 ， 而 细胞 膜 又 是 由 蛋白 质 和 脂 

类 分 子 构 成 。 它 既是 压 电 体 。 又 是 半导体 ， 还 可 能 有 铁 氧 体 的 性 质 。 它 的 作用 
是 保护 ， 物 质 流通 和 信息 传递 ， 它 的 状态 是 决定 细胞 生理 活动 的 重要 因素 ， 
植物 生长 密切 狗 关 的 日 光 ， 有 周期 变化 性 及 波 粒 二 象 性 。 植 物 的 选择 吸 

收 ， 光 化 反应 。 电 离 等 都 来 自 光 的 粒子 性 TAMARA RHR, 
可 进入 生物 体 一 定 深 度 。 对 细胞 产生 影响 。 如 改变 膜 的 生物 电 ， 磁 场 ， 分 子 结 

构 。 和 内 液 的 PH 值 ， 使 膜 产生 逆 压 电 效应 ，。 和 磁 致 伸缩 效应 。 若 把 细胞 看 成 



特殊 膜 的 溶液 袋 ， 则 由 光 的 电磁 波 性 引起 细胞 的 机 械 压 缩 和 舒张 ， 这 种 有 度 不 大 ， 

但 周期 得 到 严格 控制 的 < 按摩 作 用 。 从 调节 膜 的 逐 透 性 和 细胞 内 波 的 离子 浓度 

两 个 方面 改善 细胞 的 生理 活动 ， 使 植物 细胞 在 休眠 期 也 能 获得 一 定 程度 的 营养 补 

充 ， 协 调 植株 各 部 的 长 势 而 减少 死亡 机 率 。 

HN << 按 摩 > 作用 而 引起 的 协调 效果 ， 贯 穿 于 一 年 四 季 ， 在 植物 生长 季节 

里 ，<< 按 摩 之 作用 与 光合 作用 ， 光 周期 作用 比较 ， 处 于 次 要 地 位 。 而 在 休 限 期 则 

因 后 二 者 作用 消失 ， 光 的 < 按摩 之 作用 才 由 次 要 上 升 而 明显 表露 出 来 。 

河北 农业 大 学 基础 课 部 ; 

tit, TAR, 

1988，6，5。 

饥 离 子 对 菠 莱 叶绿体 光 系 统 工 的 影响 ， 

Gim EVH Beh Fee way 

环境 污染 因子 重金 离子 锅 ( C ad2 + ) 对 菠菜 叶绿体 光合 作用 具有 明显 抑制 

作 用 ， 其 中 对 光 系 统 工 的 抑制 作用 更 为 显著 。5 mM Cd ? + 可 使 光 系 统 开 放 氧 
活性 抑制 $ 3 %。 Cd ?+ 使 叶绿体 的 D CI 了 P 光 还 原 活性 降低 ! BYES HSB 

抑制 。 加 入 光 系 统 工 人工 电 子供 体 DP Ca NH o OH 并 不 能 使 被 抑制 的 活性 恢 

复 ， 我 们 认为 C ds + 除 作用 于 光 系统 工 氧 化 例外 。 还 可 能 直接 作用 于 光 系 统 开 
反应 中 心 。 

不 同 波 度 的 Cd + 处 理 后 ， 叶 绿 体 全 电子 链 的 电子 传递 活性 比 放 氧 活性 的 
降低 速率 快 。 这 了 暗示 着 光 系 统 开 氧化 侧 不 是 C d 2 + 唯一 的 作用 部 位 ， 在 光 系 统 

工 与 光 系统 工 癌 的 电子 传递 链 上 还 存在 一 个 对 Cd zt+ 敏 感 的 部 位 。 

低温 《一 9 6C) 菊 光 发 射 光谱 表明 ，C d ?+ 使 叶绿体 的 F 6 86 / 

FT 36RF696/F7 3 6 With MI, Ca :+ 还 使 叶绿体 的 低温 

C—19 6 UC 1) 荧光 激发 光谱 的 F48 O/F 43 6M TBs RAR 

9 0 



收 光谱 变 子 。 

mmh SDS—PAGESRRYB, Cd? tha, HRAAKBAR PER 

EARRAWLH C-IMMARRAM RRR CRAP LH C 一 工 总 量 减少 。 

进一步 用 梯度 胶 分 析 叶 绿 体 囊 体 膜 的 IR GL, BUC d + + 使 属 FIHC - se Bub, 
Ca? + 引起 了 工 HC 一 了 的 副 折 分 本 或 它 本 自 的 解 蕊 通过 比较 Cd °F RM 9? ASE RP 

7A, BAW Ci? ++ 使 激 发 能 不 利于 向 光 系 统 工 分配 ， 从 而 破坏 了 两 个 光 系统 的 
协调 合作 。 这 或 许 是 导致 P S 开 电子 传递 活性 显著 降低 的 因素 之 一 。 

我 们 的 结果 表明 。 Cd? ”对 光合 作用 的 抑制 是 多 方面 的 ， 抽 制 部 位 是 多 点 的 。 

植物 组 织 培养 中 形态 发 生 的 作用 光谱 
SRE KBR BH 

(REX WBR) 

KBAR AEE WHR) 

宋 庆 梅 (复旦 大 学 材料 所 ) 

我 们 用 复 且 天 学 材料 万 特制 的 荧光 灯 ， 研 究 了 不 同 波 长 的 光 及 其 强度 在 烟草 叶 

AA 培养 中 对 烟草 叶片 上 不定 芽 的 诱导 和 愈 伤 组 织 生 长 的 影响 。 荧光 灯 有 6 种 ， 编 

号 分 别 为 UV_、BI、GR、YILI、RI、R 2。 平 均 波长 为 : 3.5 0 mm、 

453nm 530nm、 584nm、610nm、653 nm。 半 宽 在 50 

om 有 以内。 实验 材料 受到 的 辐 照度 《单位 为 muw Acm ? ) 由 经 过 改装 的 热电 偶 功 率 

计 测 量 ， 各 种 光 下 不 同 光 强 处 理 均 有 6 组， 每 组 至 少 用 工 2 片 外 植 体 作为 统计 。 光 

FR RY A HE 2 小时。 培养 基 除 UV 灯 为 M 信 + 2m geA16BA+0。2mgA! 

NAA, KAM S+ 0, 5mg/Yt GBA+0, ODimgmg/Yit NAA, 

养 时 间 均 为 三 周 。 

实验 结果 表明 。 在 低 辐 照 度 下 。 不 定 芽 数 及 愈 伤 组织 鲜 重 随 着 光 强 的 增 大 而 增 
Im, 当 辐 照 度 超过 某 一 值 时 。 生 物 量 ( 芽 数 及 愈 伤 组 织 鲜 重 ) 却 随 着 光 强 的 增 大 而 

减少 。 Uv. BL, GR. Le R 2 各 灯 的 最 大 生物 量 分 别 在 0. 4 2 mw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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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5mowAmazsz 1, s0mw/M*? 0, 7 5 mw f/m? 

0 1 8mw Am? kB), FUR KA 6 1 0 nm AGE RE 2, 4:0 2m Am? 

It AE Oy TA Se AB 趋势 。 

Hh SATA GAR FAN AB SE SO We ty AE BS MT GE, 得 到 各 灯 的 不 

定 芽 数 及 愈 伤 组 织 的 生长 曲线 ， 以 蓝光 ( 平均 波长 = 4 5 3 nm HEME 
天 信 与 黑 瞳 下 的 生物 量 之 差 作为 标准 ， 各 灯 要 达到 这 个 反应 量 的 5 0 % 所 需要 的 久 
射 光 强 的 倒数 对 波长 作 图 ， 得 到 不 定 全 诱 导 及 愈 伤 组 织 生长 的 作用 光谱 ， 由 作用 光 
谱 可 见 ， 光 及 应 是 蓝光 效应 。 即 平均 波长 为 4 5 3 nm 的 蓝光 效果 最 好 。 

PAE IGS RT OR, WOT RRP Oe 
HPI, RETLRORK, KREKKERGALKED RE RRAOR - 
收 ， 这 与 作用 光谱 的 结果 是 基本 一 致 的 。 

满江红 鱼 腥 菠 (Anabaena az0l11ae) 和 

满江红 {Azolla imbricata Roxb Nakal) © 

FE AE HEE AYE HB) 28 ed PR ae 

光谱 及 荧光 光谱 的 研究 
宋 云 MAB AEE ERE: KB Ses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公安 部 第 二 研究 所 北京 ) 

常规 测定 光谱 的 方法 〈 包括 测 叶绿体 。 苔 类 、 微 生 移 以 及 其 它 一 些 细 胸 器 等 汇 
将 要 测 成 份 通过 各 种 方法 提取 出 来 ， 凶 成 悬 液 ， 在 分 光 光 度 计 上 进行 测定 ， 芝 二 塘 
落 只 能 测定 悬 液 中 所 含 成 份 的 总 体 情 况 ， TARO Re eH, Pe 
个 细胞 也 有 新 、 老 的 差异 以 及 个 体 之 加 不 同 ， 这 样 就 无 法 分 析 了 ， 我 们 用 滚 层 共 离 
WLR RLSM, REEUNT VA BRAT LAME, 测 
定时 我 们 选择 了 不 同 大 小 的 JHA, 

从 吸收 光谱 看 ， 各 种 色素 的 吸收 巍 与 常规 的 测定 方法 所 测 得 的 位 置 基本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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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a 在 435 和 567 Came, 类 胡萝卜 素 4 9 0 nm 左右 RARE 

.57 0 wm 左右 ， 薄 兰 素 在 6 2 0 nm 左右。 然而 在 营养 胞 与 异型 胞 之 癌 江 # 在 着 

明显 的 差别、 在 营养 胞 中 所 含 莹 胆 索 的 比例 要 比 异 型 胞 中 的 高 ， 而 在 异型 胞 中 主 

要 含有 叶绿素 a， 而 辅助 色素 . 熙 胆 素 却 很 少 ， 用 较 小 的 光 阔 测定 表明 ， 在 营养 
HAD 胞 中 相对 吸收 是 不 均一 的 ， 不 同 部 位 是 不 同 的 ， 特 是 在 比较 老 的 异型 胞 
中 。 色 陛 主要 集中 在 某 一 部 位 ， 多 数 为 集中 在 细胞 的 中 央 ， 而 其 它 部 位 光 吸 收 很 

低 ， 甚 至 没有 吸收 。 HARA MN 吸收 波 长 也 稍 有 位 移 。 分 析 这 是 由 于 在 不 

同 部 位 色素 的 组 成 成 份 会 有 一 定 差异 
WTKR AN 毛细 胞 一 般 为 二 个 细胞 组 成 ， 内 有 丰富 的 线粒体， 被 认为 

是 在 代谢 中 起 传递 作用 。 这 两 种 细胞 也 表现 为 不 同 的 光 有 吸收 。 毛 细胞 头 部 细胞 分 

别 在 430nm、 470nm 和 4390mm 处 有 了 豚 收 峰 ， 

， 它 们 分 别 是 C4 1 a Cat, 5 和 类 胡 

葛 下 素 的 吸收 峰 ， 而 在 毛细 胞 的 基部 细胞 中 ，43 0 mm、47 0 nm 和 

490 em 处 只 有 小 的 吸收 峰 ， 说 明 在 基部 细胞 中 CA lal Ch i b mA 

下 素 的 含量 很 小 ， 几 乎 没有 什么 吸收 。 这 可 能 是 在 长 期 的 进化 过 程 中 ， 毛 细胞 已 

经 特 化 成 为 萍 蕊 之 加 代谢 物 的 传递 细胞 ， 主 要 行 吏 传递 作用 。 而 基部 细胞 比 头 部 

细胞 特 化 的 更 强 ， 其 中 的 光合 作用 已 经 很 少 进行 。 而 头 部 细 脑 还 含有 一 定 的 光合 
色素 ，。 还 可 进行 光合 作用 。 但 比 起 萍 的 叶肉 细胞 和 洛 细胞 还 是 要 微弱 得 多 。 总 的 
TREN PRAM NO, BPE 体 细胞 

BAGG FFE We a SFB a CIDR = AG SL A EH 1 BHR TERE th 
看 ， 它 们 在 了 OPH AN MHLBERER, BKAEBHABRK, HUBRMBAT 
1 .0 未 测定 时 间 ， 测 定点 为 2 0 个 。 结 果 积 分 值 分 别 为 : 基 邵 毛细 胞 。， 4025; 
KBB, 4952, 异型 胞 ，9 8 了 9 BH, 1238 8。 从 这 些 数据 

可 以 着 出 ， 色 素 含量 最 高 的 是 营养 胞 ， 其 次 是 异型 胸 ， 而 毛细 胞 所 含 色素 要 低 一 

fi, 转 别 是 基部 毛细 胞 色素 含量 最 低 。 这 更 进一步 证 明 营 养 胞 主要 是 经 营 光 合作 

用 的 场所 ， 而 异型 胸 次 之 ， 头 部 毛细 胞 也 可 进行 一 定 的 光合 作用 ， 而 基部 毛细 胞 

还 要 低 于 头 部 毛细 胞 。 

从 室温 荧光 发 射 光 谱 泪 。 营 养 胸 有 三 个 峰 ， 分 别 E5 VO nm, 6600m 

和 606080nm 处 590M 66 OnmRRIRHM, 68 On mBRKRAIN 

峰 ， 而 异型 胞 有 二 个 峰 和 一 个 肩 。 而 这 两 个 峰 也 明显 比 营养 胞 的 低 。 这 也 说 明 异 

型 胞 PRED, 系统 工 活力 也 很 低 。 此 结果 与 有 关 报 导 有 所 不 同 ， 有 关 报 导 说 
异型 胞 中 缺乏 系统 工 。 本 冬 验 结果 证 明 在 异型 胞 还 存在 微弱 P SIM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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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毛细 胞 的 缆 光 发 射 光 谱 看 ， 在 6 8 0 nm 处 有 一 人 小峰， 而 缺乏 疗 胆 素 的 发 射 峰 。 

这 说 明 在 头 部 毛细 胞 和 基部 毛细 胞 中 也 有 少量 的 P S 工 活性 。 

UN: VA 显 微 分 光 光 放 , 计 对 细胞 学 研究 是 一 有 力 工具 。 可 以 对 细胞 进行 单 细 

胞 分 析 。 排 除了 细胞 之 同 差异 的 干扰 ， 可 以 对 细胞 进行 不 同 层次 的 分 析 ， 排 除 溶液 

系统 的 于 扰 。 这 样 为 细胞 的 研究 提供 了 一 个 更 方便 更 准确 的 方法 。 

。:; 北京 大 学 生物 系 生命 科学 研究 中 心 。 
oe;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北 京 。 

菠菜 、 水 稻 叶 绿 体 DNA 的 分 离 与 纯化 
sie RY RAM EE 
LAE Bi wo LAH 

HOALLSEM SRY A HH PHH 9 5% 以 上 ， 但 目前 大 田 作物 
光 能 利用 效率 很 低 约 TI 一 2 %， 可 以 预料 人 们 在 掌握 和 控制 了 光合 作用 光 能 转化 
效率 之 后 ， 将 会 对 农 作 货 产量 大 幅度 提高 具有 深远 的 影响 ， 在 光合 作用 研究 机 理 
及 叶绿体 分 子 生物 学 研究 的 基础 上 ， 通 过 基因 工程 的 手段 ， 改 造作 物 沦 合作 用 特 
性 ， 将 培育 出 高 光合 效率 及 高 产 的 农 作 驳 新 品种 。 模 似 光合 作用 高 效 吸 能 ， 传 能 
和 转 能 效率 ， 可 以 研制 高 效 的 光 能 转换 器 ， 摸 似 光 合作 用 在 常温 常 压 下 ， 用 可 见 
光 推动 ， 使 水 裂解 制 氢 ，、 开 尽 太 阳 能 利用 的 新 途径 。 

在 我 们 的 实验 中 ， 首 先 从 菠菜 着 手 ， 从 菠菜 叶绿体 中 提取 了 叶绿体 D NA 
(简称 。 + DNA )， 我 们 比较 了 各 种 不 同 提取 叶绿体 D NAM AE, BAR 
文献 及 我 们 实验 目前 所 具备 的 条 件 提出 了 提取 叶绿体 D N A 的 最 佳 方案 ， 并 经 琼 
Te BEBE WCE 化 和 C scl 梯度 离心 纯化 都 获得 纯度 较 高 的 叶绿体 DNA， 
A260-A280 比 值 都 在 1.7 0 左右 A260/A2 80 比 值 都 在 

1, 9 0 左右 ，Cs。。 1 梯度 离心 测 得 菠菜 叶绿体 D NA 的 浮力 密度 为 
1, 690 9 了 cm- 3， 与 文献 报道 结果 相近 、 毛 提取 的 叶绿体 DN A 初 步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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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性 内 切 酶 酶 切 分 析 ， 都 可 被 完全 消化 。 在 蔬菜 作为 材料 的 实验 基础 上 ， 我 们 又 
从 水 稻 时 绿 体 中 提取 了 叶绿体 DNA ， 普 建立 了 提取 水 稻 叶 绿 体 DN A 的 最 佳 方 
法 ， 水 稻 叶 绿 体 DNA 的 提取 是 比较 困难 的 ， 这 也 是 目前 对 水 稻 叶 绿 体 DNA 上 

的 基因 绷 构 与 功能 研究 比较 少 的 主要 原因 。 提 取水 稻 叶 绿 体 DNA 首先 要 提取 出 
完整 而 又 无 细胞 核 与 线粒体 污染 的 纯 的 叶绿体 ， 水 稻 叶 片 由 于 其 细胞 壁 的 严重 硅 
质 化 和 加 厚 ， 这 给 提取 水 稻 叶 绿 体 D NA 增加 了 困难 ， 而 且 得 率 不 高 ， 我 们 比较 
.了 日 常常 用 的 叶绿体 D N A 的 提取 方法 再 结合 水 稻 材 料 本 身 特 点 。 经 过 改造 ， 奸 
UTES 从 水 稻 中 提取 叶绿体 D N A 的 最 佳 方法 ， 它 在 纯度 和 得 率 方面 都 得 到 
较为 满意 的 结果 。 我 们 提取 关键 的 问题 是 在 于 在 无 水 冷冻 条 件 下 提取 叶绿体 ， 
间 用 梯度 离心 纯化 叶绿体 ， 并 进一步 从 纯化 叶 绿 中 提取 叶绿体 D NA ， 结 合 水 稻 
材料 的 培养 条 件 与 要 求 ， 我 们 建立 了 提取 叶绿体 D NA 的 最 佳 方案 WAR 

法 也 适用 于 许多 类 似 于 水 稻 以 外 的 其 它 材料 ， 我 们 将 此 法 为 “无 水 法 ” ， 因此， 
”我 们 改进 建立 的 这 两 种 叶绿体 D N A 提取 方法 ， 将 分 别 适 用 于 不 同类 型 的 植物 材 
oH, ein 

紫外 光 辐 射 对 陆 生 蓝藻 N flagellilforme 

固氮 作用 的 影响 
PIER ERK 

CHR ASR 植物 研究 所 北京 ) 

。 自然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 内 蒙 及 宁夏 等 芒 漠 半 荒 漠 地 带 的 陆 生 蓝藻 N。 

flagelliforme, CHER, 其 蒙 丝 包 于 胶 质 海 编 状 细微 结构 的 共 畏 内 ， 

以 相当 高 的 持 水 力 适 应 干旱 和 强烈 的 日 光 暴 晒 的 着 和 环境 。 王 燥 或 重新 吸水 后 的 

藻 体 在 紫外 光照 射 2 小 时 后 仍 可 维持 其 正当 固氮 酶 活性 的 6 0% 左 右 。 甚 至 于 燥 

或 吸水 后 照射 2 《4 小时， 分别 能 维持 固氮 活性 6 0 % 和 2 0%。 紫 外 光 辐 射 调 节 

的 类 黄酮 生物 合成 ， 又 仅 过 来 吸收 紫外 光 。 从 而 对 其 杀伤 和 押 制 藻 体 的 某 些 生理 

生 化 过 程 起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保护 作用 ， 这 可 能 是 这 种 蓝藻 抗 紫外 光 辐 射 机 能 的 一 种 

生化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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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HGCA ES BE, 

积累 和 作用 
wR MUR 

(东北 师 大 生物 系 ) 

对 6 个 栽培 大豆 品 种 (GIyernre Max(I Merr ID) 的 叶片 光合 速率 和 

淀粉 含量 及 其 在 丕 同 组 织 细胞 中 的 积累 动用 所 做 的 测定 和 分 析 表 明 : 

大 豆 叶 片 的 比 叶 重 呈 明 显 的 昼夜 变化 ， 从 早晨 8 点 的 最 低 值 随 光照 增强 而 上 

Ht, 下 午 1 4 一 16 时 达 最 高 值 ， 以 后 随 光 强 减弱 及 夜 晚 的 到 来 而 下 降 ， 对 叶片 演 

粉 含量 的 测定 证 明 比 叶 重 的 变化 主要 是 由 淀粉 含量 的 变化 引起 的 ， 其 日 进程 泊 比 叶 

重 的 日 进程 相似 。 
大 豆 叶 片 顶 栏 细胞 一 般 为 两 屋 ， 但 某 些 新 品种 及 高 产品 种 叶片 中 原来 的 两 层 栅 

栏 细胞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都 可 能 分 Oh 形成 了 或 《 层 栅栏 细胞 ， 而 淀粉 的 积累 和 动用 在 

这 些 细胞 中 旺 较 严 格 的 区 隔 化 (Departimenfatifon) 和 昼夜 及 季节 变化 。 

其 中 中 上 层 成 熟 叶片 中 第 一 层 栅栏 细胞 始终 处 于 明显 的 白天 积累 淀粉 而 夜 则 动用 的 

KA, TE 2 层 栅栏 细胞 及 海 编组 织 则 白天 积累 的 淀粉 夜晚 很 少 动用 而 长 期 积累 。 

这 种 区 隔 化 现象 在 幼 嫩 叶片 不 明显 ， 随 着 叶片 长 成 而 表现 显著 ， 随 着 叶片 衰老 其 区 

隔 化 作用 又 趋 于 消失 ， 即 第 2 层 栅栏 细胞 及 海 编组 织 长 期 贮存 的 淀 粉 在 叶片 衰老 前 

全 部 动 用 出 去 。 叶 片 中 这 种 区 隔 化 作用 可 以 通过 细胞 分 裂 传 给 予 细胞 从 而 使 子 代 细 

胞 在 淀 粉 积累 动用 的 特性 上 与 其 分 裂 前 的 母 细胞 一 样 了 
生育 期 未 同 叶片 的 光合 速率 和 淀粉 的 区 隔 化 程度 亦 不 同 ， 但 两 者 均 表现 相似 的 

Me, Maw CV 2 一 V 3 ) 光 合 开始 逐渐 上 升 ， 至 盛 花期 达到 高 峰 ， 而 此 时 演 

粉 区 隔 化 也 表现 明显 。 以 后 各 期 中 光合 速率 可 保持 在 较 高 水 平 上 进行 ， 在 鼓 粒 后 期 

便 开 始 逐 渐 下 降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在 叶片 变 黄 前 2 一 83 天， 叶片 的 光合 速率 出 现 嘛 

发 ” 式 的 升 高 ， 维持 I 一 2 天 后 迅速 下 降 。 接 着 就 是 叶片 变 黄 。 此 光合 速率 的 天 高 

现象 与 叶片 中 区 隔 化 消失 的 时 期 相近 。 这 意味 着 第 2 AER BARRY 

淀粉 对 细胞 的 光合 活性 有 挤 制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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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D ES RAE 
Jat HE 

CPA DEK FH 
农用 光 生 物 学 是 近年 来 发 展 起 来 的 农用 新 学 科 ， 而 光 生 物 农 用 技术 已 被 看 作 是 

“有 机 农业 ”新 技术 标志 之 一 ， 它 和 农业 化 学 、 生 态 学 汞 列 ， 成 为 影响 农业 发 展 的 
三 大 重要 科学 技术 。 这 不 仅 因 为 它 所 研究 和 开发 的 对 象 是 建立 在 生物 资源 可 循环 基 

础 上 的 生物 体 ， 太 阳 能 资 源 利 用 ， 而 且 还 因为 它 对 解决 粮食 、 能源 环境 和 健康 等 

问题 能 发 挥 重 要 的 作用 ， 兹 显示 了 许多 诱 人 的 前 景 。 
从 资料 上 上 看， 目前 国外 对 农业 光 生 均 学 与 其 技术 研究 ， 仍 处 于 零散 的 效应 试验 

阶段 ， 对 于 与 推广 应 用 有 关 的 技术 和 条 件 的 报导 甚 少 。 在 加 拿 大 ， 北 美和 南美 洲 山 
区 用 叶绿素 荧光 技术 培育 出 耐寒 玉米 群体 美 苏 等 国 研究 出 紫色 薄膜 对 茄子 增 有 六， 

~¢ERRREER, VERMA AA 高 光 效 和 其 他 理想 性 状 的 基因 转移 到 另 一 品 

种 中 去 ， 以 增强 光合 效率 ， 大 幅度 地 提高 产量 

我 们 在 研究 作物 光 能 利用 ， 光 合作 用 和 光 生 物 学 基本 光 物 理 过 程 的 同时 ，。 利 用 
光 生 物 技 术 ， 结 合 粮 豆 菜 增产 做 了 大 量 的 研究 和 示范 推广 工作 ， 如 增加 冠 站 林木 下 

生长 的 多 年 生 阴 生 植 物 的 光 照 强度 ， 通过 遗 萌 棚 式 结构 和 光谱 光 质 的 改善 ， 对 于 长 

白山 地 区 的 人 参 生 长 光 能 条 件 ， 做 了 多 方面 工作 ， 使 人 参 作物 得 到 增产 。 仅 长 白衣 
鲜 族 自治 州 的 一 个 县 一 丸 八 六 年 人 参 增产 达 5 0 余 万 公斤 ， 创 收益 达 千 万 余 元 。 根 

据 不 同 果 菜 和 叶 彝 交 人 和 萝 生长 过 程 中 ， 对 不 同 光 质 有 不同 要 求 ， 我 们 研制 出 一 种 促进 

KEE 长 的 光 助 素 ， 经 吉林 、 辽 宁 、 山 东 等 地 试用 ， 效 果 良 好 。 间 对 某 些 营养 成 分 ， 

如 维生素 和 多 种 氨基 酸 均 有 不 同 的 增值 效应 。 又 将 生 驳 和 有 机 大 分 子 发 光 材 料 混 进 

A 和 地 膜 趾 去。 以 获得 光 转 换 落 膜 用 于 农业 生产 ， 也 取得 了 明显 地 增产 效果 。 总 
之 ， 农 用 光 生 物 学 对 于 促进 和 发 展 农业 生产 潜力 很 大 ， 而 且 光 生物 学 技术 是 种 无 污 

染 ， 无 公害 ， 不 耗 能 源 的 新 技术 。 

光 生 物 学 农用 技术 是 以 光合 作用 能 量 利用 。 光 谱 光 质 技 术 、 光 形态 建成 原理 。 
光 生 物 学 量子 效应 等 为 基础 的 一 门 跨 学 科 理 论 ， 以 基础 光电 子 转移 和 动力 学 过 程 为 

解释 依据 ， 这 方面 的 有 关 激 子 扩散 理论 和 相 于 能 最 效应 等 机 制 和 模型 尚 在 探索 研究 
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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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 作用 中 天 线 与 中 心 色素 分 子 间 的 
相干 能 量 转移 机 制 的 探讨 

Be MRE 
(中 国 料 学 院 长 春 物理 所 ) 

综合 国内 外 光合 作用 申 光 能 吸收 、 传 递 与 转换 的 最 近 研究 成 果 ， 我 们 提出 了 
光合 作用 中 天 线 与 中 心 色素 分 子 回 的 相干 能 量 转 移 模型 。 视 R C 周 围 分 子 成 点 阵 
排列 ， 利 用 周期 性 边界 条 件 及 相干 与 非 相 干 激 子 运动 理论 ， 建 立 了 以 初始 激发 分 
子 为 顶点 、 初 始 激 发 分 子 同 中 心 分 子 连 线 为 轴线 、 激 子 波 矢 开 为 母线 的 园 锥 立体 

iQ, RAK, HFA + 等 为 参量 的 能 量 传递 速率 方程 。 由 于 激 子 波 矢 必 在 空 
阿 各 方位 上 的 分 布 几率 一 致 ， 仅 设 Q 三 元 内 的 激 子 迁移 为 类 波 式 。 其 余 激 子 的 天 
部 分 则 因 其 相干 时 则 相对 短 于 运动 至 RC 的 时 间 ， 而 被 视 为 扩散 迁移 。 MERE 
迁移 的 群 速 近似 为 : 

2Ba7e 

RA Ht HALE GT PRR 理论 拟 合 ij 计算， 二 者 符合 较 好 ， 
采用 相干 激 子 理论 模型 及 计算 ， 讨 论 光合 作用 能 量 过 程 尚 有 当 论 ， 便 它 能 “ 

有 助 于 从 本 质 上 了 解 该 能 量 过 程 。 ave 



人 参 高 光 能 利用 理论 研 络 
UM MEME 

(中 国 科学 院 长 春 物理 所 ) 
阴 生 植物 一 人 参 需 光 很 独特 。 它 惧怕 直射 强 光 ， 喜 欢 散 射 光 。 因 此 适宜 的 

光照 ， 有 利于 提高 其 光合 作用 。 高 效 利用 光 能 。 本 工作 从 光合 速率 概念 出 发 ， 
用 理论 分 析 方 法 给 出 饱 合 光 强 与 最 大 光合 速率 之 回 的 关系 及 其 膜 透 射 率 的 理论 
公式 ， 并 对 五 年 生 人 参 膜 进 行 了 具体 计 和 ”给 出 的 结果 与 实验 比较 符合 。 

这 里 指 的 最 大 光合 速率 是 : 考虑 了 光照 强度 与 光合 速率 的 关系 ， 将 其 它 因 
素 视 为 独立 的 不 变量 。 这 样 ， 最 大 光合 速率 Gm CCogg/S, Cm? ¥# 

MMAR Im (1 ex)。( 如 图 工 ) 外 界 光 透 过 膜 后 ， 被 人 参 时 片 

吸收 并 传递 到 反应 中 心 ， 其 中 每 
一 步 都 伴随 着 能 量 损失 。( 如 图 
2) 首先 是 膜 的 吸收 ， 设 吸收 系 

数 为 5c， 透 射 系数 T = I 一 ca. 
其 次 ， 人 参 叶片 的 反射 、 透 射 
RR, BH RAAB | 

图 1。 光 照 强度 工 与 光合 速率 G 的 关系 no, Hk, tH Bi tT Bee 

曲线 量 传 遂 的 几率 也 是 有 限 的 。 为 计 
My 算 这 种 传递 几率 ， 我 们 建立 了 一 

hii ARB, BRA 2 企 色 素 分 
oN 子 ， 一 个 处 于 吸收 光 能 后 的 激发 

态 。 另 一 个 处 于 基态 。 色 素 分 子 

9 经 过 一 次 传递 后 ， 光 能 便 被 反应 
中 心 俘获 《 因为 色素 分 子 吸收 光 

图 2。 太 阳光 路 途径 th, 都 趋向 于 向 反应 中 心 传递 。 
因此 这 种 假设 是 可 行 的 )。 这 样 。 由 量子 理论 可 以 导出 光子 的 吸收 ， 自 发 辐射 
几率 分 别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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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 

ea Pe ae eee Oi er Pig ey clus gees (1) 

3h ® 

4e?wi a 

sig? acl ia ea ( 2) 

Zhe 

SH, RATER “ HORA T Co RARER 

roy, READE —M RAH oe, BD; 

ro J= 1 “人 € 3) 

近似 取 Sa FR A: 

2 

bo Crd= ets ee ca? 
fan a.g/ 2 

3 1 : 

bir d= 人 
4m (2a)3A 2 

其 中 a WRB, Ha= 0. 529A, 将 (3)、(4)、(5) 式 代入 

C1), C2) 两 式 得 色素 分 子 的 能 量 传递 几率 为 ; 
ae Se Sg 

8192 jTi2¢ 4w3aé4 

= (——__? Iq ) 

§ 9049 h3_3 

BUEGHDH, RNA ZHI nm 与 Gm ZMWHKR, MKEABRAG aM, 

可 知 对 应 吸收 C 。; 的 个 数 ， 再 根据 每 吸收 1 个 C 。2? 需 8 个 光量 子 参与 反应 。 可 

得 总 需 光子 数 为 ; 

P (个 光 了 [AS .cme)= 1, 096x1022Gm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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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 得 到 人 参 时 片 应 吸收 的 光 能 量 . 

a) oc 

es 685x10@% (w ) hw m(w )dw 

FER D Cw > 为 光 见 度 函 数 ，m Cw > ARAL R MI ERNE, Ma 
推出 Ha RII HH 

Po 

县 
52 

Ne ; 3.7 5x 1023 etek: 
= stent eee ma Lanes dw 

bs Rigi) Bie O w 

ee PAA UA (9) 

` 假设 膜 外 总 光照 强度 为 工 总 (Le x), WHEN KH, 

下 TS 下 着 

a went: co 好 (Co ) 

Fe Gin 1/2 | ™—— m WW dw 

€C1l-ay- 02 dip O w 

下 (10) 

到 此 ， 我 们 从 理论 上 导出 了 饱和 光 强 I m 与 最 大 光合 速率 Gm 的 关系 式 及 膜 的 透 
射 率 T 的 数学 表达 式 。 下 面 对 (9)、(10) 两 式 进行 讨论 ; 

《1) 上 面 (9)、(410) 两 式 中 不 含 人 参 作物 的 特征 量 。 因 此 满足 图 2 
情形 的 作物 都 适用 于 (9 )、(1 0 ) 两 式 ， 包括 地 膜 情 形 ， 只 是 保证 此 时 苗 还 

没有 透 出 地 腊 。 对 无 膜 情形 ， 只 需 设 T= 1。， 得 到 Im = 工 总 。( 9 ) 式 仍然 适 
用 。 

《2 ) 关 系 式 (9) 中 ImaGmIA2 是 指 光 照 强度 工 生 工 m 时 成 立 ， 当 

I>Im WARY, 
(3 RNRKAWK THEA RR RM mB ey = 1, 8x 105 

le x, NMHEAEASS: Wn 7='8%, p= 6%, Gm= 9 5COgmg/ 

hedm? BHANS HRM CWB 3 )。 可 算出 膜 的 透射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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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 2% 这 个 数值 与 我 们 在 长 白山 参 场 多 年 摸索 的 结果 相 财 合 ， 反 过 来 ， 也 . 
给 我 们 的 实际 工 值 找到 了 理论 依据。 另外， 对 于 其 它 不 同年 生 的 人 参 ， 其 膜 的 透射 
率 都 可 如 尼 计 算 。 

if 

入 
fouo sooo (A) 

光 质 对 大 豆 类 圳 体 膜 成 分 和 

功能 影 啊 的 研究 
刘 立 使 ” 唐 树 延 

(中 国 科 学 院 长 春 物理 研究 所 ) 

光 是 调节 植 驳 代 谢 的 基本 因素 之 一 ， 利 用 不 同 光 质 的 影响 是 研究 植物 光合 作用 
形态 建成 及 生理 代谢 等 方面 的 重要 手段 。 为 探讨 大 豆 生 长 及 其 类 面体 膜 的 发 育 与 光 、 
光 质 的 相互 关系 ， 我 们 设计 了 红 光 、 兰 光 、 绿 光 、 白 光 a EMRE, 
对 生长 在 同等 光 强 ( 5 0 ug Am 2 。。) 这 六 种 光 条 件 下 盆 裁 天 豆 的 生理 性 状 

Je JERK 膜 的 结构 和 功能 及 光谱 特性 进行 了 测定 和 分 析 、 结 果 表 明 
1, 红 光 诱导 大 豆 具 有 阴 生 植物 的 特点 ， 兰 光 诱 导 大 豆 具 有 阳 生 植物 的 特点 。 

生长 在 红 光 下 较 兰 光 下 的 大 豆 具 有 较 高 的 叶绿素 含量 ， 较 低 的 叶绿素 a /8 值 ， 较 : 
多 的 捕 光 色素 2 覃 C 含 量 ， 较 少 的 光 系 统 工 反应 中 心 CP a 和 光 系 统 工 的 叶绿素 含 

量 。 兰 光 下 的 天 豆 光 系统 工 叶绿素 含量 相对 较 高 ， 电 子 传递 速率 和 叶片 光合 速率 均 
较 高 。 绿 光 下 大 豆 类 讲 体 膜 的 发 育 是 较 弱 的 ， 叶绿素 含量 和 光合 速率 较 低 。 

2 ， 低 强度 的 复合 光 (《 白光 ， 红 兰 光 和 红 兰 绿 光 ) 和 红 光 一 样 诱导 大 豆 具 有 阴 
生 植 驳 的 特点 ， 复 合 光 下 的 大 豆 关 慢 林 膜 较 兰 光 下 的 类 帮 体 膜 有 较 高 的 叶绿素 含量 。 
较 低 的 Ch 1 a 5 值 ， 较 高 的 光 系 统 工 叶绿素 含量 和 较 低 的 光 系 统 工 叶 绿 吉 含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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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兰 光 的 组 合照 射 相对 有 利 子 大 豆 类 课 体 膜 的 发 育 。 在 此 基 而 上 增加 绿 光 ， 并 未 

最 示 出 增加 光谱 范围 的 优越 性 。 
3 .不 同 光 质 下 大 豆 类 春 体 膜 吸收 光谱 、 荧 光 光 谱 和 咯 曼 光谱 的 测定 ， 进 一 : 

步 肯定 了 以 上 的 结论 。 复 合 光 下 较 单质 光 下 的 类 奢 体 膜 利用 红 区 能 量 的 能 力 强 ， 
红 光 较 兰 光 和 绿 光 更 有 利于 C ht om eM, RAG MAE PK WAM P ST 
《CE682) 的 荧光 发 射 较 强 ， 兰 光 和 绿 光 下 的 类 襄 体 膜 PSI CFT 35) 的 

光 发 射 较 强 。 大 豆 类 训 体 膜 的 计 绿 素 分 子 喇 曼 光 谱 十 分 丰富 ， 可 分 三 个 振动 活 
性 区 段 ， 红 光 下 类 赛 体 膜 的 叶绿素 中 啉 环 C= Cit C= N 键 的 喇 曼 谱 较 强 。 

Me BEY AK a PIB A pipe 和 ae 
体 膜 发 育 的 机制， 尚 在 探讨 之 中 。 

光 质 对 即 、Capsulata 了 的 光 放 氢 活 性 的 效应 
本 

(浙江 大 学 生命 科学 研究 室 ) 

光合 细菌 的 光 放 氢 活 性 是 固氮 酶 的 一 种 功能 。 以 往 ， 人 们 只 注意 到 光 强 对 固 
氮 酶 的 合成 与 活性 ， 和 对 光 放 委 能 力 的 影响 ， 尚 未 有 过 关于 光 质 效应 的 报导。 

”我们 研究 了 个 氮 染 料 活性 艳 红 x - 3 B 对 匡 膜 红 假 单 匈 菌 N 3 
CRhodobsendomoanas Capsulala N3I) 的 光 放 氢 活 性 的 效应 。 

SN 3 生长 在 含 o Pom 10p pm, 107 ppmR10 sp 户 呈 染料 的 培养 液 内 村， 菌 

体毛 接 弱 的 白光 强度 从 7 50016 x, BAI 40071 nm xi 其 中 的 红 光 比重 当然 是 

递增 的 。 实验 结果 说 明 N 3 的 光 放 氢 活 性 随 染料 浓度 的 升 高 而 增强 ， 108 ppm 

组 达到 对 照 组 的 3 一 《4 信 ， 但 各 组 菌 体内 的 AT P 水 平 却 维持 在 一 个 相对 稳定 的 

水 平 ， 在 相应 强 麻 的 白光 下 ，N 3 的 放 氢 活性 和 细胞 内 的 AT P 水 平 又 都 是 随 着 

光 强 的 递减 而 减弱 的 。 
长 期 生长 在 含 1 0 。p m 染 料 的 培养 液 内 的 功 体 在 相同 的 自 光 强度 下 ， 其 

放 氢 活性 类 对 照 组 很 接近 ， 而 在 含 1 0 ° > pm 染料 的 培养 液 或 染料 水 浴 中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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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HA ARR, MSE WAR TH 3 一 4 信 。 另 外， 如 都 用 

白光 黑 射 时 ， 不 论 馈 一 组 处 理 。 在 强 光 下 的 放 氢 活性 均 高 于 在 弱 光 下 的 放 氧 活性 。 

以 上 各 实验 结果 说 明光 质 对 N 3 的 放 氮 活性 和 AT P 水 平 具 育 增强 效应 ， 活 

fk Gj x— 3B 主要 起 光 质 的 过 就 作用 ，。 其 本 身 对 莱 膜 红 假 单 询 ' 菌 N 3 的 化 学 作用 

是 很 不 FAB 
光 放 氢 活 性 ，AT P 的 形成 ”利用 及 固氮 酶 的 合成 类 活性 等 等 环节 之 同 的 关 

系 极为 复杂 ， 光 质 对 之 如 何 起 调节 作用 也 是 很 不 清楚 的 ， 我 们 正在 继续 探讨 这 一 
问题 

活体 的 葛 仆 抗坏血酸 氧化 酶 催化 搞 
A i PR AT AG BT DP 38 WY BEI « 

冶 万 勇 

(重庆 大 学 ) 

T DP 即 特定 电磁 辐射 ， 是 由 经 过 特别 选 定 的 多 种 物质 及 其 不 同 存在 状态 的 
组 合 ， 在 一 定 温度 场 作用 下 ， 发 射 0， 2u—5 0 “的 电磁 波 。 该 器 自问 世 以 来 ， 
在 应 用 方面 取得 了 极 大 的 效益 ， 在 基础 理论 方面 ， 且 前 已 深入 到 人 体 ， 动 物 免 疫 

能 力 的 影响 ， 及 动 植 物体 内 代谢 酶 活 隆 的 影响 。 据 报道 ，T D 了 对 水 稻 幼 苗 生 长 

过 程 进 行 处 理 后 ， 能 极 显 著 提 高 其 中 抗坏血酸 氧化 酶 的 活性 ， 本 文 首 次 以 酶 动力 

学 和 分 子 光 谱 的 角度 探讨 T D P 对 酶 活性 的 影响 。 

26, 0UD，PHz 7, 00, TDP WS hp oDHEHARER 

AoD BhrAmRBakmMrmH,A (抗坏血酸 》3 小 时 后 。 三 个 TD PR 处 

WMH 2 A 氧 化 体系 的 V 一 [ S ] HRS 折 物 线 型 ， 偏 离 米 氏 规律 ， 该 曲线 的 上 

升 部 分 符合 米 氏 规律 。 实 验 测 得 参 比 体系 的 最 大 反应 速率 V /m=5, 301% 

10 一 6M。M1in 一 7， 表现 米 氏 常数 K mm = 3 420x%1075M, 

MFR-AoDCTDP9AIFHZ ATO 2 体系 V 4m=5 186%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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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D+H2ACTDPSh )+O2KR, V “m= 5, 8 81x 

107 如 MaMrr K me 3, 359% 10- 5M, R-AODCTDP 
9hY+HZACTDP3hd+O0 okR: Vim=5, 608x10- 6 

MM o-4, K’m=4, 451x40-5M, TDP AM EMU VRRER 
征 吸 收 处 均 降 低 ， 尤 其 在 2 5 5 nm 处 。 与 相似 条 件 下 的 红外 辐射 处 理 的 体系 相 

比较 ，T D P 具 有 丰 同 于 红外 辐射 的 特殊 效应 。 

*# 系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资助 。 莹 重庆 大 学 的 谭 辉 玲 副 教授 ， 中 华 全 国 TDP 

研究 会 副 理 事 长 、 西 南 农业 大 学 杨 大 棋 教 授 指教 ， 特 此 致谢 。 

离 体 的 黄瓜 抗坏血酸 氧化 酶 催化 搞 
坏 血 酸 有 氧 氧化 的 TD 效应 研究 ， 

冯 万 勇 

(重庆 大 学 ) 
T D P 即 特定 电磁 辐射 ， 指 由 经 过 特别 选 定 的 多 种 物质 及 其 不 同 存在 状态 的 

AS, HEME BEAT, RHO, 2 "一 5 04 的 电磁 波 。 该 器 自问 世 以 来 ， 

在 应 用 方面 取得 了 极 大 的 效益 ， 在 基础 理论 方面 ， 目 前 已 深入 到 人 体 ， 动 物 免 疫 
能 力 的 影响 ， 及 动 植物 体内 代谢 酶 活性 的 影响 。 据 报道 ，T D P 对 水 稻 幼 苗 生长 
过 程 进行 处 理 后 。 能 极 显 著 提 高 其 p 抗坏血酸 氧化 酶 的 活性 ， 本 文 首 次 以 酶 动力 

学 和 分 子 光 谱 的 角度 探讨 T D P 对 酶 活性 的 影响 。 
26. 00, PH=7_ 0 Ont, 在 离 体 的 C -~- AD D《 黄 瓜 抗坏血酸 氧化 

BM) 粗 酶 和 H 2? 有 《抗坏血酸 ) 各 处 理 T D P 4 小 时 后 ，。 三 个 T D P 处 理 的 

HA 氧化 反应 的 V-[ S ) 变化 关系 旦 双 曲 线 ， 符 合 米 艳 规律 ， 且 各 处 理 体 系 
的 表现 最 天 反应 速率 V_ 7m He 现 米 氏 常数 K 'm 均 比 参 比 系 低 。 除 f 体系 
[CC 一 AOD+H2ACTDPLA)+O2)] 可 看 成 非 竟 争 性 一 反 竟 争 性 混 人 制 。 

其 它 e。 HACC-AODC(TDP 44 )+H2ZAt0 2gIMaIKk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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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DCTDP4hd+H2ACTDP 44 2+63] 不 能 归 入 常规 抑制 类 型 

属 异 常 现象 。 从 各 -~ 〔 也 ] 变化 关系 看 ，。。， 7 体 芭 属于 不 可 乾 抑 人 制 ，9 属于 
TMM i, TD 了 处 理 的 G- AoD 让 190-? 005im 范 围 的 吸收 均 降 低 。 

把 TD 了 看 成 试剂 RA, iH 如 下 的 反应 机 制 ; 

K 。 k o 

E+S == FES ——s?P+F 

K ff neo 
ER+Se=2 ERS ~——sP+f 

ae 

具有 米 氏 方程 的 形式 : 

R /7o 
V ‘mC S) Ki+tp, CR) 

Ve V /‘m=Vm —_—_—_———, K /m=Ks 

K “m+ S) K #+( RJ 

与 相似 条 件 下 的 红外 辐射 处 理 的 体系 相 比 较 ，T D P 具有 不 同 红外 辐射 的 特 

殊 效 应 。 

“ 奈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资助 。 蒙 重庆 大 学 的 谭 辉 玲 副 教授 ， 中 华 全 国 T D P 研 究 

会 副 理 事 长 ， 西 南 农业 大 学 杨 大 棋 教 授 指教 ， 特 此 致谢 。 

(Nostoc flagelliforme Born etFlah ) 

红色 蛋白 的 初步 分 析 ” 
WMH 〈 北 京 大 学 生物 系 ) 
Emme 〈 清 华 大 学 生物 系 ) 

RRERRERAE, ME, MAPA Sh, Tee, ERR 
6a eM Be RE EO, RAMS AM KES Me eA, 
尚 含有 一 种 红色 和 蛋白。 在 可 见 光 范围 内 其 吸收 高 峰 在 5 1 0 sm， 其 荧光 发 射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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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42nwm。 这些 光学 特性 不 同 于 藻 红 蛋白 ， 也 不 同 于 藻 红 蓝 蛋 白 。 将 此 红色 蛋 

ASUDEA 卫 一 D 卫 5 2 离子 交换 层 析 和 RAM RK 纯化 ,后 进行 了 氨 
基 酸 组 成 ， 园 二 色 人 性 谱 ， 激 光 雷 曼 光 谱 等 等 的 测定 和 分 析 。 实 验 绪 果 表明 。 该 红色 
蛋 自 的 氨基 酸 组 成 由 ， 含 量 较 多 的 是 天 门 冬 氨 酸 、 谷 氨 酸 、 亮 氨 酸 、 苯 丙 氨 酸 和 甘 
QR, 其 售 量 都 占 氨基 酸 总 量 的 9 % 以 上 。 从 园 二 色 人 性 谱 计 算出 ， 此 红色 蛋白 分 子 

结构 中 ，a 螺旋 占 2 7%,， Pwea2 5 。7 % 和 无 规 卷曲 占 47 。 2%, EBS 

光谱 上 ， 强 峰 和 弱 峰 有 9 个 。 最 强 的 峰 代 表 烷 基 吡 咯 ， 其 余 的 峰 各 代表 eA 
MRE BB Beak SR BMRARRS, Mk sews 
OREM, whe 6 A eA ee RS A OA, 其 详细 结构 

“和 生理 功能 尚 待 进一步 研究 

洽 蓝 蛋白 生物 合成 模型 反应 : 

洽 蓝 胆 素 的 硫 醚 键 形成 
易 国良 ” 蒋 丽 金马 爹 石 

(中 国 科学 院 感 光化学 研究 所 北京 ) 
茶 蓝 胆 素 是 蔬 蓝 蛋白 的 发 色 团 ， 蒙 蓝 蛋 白 在 莹 胆 体 内 具有 传递 光 能 的 作用 。 

实验 证 明 ， 当 5 一 氨基 一 《一 氧 一 成 酸 用 红 蔬 Cyanidiom Caldar ium 

, 温 育 ， 细 胞 合成 并 排泄 出 游离 的 藻 蓝 胆 素 5 LI ] ， 因 此 人 们 ne Ba 
胆 素 是 阁 蓝 蛋 白 生 物 合 成 中 的 中 间 体 ， 硫 醚 键 的 形成 可 能 是 色 蛋白 生物 合成 中 的 

最 后 一 步 。 在 营 蓝 蛋白 中 洛 蓝 胆 素 与 蛋白 结合 后 的 结构 是 : 

—HN CH CO 一 
} Goof 

Hs Coo 

= 3 
y: im 人 Ka - 

C 人 H H 



我 好 通过 甲醇 回流 法 世 裂 熙 蓝 蛋 白 得 到 菠 蓝 胆 宗 。 并 进一步 酯 化 为 苔 蓝 胆 

素 二 甲 酷 工 。 用 甲醇 作 洲 剂 ， 氨 水 催化 ， 奉 氮气 保护 和 室温 条 件 下 ， 化 合 物 世 
和 球 基 乙醇 反应 ， 得 到 化 合 驳 2。 

oo CoMf 
HocHC 

OA 

v 4 时 

ro 
反应 物 的 转化 率 达 1 0 0%， 反 应 的 产 率 可 达 8 0 % LE, FM 2h 

化 学 根据 Ru dioerl97 9 年 发 表 的 研究 结果 [ 2 ] 和 我 们 所 得 到 的 化 谷 
i 2 的 “HHNMR 谱 图 新 产生 的 不 对 称 碳 原子 一 3 的 绝对 构 型 可 能 主要 为 下 

构 型 ， Sh REA PRK EK 3 位 碳 的 绝对 构 型 一样 ， 这 主要 由 于 反应 过 程 囊 
绝对 构 型 为 R 村 型 的 2 位 不 对 称 碳 原子 的 诱导 所 致 ， 3 “位 的 不 对 称 碳 原 子 有 
R 、 S 两 种 立体 异 构 体 。 

我 们 还 利用 高 压 钠灯 作 光 源 ， 二 氧 甲烷 作 溶剂 ， 化 合 物 工 也 可 与 绽 基 乙醇 
反应 生成 化 合 驳 2， 产 率 也 可 达 8 0% 以 上 。 这 是 一 个 非常 有 意义 的 结果 ， 尽 
管 在 自然 界 中 ， 丰 能 排除 磊 催 化 使 蛋白 中 的 半 胱 氨 酸 残 基 与 莹 蓝 胆 素 反 应 而 成 
WR WE, UE 完成 这 个 过 程 时 光 作 用 的 可 能 性 更 天 。 

我 们 还 讨论 了 化 合 物 2 的 自由 碱 基 型 、 阳 离子 型 ， 钟 络 合 物 的 紫外 可 见 光 
谱 、 荧 光 光 谱 人 性质， 和 2 Reg NOP SAT GR, BOER, UL 
进一步 讨论 2 在 溶液 中 构象 的 变化 ， 探 讨 演 蓝 蛋 白 在 苔 胆 体内 光 能 传递 的 机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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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胆 蛋白 荧光 动力 学 初步 研 客 
CEM RW RRR ERR GAT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物理 所 

光合 生物 为 了 吸收 太阳 光 和 传递 吸收 的 能 量 到 光化学 反应 中 心 已 经 进化 了 震 

FHI “RA” RE, ELMAN LRM PM RKBHMARACPED, BM 

“2BAC PCIMBR=RA CA PC ) tiie RHR, ZEB RAP BE TR PE 

路 线 是 PE 一 PC-APCIK 1I]。 传 递 的 效率 在 9 9 % 以 上 。， 超 过 任何 人 工 设 

计 的 仪器 。 研究 其 光 能 转换 的 机 制 具 有 重大 实践 意义 。 在 最 近 的 研究 中 [5 2 ] 表 

明 ， 能 够 通过 测量 分 离 的 躁 胆 蛋白 的 荧光 动力 学 来 追踪 能 量 的 传递 。 本 文 报 导 用 

SHIH TUN AH » + SOLAN OER, 

PICKS AU RI Rae PRR AA CR P 卫 ) mMC—RS 

BACCPC). HMI I, 在 HITACHI MPF— 46% 

NEM ZHRLRRMRHICM, SURA2ZHMAS, MAZAH, £ 

220 300 500 700 

图 了 SPT OL MGI A2, R-MARAMC-MERARMIG 

if 

PH6. 2 5MWAHEKRPECMEAG, T5K107~ fm o/ ml A= 

ATE WRU K, 6938 nm, S42 nmMS5 65am, 实验 表明 均 产 生 同 样 

Ke MC Xem ax572 nm )。 这 意味 着 RP 卫 至少 有 三 种 能 基 不 同 的 

本 课 征 获 得 国家 自然 科学 资金 和 中 国 科学 院 重大 课题 及 中 关 村 地 区 联合 测试 分 析 

中 心 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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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 态 ， 相 应 于 5 4 2 "和 和 565 nm 波 长 的 激发 态 都 快速 Mw IA Ee 
回 到 第 一 激发 单 重 态 ”5 47 *m 表 征 第 一 激发 单 重 态 与 基态 能 量 差 。 图 3 表明 

CPC 的 激发 光谱 与 图 3 R 了 卫 的 发 射 光谱 部 分 重合 ， 则 有 了 卫 发 射出 的 某 些 光子 

完全 有 可 能 为 C PC 吸收 而 产生 出 激发 态 ， 后 者 的 发 射 谱 与 A P C 和 叶绿素 a 吸 收 

R(~ 65 OnmMET Sam) RE, Al’ GRABARK S 65 nm RKHT 

时 ， 就 能 将 光 能 有 效 好 传递 给 叶绿素 a ， 到 达 光 合 反 应 中 心 。 
在 生物 先 理 所 设计 制造 的 时 间 分 辩 。* 荧光 谱 仪 上 测定 荧光 寿命 ， 经 过 实验 表 

明 当 498nm 542nm 565nm， URC Sam, RARER BH A 

较 强 的 3 57 nm 波长 激发 ， 同 样 可 以 测定 RP 卫 和 C PC 的 荧光 寿命 见 图 3 和 

图 4。 经 计算 机 解 卷 积 程序 处 理 荧光 时 同 衰减 曲线 ， 获 得 R P 卫 和 C PCH EH 

10 20 30nS 

Als, 及 卫 卫 荧光 衰减 曲线 Al4, CPC RICH whe 

HH H3, 100, 2) 1sM1, 0600 2) 08, KSI. 
Grabowski et al ( 3) MEH RRM B—REM RUBS 

Cto= 3, 3+0, Sus DRM, MCPCGMMRE Ctro= 2, 2+ 

0, 20s ) 相 比 偏 小 。 这 与 我 们 观测 到 CPC 荧光 寿命 在 我 们 的 实验 条 件 下 随 

时 间 迅速 衰减 〈 约 在 3 一 《小 时 后 ， 在 毫 微 秒 水 平 上 不 可 测量 ) AK, 

进一步 的 研究 工作 正 在 进行 中 。 

ALE A BARA EM 丽 金 先生 支持 ， 在 此 一 并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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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 糊 精 对 单 、 双 及 四 吡咯 化 合 物 的 

包 络 及 其 光谱 研究 
陈 金 华 ” 马 金石 

(北京 中国 科 学 院 感光 化 学 研究 所 ) 

摘 要 

MAB CCoctodextrin, CD) 的 特殊 结构 和 人 性质 [_ 1 ] ， 在 水 
溶液 中 制备 3 6 一 CD 与 甲 基 乙 基 马 来 酸 亚 胶 CM 了 M 7) 的 包 络 物 ， 在 水 中 重 结 

晶 了 M 卫 M CD， 用 元 素 分 析 确 定 了 M 卫 MCD 的 包 络 比 为 1， 1, 在 400 
MHz, ‘HNMR#, 研究 了 M 了 M CD 的 可 能 结构 ， 其 甲 基 乙 共 的 化 学 位 移 
均 向 高 场 移动 ， 且 由 于 包 络 作用 。 使 乙 基 端 上 的 甲 基 分 裂 为 两 组 三 重 峰 。 进 一 步 
研究 发 现 ，M 卫 M 一 与 6 一 CD 的 包 络 反应 是 分 两 步 进行 的 。 第 一 步 在 室温 下 就 
， 能 进行 ， 得 到 上 述 数据 ， 第 二 步 则 可 在 ABM Pew 才能 实现 , £40 0MHz， 
“了 阳 NMR 谱 中 才 观 察 到 第 二 组 M 了 M 的 甲 基 ， 乙 基 峰 ， 且 相对 于 第 一 组 又 向 高 

， Bhs, 由 这 一 实验 事实 出 发 ， 我 们 合成 并 研究 了 二 吡咯 化 合 物 
sr aa 

( TA 5p 和 四 吡 路 化 合 物 一 胆 红 素 (BiIirubi 

Ix, BRK x diy 8—CD ity, K/HNMRAIUy 、 萤 光 光 谱 等 的 巨大 变化 ， 
可 以 说 明 包 络 以 后 的 BR 区 c 的 空间 结构 发 生 了 较 天 的 变化 。 另 外 ， 对 照 

B R 慎 a 和 包 络 之 后 的 BR Ka 在 竹 红 菌 甲 素 敏 化 下 的 光 氧 化 反应 速度 ， 也 证 明 
了 包 络 后 的 B R_K ot 光 氧 化 的 稳定 性 大 为 提高 。 本 文 目 的 在 于 寻找 一 个 胆 红 素 

“与 血清 蛋白 结合 的 模型 。 以 了 解 BR  a 在 蛋白 或 其 它 特 殊 环 境 中 的 立体 结构 ， 
并 研究 结合 胆 红 素 和 游离 胆 红 素 光 化 学 性 质 的 区 别 。 

7 



具 放 氧 活 性 的 光 系统 工 中 心 复合 物 的 

制备 及 其 组 份 和 光谱 特性 的 研究 
Ket ETH WEE Wo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光合 作用 研究 室 ) 

光 系 统 工 为 绿色 植 驳 所 特有 ， 也 是 光合 作用 中 最 重要 的 光 系 统 。 我 们 在 过 去 分 离 

光 系 统 工 制剂 的 基础 上 进一步 将 其 捕 光 色素 蛋白 复合 物 分 离 ER, 制备 田 具 有 放 氧 活 

性 的 光 系 统 工 中 心 复合 移 ， 其 放 氧 活性 高 达 52 0umo 102, me 一 IC11 1 1 

比 光 系 统 工 制剂 的 活性 提高 约 一 倍 ， 包 的 D C ! P 光 ji 原 活性 也 比 原 光 系统 工 制 剂 提 

高 一 倍 多 。 
这 种 复合 物 与 叶绿体 和 光 系 统 工 制剂 相 比 ， 其 吸收 光谱 最 明显 的 区 别 是 叶绿素 5 

PAH 6 5 On mid 8 05m 有 吸收 峰 消 失 ， 低 温 荧 兴 激 发 光谱 主要 为 叶绿素 8 的 

436 nmig 这 些 表 明 ， 此 复合 物 不 含有 叶绿素 8。 已 经 知道 Cj I 8 主要 是 在 交 

系统 开 的 捕 光 叶绿素 蛋 和 白 复 合 物 中 ， 因 此 这 就 意味 着 我 们 制备 的 复合 物 中 不 含 ITHC © 

I, LD S 一 凝 胶 电泳 的 结果 进一步 证 实 了 这 点 ， 这 种 复合 物 主 要 含有 C Pa 带 ， = 

条 属于 IH CI 和 二 条 属 光 系 统 工 的 带 均 被 去 除 。 现 一 般 认 为 CP a 带 为 光 系 统 开 中 

心 色 素 蛋 白 复合 物 ， 由 此 可 见 我 们 制备 的 复合 Ot RAIP RSW, KARA 

与 叶绿体 相 比 也 减少 了 很 多 。 主 要 具有 《4《47、《4 3、32、26、2"2. 10KDS 

He shale 
我 们 进一步 对 此 复合 物 的 C P a 进 行 了 分 析 ， 其 低温 荧光 发 射 峰 为 6 Olam, 

位 于 光 系统 下 的 两 个 荧光 发 射 峰 6 8 5 wm 和 695nm 中 间 ， —RAH6 95am 

与 光 系 统 工 中 心 有 关 ，C P a 的 荧光 峰 为 6 9 1 nm 表明 ， 这 与 它 是 光 系 统 工 中 心 色 

素 蛋 白 复 合 物 的 特性 是 一 致 的 。 从 四 阶 导数 光谱 看 到 ， 其 色素 组 份 主 要 为 C 4 1 a 一 

67 2， 这 与 N akaT aN 1 等 人 认为 反应 中 心 色 素 主 要 为 CMa 一 6 8 0 形式 不 同 。 

我 们 还 看 到 此 复合 驳 的 C P a 与 叶绿体 和 光 系 统 工 制剂 的 C P a 的 光谱 特性 是 有 差异 

i, SRC P a 的 四 阶 导数 光谱 中 明显 的 有 6 5 0 omig, WACK IO, 而 此 

Be ity CP a 无 6 5 0 峰 ， 它 们 的 欧 光 光谱 特 性 也 表明 叶绿体 的 C Pa 中 含有 

CA 115 反应 中 心 复合 物 最 纯 ， 光 系统 工 制 剂 居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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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上 所 述 。 我 们 制备 的 复合 物 具有 较 简单 的 组 份 ， 它 未 含有 光 系 统 工 和 光 系 
统 工 捕 光 色素 蛋白 复合 物 ， 主要 含有 C P a ， 间 具有 较 高 的 光 系 统 工 活性 《 放 

0 3。DC 1P 光 还 原 )， 是 一 种 较 纯 的 光 系 统 工 中 心 复合 物 。 



植物 超 弱 发 光 测定 条 件 研 究 
HARUKA BE SHH 
FEAL ARM KE BM 

搞 要 

本 文 利 用 ae camanr zs 9800 流体 闪烁 谱 仪 的 单 光 子 监测 装 转 。 探 测 了 小 麦 

叶 、 和 价 子 叶片 及 加 拿 大 杨 树叶 片 及 其 他 器 官 航 自 然 超 弱 发 光 。 样 品 是 在 单 色 光源 

下 称 取 鲜 重 。 暗 适应 2 小 时 。 并 放 入 消除 静电 发 光 于 扰 的 闪烁 杯 中 进行 测量 部 。 生 

iE DAE 及 反映 等 征 参 数 。 经 统计 分 析 后 表明 ,干扰 生物 超 弱 发 光 抱 因素 有 有 

静电 发 光 、 光 致 发 光 、 经 过 时 间 及 样品 重量 等 。 对 上 述 因素 作出 校正 的 值 能 反 生 

物 超 弱 发 光 傅 况 。 样 品 经 1 % 3 — RAM PRAM Che 一 8 7 后 。 测 县 精度 
大 大 提高 。 且 不 必 再 作 经 过 时 间 扔 校正 。 测 量 灵 人 敏 度 比 对 照 高 出 千 们 以上。 

BZ. BRA FES Kb) WA 

小 麦 、 大 麦 、 玉 米 苗 期 自然 
超 弱 发 光 动 力学 初探 ※ 
甘肃 农业 大 学 £2 se 

兰州 国营 中 兴 无 线 电 厂 陆 军 
a 要 

本 文 利用 国营 中 兴 无 线 电 厂 研 制 的 ac 一 发 光 测 定 仪 。 检 测 了 油麦 4 号 、 渭 麦 5 

号 、71(025)、785 2ENK RME2K. FARIS. BEI. WI2SS 

ia4d 



BCL—0 | 型 生物 一 化 学 发 光 测 定 仪 

该 仪器 由 兰州 军区 军事 放学 研究 所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兰 州 化 
学 物理 研究 所 共同 研制 .由 国营 中 兴 电 子 仪器 厂 生 产 。 曾 通 
过 军事 科学 院 组 织 的 科研 签 定 ， 并 获 全 军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 

本 仪器 适用 于 各 种 生物 一 化 学 发 光 的 测定 ， 广 泛 地 应 用 
医学 ， 免疫 学 、 微 生物 学 、 生 物化 学 、 临 床 检 验 学 等 领域 . 

本 仪器 带 有 微 处 理 机 ， 可 对 各 种 数据 自动 进行 处 理 。 可 
测定 发 光 面积 分 值 。 瞬 时 发 光 值 、 峰 高 和 峰 时 等 项 参数 ， 配 
有 可 打印 和 显示 各 种 参数 的 微型 打印 机 和 显示 器 ,还 可 外 接 
ABM. RAK. 
主要 性 能 参数 ， 

wes Ss 

¢ 

、 检 验 波 长 范围 ,2000A~ 8000A， 最 大 响应 波长 

4200A 

、 检 测 灵 敏 度 , 对 AI 最 小 检 出 量 2x 10… 克 (样品 ,空白 
>1.5 倍 ) 

可 检验 最 小 峰 宽 0， 5sec( 话 半 高 宽 ) 

、 非 线性 系数 <3.5% 

、 重 复 人 性 , 整 机 对 固定 波长 的 稳定 光源 读数 重复 性 标准 
误 盖 <0.6Y 

稳定 性 , 整 机 读数 稳定 性 变化 <]1X 

、 供 电 电 源 ,~ 220V4 10% 50Hz+ 2% 

外 形 尽 寸 ,40x30x 20cm 

重量 ， 7. 5kg 

主要 性 能 参数 均 经 中 国 计 量 科学 研究 院 测 试 ， 测 试 结果 

通知 书号 ” 光 字 第 04D 一 8704 号 

联系 地 址 ,兰州 146 信 箱 联系 人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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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考 。 以 及 意 12 一 103、 南 一 55、 武 早 2 3 1 等 玉米 品种 。 苗 期 不 同 育龄 生物 

超 弱 发 光 动态 变化 。 初 步 得 出 :生物 超 弱 发 光 和 供 试 作 物 的 抗 性 有 关 。 其 单位 鲜 重 发 

HBA mre s ) 的 次 序 。 依 次 是 ， 大 于 > 小 麦 > 玉米 ;还 显示 出 。 生 物 超 弱 发 光 

OH ABT 同 育龄 而 发 生 转 移 。 本 文 还 探讨 了 sc 一 发 光 测 定 仪 检 测 植物 自然 超 

弱 发 光 的 方法 。 以 及 测定 条 件 。 

※ 国 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支 助 项 目 

Pres :的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空军 福州 医院 临床 免疫 研究 室 
UNH BRR 陈 仁 英 郑 we 

HEk MeO six 
AREA mite eae 
SREP ER oe 
HERES RRS hee 

摘要 本 文 首次 报道 用 发 光 酶 免疫 检测 eres. gH. Udi Pres 2H pe ti 
ht KE DH ee MAR WHE CB eres 2 和 ass4g ) Abi assure 结合 物 。 

UBKE— «20 ?发 光 系 统 测 酶 结合 物 中 血红 素 催化 发 光 反 应 的 能 力 。 Pres ; 检 出 
率 比 sirs4 HR. BME, VM MRIS AMM, HRT RE Reb ey WO 

BOR. BREA. MMT 24 ite He elaB elise 都 快速 。 操 作 简便 。 值 

得 推广 。 

XK fe Pre 条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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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 病毒 前 。 蛋 白 ( Pre se， ) 是 近年 来 引起 大 家 关注 的 一 种 新 的 wor 标志 
物 。 其 中 在 血 中 出 现 是 ay 活路 复制 的 指 征 之 一 。 Pre RRM, HE ee? 
感染 的 防治 中 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义 。 

国外 Pilios 实验 室 制 备 了 抗 re s 单 克 放 抗体。 建立 了 酶 标 检测 法 。 国 内 

SEH aN ET tr 
的 酶 联 。 血 测 和 人 金 银 法 检测 研究 。 

为 进一步 探索 are &% 的 简便 、 人 快速。 特异、 敏感 的 检测 方法 。 我 们 共同 对 

zre 邓 的 检测 开展 了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 zz4 ) 研究 。 现 报告 如 下 

材料 和 方法 
一 、 标 本 ，] 0 0 便 病 毒性 肝炎 患者 均 为 19 8 8 年 2 一 3 月 间 传 染 科 住 

院 病人 。 静 肪 采血 。 分 离 血清 。 是 4 CBA 
二 、 抗 体 ，1 、 抗 res 单 克 放 抗 体 ， 北 京 肝病 研究 所 制备 。2 、 抗 gas 

头 根 过 氧化 牧 酶 结合 钧 ， 本 室 按 过 碳酸 钠 法 制备 。 
三 、 材 料 。 1 、 固 相 载 体 ， 直 径 为 0。6 cm REL AR. IRA 

产品 。2 、zzr632 型 生物 一 化 学 光度 计 ， 北 京 核 仪器 厂 产品 。 
四 、 方 法 ，1 、 2 res, Be Ro Bide. 用 和 gs6 0 05x MR ef 缓冲 

WH ree 抗 体 至 - 定 浓度 。 包 被 固 相 载体 报 。4 D 过 . uA ee 
7。4 0。04 rrisacl 含 005% 吐 温 20 经 诚 由 = 次 分 别 加 入 待 测 样品 或 阳 

人 性、 阴性 对 照 血清 。 置 4 3 忆 一 小 时 或 37 二 小 时 。 洗 北三 次 。 加 入 适当 水 
度 经 7 0 % EM Pd zas 稀释 的 抗 xas 头 根 过 氧化 物 酶 结合 物 。 是 
43014 7D 24 。 江 光 三 次 后 。 加 邻 苯 二 胺 底 物 缓冲 液 显 色 。 以 酶 标 光 度 计 
(重庆 ) Wo, Urn 值 >>2 。1 为 阳性 。 2, Pre, BIB 

GREW, FP 9。0 0。025x 碳酸 ef 缓冲 液 稀释 >_ res HEE 

度 。 包 被 固 相 裁 体 珠 。4 她 过夜 。 次 日 用 ]0 ww P ss mM? OM MBER Ke 

分 别 加 入 待 测 样品 或 阳性、 阴性 对 照 血 清 于 各 管 中 。 A SUL 4 或 37D 

4 。 取 出 洗 闪 四 次 。 后 加 入 适当 浓度 经 2 YEU zas 稀释 的 抗 as 酶 结 
合 物 。 放 4 3D1 4 或 37 C2 he WMA Ue WAP ABs 6 Tréennel 
Erb We. Oo O 1] w 和 鲁 米 诺 一 ma on MM, 用 7 6 3 2 型 生物 一 化 学 光 

a0 



度 计 进行 发 光 测 定 。 待 测 样品 发 光  r 数 大 于 阴性 对 照 2 BAAD Ee 

结 果 

一 、 抗 gas wer 标记 率 = 44030m 4280mm = 0。896 3. 0]4=00 44 

=. ROE: RNK 100 份 病人 血清 和 2 2 份 res 阳性 血清 各 0 。1Tm: 

分 别 作 酶 联 和 免疫 和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 其 检 出 率 如 表 ] 和 表 2。 

# | 病人 血清 Pres PATER 

as «> 检测 数 BA HE Be BA HE 

ELISA 100 49 49 

zela 00 52 52 

#2 Pres 阳性 血清 的 检 出 率 

a 检测 数 mie MHKCHd 

4 Ba 19 36 。4 

ER iA 22 22 100, 0 

MRL AK] 可 见 。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检 出 率 较 酶 标 法 为 优 。 但 经 统计 学 处 理 。 
无 显著 差异 。 

三 、 重 复 性 。 从 表 3 看 重复 性 是 好 的 。 各 对 照 组 > YA 值 均 人 2 。 样 品 组 Pr 

值 均 >> 3 。 

ae a 



# 3 tala 检测 Pres BRE 

it ® 样品 数 对 | 本 

1 一 人 6 8 3 8940.88 0.33 L2 

5 一 8 2 3 401t0e91 0220 98 

四 、 应 用 ，19 8 8 年 2 一 3 月 。 福 州 甲肝 流行 时 。 应 用 本 法 检测 4 0 2 例 

甲肝 患者 的 res 。 阳 人 性 率 高 达 ]1 9 。9 %。 对 甲肝 流行 时 的 乙肝 防治 工作 有 重 

要 意义 〈 详 见 另 文 De 

讨 论 

zres fix a 7 表面 蛋白 成 份 。 其 检测 对 乙肝 的 临床 诊断 和 了 予 后 判断 都 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义 。 由 于 eres 是 与 was4g 氨基 末端 相 联 接 的 多 肽 。 仪 在 aaea4g 

阳性 患者 血清 中 才 可 检 出 。 因 此 我 们 设计 了 发 光 酶 免疫 法 测定 Fre se 首先 用 搞 
Pre 5, 单 殉 放 hitk athe. MARWHB CB eres Hla 4 8 4 g ) Ab, aasgazz 

结合 物 。 以 形成 eres / ti Pres 复合 物 和 aas4g AL aas 复合 物 。 再 用 鲁 米 

庄 一 ao 发 光 系 统 测定 抗 aasaaz 中 的 血红 素 催化 发 光 反 应 的 能 力 。 以 取代 
xe? 的 酶 活性 。 因 而 不 需 底 物 显 色 。 避 免 了 邻 茶 二 胶 。 邻 联 甲 葵 胶 及 4aze 等 底 

its Be REA, RS Ke KKM eres MUR rts. 高 。 虽 无 统计 学 

意义 。 但 说 明 其 灵敏 度 妈 。 重复 性 试验 也 证 明 是 好 的 。 检 测 时间 仅 需 2 4 64。 比 

21M az164 快 。 因 此 。 本 法 具有 微量 物质 免疫 学 快速 诊断 的 优点 。 值 得 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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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型 肝炎 流行 时 pres IESG 
免疫 测定 的 临床 意义 

空军 福州 医院 临床 免疫 研究 室 

PERSE KAN ERE 
陈 仁 英 喜光 华 周 善 健 郑 Be 
北京 医科 大 学 肝病 研究 所 

陶 其 敏 ” 纪 和 平 

[摘要 ] ”本 文 首 次 报道 。 用 发光 酶 免疫 法 测定 19 8 8 年 2 一 3 月 间 福 州 甲 
肝 流 行 期 。4 0 2 例 急 性 肝炎 患者 的 zre& 阳性 率 为 1 9 。9 Ms aas4g、 
aac4& zas4 一 、 抗 aac 。 抗 ac zgx AG, aac 1g 4 HERG WZ le 6% 
17。9% 、]13。9% 、24。0% 、]19。5% 和 18. 5% 。 提 示 甲 肝 注 行 时 。 227 的 混合 感 
染 或 二 重 感 染 率 高 。 这 在 流行 病 学 。 临 床 诊治 和 预后 判断 上 都 有 意义 。 

用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as 4g 阳性 者 的 re sw。 检 出 率 高 达 ?7 卫 0%. 与 aao4g 
抗 mec xzgx 、 抗 aaog4 和 ?as4 一 > 等 病毒 复制 指标 相 平行 。 这 表明 。 zres 
可 能 是 病毒 活 牙 复制 的 标志 之 一 。 由 于 本 法 简便 快速。 且 不 受 同位 素 或 邻 葵 二 胺 
污染 。 在 甲肝 流行 时 可 广泛 用 于 eer 复制 活 姥 患者 的 检 出 。 

KR PRK ”发光 酶 免疫 测定 

了 er 



甲 型 肝炎 《〈 甲肝 ) 和 乙 型 肝炎 〈 乙肝 ) 是 两 种 极 不 相同 的 疾病 。 在 甲 型 肝 

炎 流 行 时 。 及 时 检 出 乙肝 感染 。 尤 其 是 乙肝 病毒 复制 活 茎 的 患者 。 在 流行 病 学 、 

临床 诊治 和 预后 判断 上 都 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义 。 为 此 。 我 们 于 19 8 8 年 2 一 3 

月 间 。 对 福州 地 区 甲肝 流行 时 的 4 0 2 名 急 竹 患者 进行 了 Pres 的 发 光 酶 免疫 

We zs xz4 Dd, HRM Es 

材料 和 方法 

1 、 病 人 ，4 0 2 名 患者 全 部 都 是 19 8 8 年 2 一 3 月 间 在 本 院 住院 的 急 
人 性病 人。 诊断 标准 按 全 国 病 毒性 肝炎 防治 方案 (1984. WT ) 。 

2 、 抗 are s BEG, ARENAS PRT Hl Se 

3 、 抗 as MAY, ABU wos Wo Bik 
RA Hides A RKEA TH 1h 1896 标记 事 为 0。 44 o 

4. BACMBAK: Ita EP. 

5. 3884g ugeag HL xe Bc fH #ec tem fy wectgsa, WA 

BLasa 法 。 PHS4—-8 Wy PHA HE, 

6. 97632 MAY—M HMI AHL Phe 

7 、 Pres,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 用 za 906. 00025 x 碳酸 ef Ray Mm 

一 定 浓度 的 ere s 抗体 包 被 聚 苯 乙 烯 塑 料 珠 。4 已 过 夜 。 次 日 用 1 0 wwPas 

一 rreen 2 0 洲 液 洗涤 4 次 。 加 入 待 测 样品 。 并 同时 做 阳性 、 阴 人 性 对 照 。4 3 

一 小 时 或 3 7 CHAN. BEA Ue MAB 2 外 牛 血清 ra 7 4 as 稀释 成 一 定 汐 

度 的 抗 一 «MAI, 490 一 小 时 或 .3 7 D 2 小 时 洗 《次 。 加 入 q terre s 

了 0 620, 01M HARTA Q 07waiiat 用 了 z 一 3 6 2 型 生 匆 一 化 学 光度 计 
测定 。 以 符 测 样品 发 兆 强度 比 轩 仁 对 腿 发 光 强 度 高 3 售 关 疝 为 阳 任 。 

is 果 

一 。 急 性 肝炎 的 Pre s, HYER, 

4 0 2 例 急 性 肝炎 的 pre 呈 阳性 率 为 19 。9 %。 仅 在 wa 4g MERE P 

检 出 。 其 他 esy 标志 的 阳性 率 见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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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402 例 急性 肝炎 的 唱 a we HER 

检测 数 阳性 数 阳性 率 %% 

Pros 402 8 0 19.9 

qbaag 402 87 2]. 6 

ade ag Vo en a 1769 
PHS 全 一 402 5 6 13.9. 

抗 eac 354 85 24.0 

Hisscitgu 2 10 4] 19.5 

gxeciga 21]10 39 18.5 

=. Prey xasag KR 

随机 抽取 6 9 份 &ss4g 阳性 血清 。 以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res 。 阳性 率 为 

710% 49/69 » 

Sy Pres SRE a az 了 复制 指标 的 关系 

随机 抽取 2 2 Pre > PEM. MWe RRM see. ht 

asc age, Hi wec 7g4、z?as4-3 和 aa 4g 的 检 出 数 分 别 为 2 2.195 

20. 8719. ALERAWA100%. 90.9%. 862.4%, 

36. 4%M86.4%, 

. 讨 论 

一 、 甲 肝 流 行 时 要 注意 了 感染 者 的 检测， 

本 组 检测 甲肝 流行 时 的 4 0 2 名 急性 患者 。 ass4g 和 抗 一 saec 的 阳性 率 

分 别 高 达 2 1。 6 % 和 24 。0 %%。 已 有 不 少 作 者 指出 。 aas4g 阳 人 性 者 即使 无 

症状 。 大 多 肝脏 有 轻微 病变。 甚至 肝 硬 化 。 因 此 对 aas4g 的 阳性 甲肝 患者 。 在 

治疗 上 要 符 别 注意 原 有 的 肝 腑 损害。 此 外 。 4 0 2 名 患者 中 。 aaz 复制 指标 的 阳 

性 率 也 很 高 。 Pres, aae4g、 PHS*-R Hi HBcigu AH ase aga PATE 

率 分 别 为 19。9%。17。9%、13。9%、19 6 5 MHI Be 5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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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病人 的 检 出 在 病毒 性 肝炎 的 诊断 、 治 疗 、 预 后 和 流行 病 学 上 都 有 十 分 重要 
He | : 

=. Prem ERR EPR Se re mERRIAK1 9。9 %。 在 

wase4g (+ ]) 者 则 高 达 7 1 %。 这 可 能 与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敏感 性 高 有 关 。 
=. Pres jiu 2 rR KR HW tes: Pre sy Jz 4 8P 表面 与 &as4g 氨基 

末端 相连 接 的 多 状 。 国 内 陶 其 敏 等 /7 已 制 成 抗 are s 单 克隆 抗体 。 并 已 年 立 了 酶 
联 免 疫 和 人 金 银 法 用 于 检测 re ws。 本 组 随机 检测 2 2 份 Pres 阳性 血清 。 抗 .ac 

全 部 阳性 。 抗 wee :gx 、 抗 eacrg4、 zas4-a 和 za 4g 的 检 出 率 分 别 

A8604%. 900.9%. 36, 4KMSGC. 4%, R284 — 5 Pee 

它 各 项 均 与 文献 报道 ”一致 。 在 zsr 感染 中 。 zas4 一 8 是 其 它 蛋 上 或 自身 悍 | 

白 所 引起 的 自身 抗体 所 致 为 非 符 异 竹 。 其 存在 与 患者 免疫 状态 有 关 。 与 &ar 感染 

中 。 mas4 一 9 意义 完全 不 同 。 本 研究 提示 。 Pres 与 这 些 wor BRS 
平行 关系 。 ?re 吧 可 能 是 病毒 活 夏 复制 的 标 Le MFA Pre 4 ER 
高 于 这 些 指标 。 操作 简 俩 、 人 快速 。 且 不 受 同位 素 或 邻 葵 二 胺 污染 。 在 甲肝 流行 时 以 、 
广泛 用 于 asz 活 医 复 制 者 的 检测 。 

B ~~ XM 献 

ClIHMRRS, PREFRRRK 

| TO 84. ldnGhaheae ae 
C2) Machida 4 ef al Gastroenterol 

1984.86.910 
C3 ] 张 正 等 ”临床 肝胆 病 杂 志 1988.4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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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 电磁 辐射 增强 大 豆 种 子 生 物 微弱 发 光 
mE 
(重庆 大 学 ) 

近年 来 国内 外 都 很 重视 生物 微弱 发 光 的 应 用 和 基础 研究 。 我 们 在 对 红外 电大 

辐射 的 生物 效应 作用 机 理 的 研究 中 。 也 考察 了 红外 电磁 辐射 对 大 豆 种 子 生物 微弱 

发 光 的 作用 。 为 了 客观 地 反映 事实 。 是 把 大 豆 种 子 样品 送 内 蒙古 农 ASE AMR 

SRERR ME MEM. 测定 发 光 强 度 的 仪器 。 美国 sacxw4w 产 H-580] 型 

ASE Re 测定 人 并 不 知道 样品 受过 红外 辐射。 大豆 种 子 经 薄 选 并 控 净 

后 。 等 分 两 分 。。 一 分 受 红外 辐 照 。 另 一 分 不 辐 照 。 放 旁 陪 伴 。 每 天 照 一 次 。 共 

1 0 次 。 放 息 两 个 月 后 送 去 测定 发 光 强 度 。 测 定时 又 分 几 种 情况 。 干 试 样 。 RB 
水 浸 湿 不 同时 间 的 试 样 。 然 后 跟踪 测定 各 试 样 发 光 强 度 。 结 果 发 现 干 试 样 和 对 比 

样 的 发 光 强 度 有 明显 差异 。( 前 者 高 于 后 者 ) 达 显著 乌 水 平 。 但 是 跟踪 湿 大 豆 昔 
发 期 的 发 光 强 度 。 未 发 现 显著 差别 。 

另外 。 还 考察 了 上 述 试 样 第 三 天 的 发 芽 比 率 之 差别 。 发 现 红 外 处 理 样 比 对 比 

样 约 高 1 0 %。“ 科 学 通报 ”杂志 曾 报道 一 简讯 。 经 和 订 文 类 似 处 理 过 的 大 豆 。 

在 电 镑 上 发 现 其 线粒体 膨大 〈 和 对 比 样 比较 ) 。 综 合 这 些 结果 。 本 文 初步 认为 大 

豆 种 子 经 红外 辐 照 后 。 因 增强 代谢 和 有 丝 分 裂 速度 而 增强 了 EY BR. RMN 
还 考 综 了 这 种 红外 辐射 对 蚜 归 断 体 再 生 的 作用 。 发现 明 显 增强 其 再 生 能 力 。 4 0 
天 后 长 出 了 头 《 或 尾 )。 而 对 比 样 尚 无 再 生 迹 条 有 照片 记录 ) 。 这 对 上 述说 
法 是 一 种 佐证 。 它 也 说 明 红外 电磁 辐射 增强 大 豆 种 子 生物 微弱 发 光 。 看 来 主要 
是 增强 了 大 豆 种 子 有 纤 分 裂 发 光 的 结果 。 

究竟 原因 如 何 。 尚 待 进一步 深入 研究 。 

附 。 通讯 处 。 四 川 重庆 大 学 应 用 化 学 系 物 理化 学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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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 电磁 辐射 对 抗坏血酸 氧化 酶 

及 其 酶 动力 学 的 影 啊 
BRR BHAA 
《重庆 大 学 ) 

本 文 涉及 的 实验 内 容 是 第 二 作者 在 第 一 作者 指导 下 的 硕士 学 位 论文 实验 工作 

成 果 。 

光 生 物 物 理学 和 光 生 物化 学 。 目 前 主要 论 及 紫外 和 可 见 光 同 生物 的 作用 。 但 

是 。 近 年 来 国内 外 已 越 来 越 重视 红 外 电 辐射 对 生物 的 作用 。 不 到 拾 年 。 国 内 已 相 
继 出 现 多 种 名 称 不 同 的 & 红外 仪 ” 用 于 治疗 ， 甚 至 用 于 农 牧 业 等 。 都 纷纷 获 世界 博 
览 会 金奖 或 其 它 种 种 奖励 。 但 对 这 种 生物 效应 进行 其 基础 研究 的 人 不 多 。 本 文 较 系 “ 

统 地 考 察 了 特定 电磁 波 ( 简 称 rp ?> ) 对 抗坏血酸 氧化 酶 及 其 催化 动力 学 的 影响 。 

用 了 三 种 秀 ， 模 似 酶 co CEJ oxy, EG CMM). BR CAI). 

1. WETS ror 辐射 的 co CGE) cor KBR. cvuG@) 1074 KBR 

多 种 试 样 的 分 子 光谱 。 发 现 发 生 了 明显 变化 。 并 跟踪 测定 "> RRC 每 天 测 一 
次 ) 的 变化 。 发 现 一 些 有 趣 的 振 萝 现 象 。 

2 、 较 系统 地 测定 了 ro cod) cur 健 化 抗坏血酸 有 氧 氧化 反应 动力 学 
的 影响 。 测 定 了 酶 活性 和 米 氏 曲线 及 其 人 参数、 活化 能 等 。 得 到 一 些 异 常 结果 ( 如 。 

了 增高。 km 也 增高 。 在 高 底 物 浓度 区 米 氏 曲线 下 弯 …… ) 。 

3 。 测 定 了 >zz 对 抗坏血酸 氧化 酶 ( 活体 、 离 体 粗 酶 ) 催化 抗坏血酸 有 氧 所 
化 反应 动力 学 的 影响 。 测 定 了 米 氏 参数 和 酶 活性。 发现 有 增强 其 活性 的 情况 。 也 

有 降低 活性 的 情况 

本 文 第 二 作者 对 coM ery 催化 抗坏血酸 有 氧 氧化 反应 。 把 rpz 的 影响 作 

为 一 种 4 激活 剂 >。 提 出 了 一 种 反应 机 理 。 并 推出 了 相应 的 米 氏 式 。 
这 项 研究 正在 进一步 深入 之 中 。 正 进一步 考 综 以 下 方面 内 容 。 zzz 处 理 后 

的 cu(L cozy 配合 匆 水 溢 液 是 否 发 生 了 水 解 聚合 反应 ， 反应 机 理 ， 作 最 子 化 学 

计算 考察 反应 途径 。 反 应 性 能 ， 据 基 元 反应 动力 学 理论 计算 反应 速率 等 。 

第 一 作者 通讯 处 。 BI BRASS ESRD Rs SB 

第 二 作者 的 工作 单位 尚未 选 定 。 故 写 不 出 通讯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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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超 微 弱 发 光 探 测 技术 监测 冷 冰 
和 气功 对 人 胎 肝 细胞 生命 状态 的 影响 

空军 总 医院 生化 室 
MEE RAH WA 

解放 军 总 医院 低 室 医学 研究 室 
Xie Kix Bee 

我 们 利用 空军 总 医院 研制 的 zz-1 型 超 徽 弱 发 光 仪 。 观 察 了 人 胎 肝 细胞 在 、 
冷冻 前 后 超 微 弱 发 光 强 度 的 变化 。 并 观察 了 气功 对 其 发 光 强 度 的 影响 。 

AGF OR 6 例 4 一 5 个 月 水 讲 引 产 的 胎儿 。 实 验 样品 分 为 四 组 ，1、 
-新 鲜 胎 肝 细 胞 。 即 用 rc 一 ]199 FM BH RM. 2 、 冻 存 前 。 为 含 1 0 % 

zu so 低温 保存 液 的 胎 肝 细胞 悬 液 。3 、 冻 存 后。 细胞 悬 液 成 份 同族 存 前 。 但 在 
WR 一 1 9 6 CUES 一 7 天 。 测 定时 。 在 3 8 D 重 温水 浴 中 快速 解冻 。 
4、10%pxwso 低 温 保存 波 。 不 含 胎 肝 细胞 。 每 次 测定 样品 的 容积 为 于 Om! 
各 细胞 悬 流 中 的 细胞 含量 基本 相同 《平均 为 3s7 242e 67 104m 1), 
FW 2 We BEE AP HL 10 0 个 编 胞 中 鸭 拒 染 细胞 数 作为 细胞 活 存 率 。 
xzz 一 型 超 微 发 光 测 定 仪 所 测 光 谱 范 围 内 为 300--650 nm 。 积 分 时 间 108. 

仪器 本 底 55+8A 秒 。 
- 聘请 中 国 气 功 科学 研究 会 特约 会 员 。 著 名 气功 师 胡 玉兰 女士 和 赵 永 胜 先生 对 实 

验 样品 发 功 。 首 先 测定 各 组 样品 的 正常 值 。 然 后 将 样品 放 在 气功 师 右 手掌 的 劳 官 穴 
上 。 运 气 2 分 钟 后 测定 样品 的 发 光 计数 。 ORY 前 值 ， 发 功 后 2 分 钟 再 测定 其 发 光 
计数 。 是 为 发 功 后 值 ; 以 低温 保存 液 作 对 照 比较 。 

结果 表明 。 新 鲜 胎 肝 细胞 的 平均 发 光 计 数 为 11 卫 10438. 14 。 活 存 率 为 
87。50+6。35% ， 冻 存 后 。 其 发 光 计 数 和 活 存 率 分 别 为 新 鲜 细胞 的 92。24%6 。 和 和 
64。68%% 。 当 新 鲜 胎 肝 细胞 悬 液 中 加 入 10% pu so 冷冻 保存 液 后 。 其 发 光 计数 升 
高 到 190。 88t76。18 。 而 冷冻 保存 液 的 发 光 计 数 仅 为 3& 10+28。14 。 ] 例 人 
胎 肝 细胞 悬 液 在 液 气 中 保存 2 年 后 。 1 6 次 测 得 其 发 光 计 数 的 平均 值 为 189。7 Bt 
20078 ,细胞 活 存 率 为 6 3 %。 

气功 对 新 鲜 胎 肝 细 胞 有 明显 增强 发 光 的 作用 。《〈 正常 值 为 165 62+l5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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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BI AZ630 804382637 。 发 功 后 为 308s42t42。74 » XO] Ds MHF 

Be FS WG A Os TR EC <0. 0 1 ROME RA 
鲜 细胞 大 。 冻 存 后 解冻 的 胎 肝 细胞 其 发 光 强 度 在 发 功 后 较 发 功 前 亦 有 显著 增强 
( ?<<0。01) 。 且 发 功 后 的 发 光 强 度 5 290 06247.96) 与 新 鲜 细 胞 发 功 后 

的 发 光 强 度 比较 〈《308。42 志 2。74 ) 无 显著 差异 ( ?> >0。05 钱 从 这 一 指标 看 。 

低温 保存 是 成 功 的 。 低 温 保存 液 由 于 不 含 细胞。 故 发 功 前 后 其 发 光 强 度 无 明显 
变化 。 在 气功 师 停 止 发 功 后 5 分 钟 。 新 鲜 细胞 悬 液 发 光 强度 明显 降低 。 气 功 师 
再 行 发 功 后 。 发 光 计 数 再 次 上 升 。 但 不 及 第 一 次 发 功 后 上 升幅 度 大 。 

以 上 研究 结果 提示 细胞 超 微 弱 发 光 可 作为 -项 监测 生命 过 程 和 状态 的 指标 。 
CAA 灵敏 、 可 车、 快速 等 特点 。 对 于 低 温 生 物 医学 及 生命 科学 各 领域 的 深入 
研究 。 都 是 很 有 刻 益 的 。 

基因 工程 方法 试制 误 光 素 酶 
Et WH BA OK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 

一 、 前 言 a 
ADH W 47? ALY RIA RE BATE le MORE HD 

GR ALA 2598 Mle FEE MPLA MH ADE IERE HE BU, Ek Aa Dy ad ER 
原料 来 源 有 恨 。 而 Ee Fi 2 A LA Te BA lie HEAR 
制备 荧光 素 酶 有 困难 。 为 此 我 们 以 基因 工程 方法 试制 荧光 素 酶 。 用 分 子 克隆 技术 构建 、 
带 有 萤火虫 荧光 素 酶 基因 工程 菌 。 利 用 发 酵 方法 大 量 培养 基因 工程 菌 。 从 中 提取 荧光 “ 

KM. BEB. ORF RD RAM VERB. 
二 、 实 验 结果 

1 、 试 剂 ， 



] >) 荧光 率 酶 沪 。 用 50muw rris za 7,6, 410m ugso, ]mu sora 的 

缓冲 液 。 将 冷冻 干燥 的 亦 光 素 枉 配 成 560xg BA Yn hy 酶 液 。 

2 dare 标准 液 。 用 50mx wie v2 Goo 缓冲 液 配 成 5 «10 B10 

mole/*ml UR. 

3 DRIHRe W50m™ zrris rx Ta6 缓冲 液 配 成 50xw gm! HRM, 

2 、 发 光 反 应 Wes 

BRIER ME soul (28xwg) 与 200x 7 标准 4zz 溶液 混合 于 反应 杯 中 。 放 入 发 

光 光 度 计 内 。 注 射 200x ! 荧光 素 溶 液 lOO, 记录 发 光 曲 线 。 发光 强 度 与 are 

RES 线性 关系 。 与 蔓 火 虫 莞 光 素 酶 的 发 光 反 应 特性 一 致 

草 火 虫草 光 素 的 化 学 合成 及 其 性 质 
RRA FE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 

—. 前言 
萤火虫 奖 光 素 酶 (简称 获 光 素 酶 ) RIK GES BRAY 发 光 中 研究 得 最 深入 。 

最 透彻 的 一 类 。 人 也 是 生物 发 光 分 析 中 应 用 得 最 广泛 的 一 种 。 在 国际 上 。 FKAY 

RHA KH BE the MRA KWH RD. AA BAR TIER MB CH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植物 生理 所 产品 )。 HE RK AAMAS. RAK RIDER C ii HK 

RICK ) 是 荧光 素 酶 发光 系统 中 。 必 不 可 少 的 物质 。 目 前 我 国 所 需 的 获 光 素 依赖 

进口 。 这 对 荧光 素 酶 的 生物 发 光 分 析 技 术 的 应 用 和 推广 有 一 定 的 限制 。 为 此 。 我 

们 化 学 合成 了 荧光 素 。 探讨 了 合成 荧光 素 的 有 关 人 性 质 。 并 与 进口 产品 作 了 比较 。 

二 、 实 验 结果 

1, AA 



荧光 素 酶 。 用 分 子 克 放 技 术 构建 带 有 荧光 素 酶 基因 的 基因 工程 菌 。 从 中 提取 
荧光 素 酶 。 经 柱 层 析 得 到 较 纯 的 荧光 素 酶 。 冷 冻 干 燥 。 用 somw rrye za 756 

内 含 1omx wgso, [mu s004 缓冲 液 配 成 560xg Bm! 的 酶 液 。 
标准 are 溶液 。 用 50mw eis za 7。6 缓冲 液 配 成 5x10 omole Mm! 

_ 5x]Q 24m orevl ii Be 

标准 荧光 素 ， 用 somw rréis za 7。6 缓冲 液 配 成 50mg 7 HM (sigma) 

2 、 荧 光 素 的 合成 

综合 sefo fil sowie HK. BH Sean, 方法 合成 2-H —- 6 —BBRFH 

im, 参照 aor e 方法 。 从 2 一 氰 一 6 —BREHRMWARRER 
3 、 合 成 荧光 素 的 人 性质 

1 ) 紫外 可 见 豚 收 光 谱 。 将 合成 荧光 素 和 标准 荧光 素 分 别 用 50mu Pz 4.8 
栈 酸 钠 缓冲 液 和 50mx za 10。5 碳酸 钠 组 冲 液 配 成 45mx 溶液 。 在 250-450 
om 波长 测定 吸收 光谱 。 合成 和 标准 荧光 素 的 吸收 光谱 相 见 。 z 副 。8 荧 光 素 湾流 

有 两 个 吸收 峰 。 分 别 为 324 am 和 263nm 。 zal0。5 BIER MLAB MR ik 

ie, A3820m 和 280 nm 

2 OEM, 溶液 配 法 同上 。 WP RMN TIMER 74 4 8 

和 21005 洲 液 的 荧光 发 射 峰 均 为 520 mm 。 
3 KER 天 aore 方法 。 层 析 结 果 两 种 荧光 素 都 只 有 一 个 光 广 。 af 也 

一 样 为 0 。6 。 

4 2 发 光 反 应 测定 。 将 荧光 素 酶 50x1 (2 8 w gH 200K 4rz HER 

(5X]0 Imotewmt! ) 混合 于 反应 杯 中 。 放 在 发 光 光 度 计 内 。 注射 200x 7 荧光 

素 ( lowed. 记录 发 光 曲 线 。 两 种 来 源 荧光 素 的 发 光 反 应 的 发 光 曲 线 和 发 光 强 

度 基本 一 致 。 固 定 荧光 素 酶 量 (2 8xg ) 和 合成 荧光 素 量 《 lOve ) MRAM 

ge are 洲 液 ( 10-14_]0 8。oret 作 发 光 反 应 。 发 光 强 度 与 4rz SS 
人 性 关系 。 

=, Se oy 
RNARHRLK., SRK BIH KARMRKRM Wee Ey 

与 国外 产品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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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生物 发 光 技 术 测 定 卡介苗 AT 含量 的 研究 
EH MRA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 

陈 惠 兰 

(上 海 结核 病 防 治 中 心 ) 

目前 国内 采用 世界 卫生 组 织 规定 的 细菌 菌落 形成 单位 Ceyfu) 法 测定 卡介苗 
的 湾 蓝 数 。 这 种 方法 存在 以 下 问题 。 首 先 计数 不 够 准确 ， 其 次 周期 长 。 需 一 个 多 
月 才能 获得 结果 。 这些 因素 给 卡介苗 的 质量 控制 带 来 很 大 的 困难 。 1979 年 法 国 
巴 斯 德 研究 所 的 che or gh tr 等 。 首 次 用 生物 发 光 技术 测定 了 卡介苗 的 活 菌 数 ， 
1 9 8 14 年 又 作 了 进一步 的 探讨 。 测定 了 不 同 卡 介 苗 产 品 的 每 个 活 菌 的 4r 含量 
这 种 方法 快速 、 简 便 、 准 确 。 为 此 我 们 开展 了 这 方面 的 研究 。 

我 们 采用 氨 仿 加 热处理 提取 卡介苗 are 的 方法 。 研 究 了 不 用 氢 仿 加 量 。 热 提 
取 的 时 间 和 效 的 浓度 对 提取 卡介苗 are 的 影响 。 实 验证 明 。 卡介苗 经 5 6 WH 
RE KBR. KO 1! 卡介苗 商 流 。 ]0 0C 加 热 1 0 AS HH are HR 

果 最 好 。 根 据 以 上 从 卡介苗 提取 4rz 方法 。 我 们 汤 定 不 同 菌 量 ( Lome 七 不 等 级 ) 

ar? , BRB WR Hare SRR BERD HMM 4re 含量 为 】 2 一 

L4xlo-P g, 51984 chcorgh iv WHR L UL 22%10— 

相似 。 我 们 认为 可 用 先进 的 生物 发 光 技 术 方法 替代 “ “fo ”法 。 能 快速 HE 

准确 地 测定 卡介苗 的 活 菌 数 。 有 利于 卡介苗 质量 监控 和 临床 应 用 。 



光 生 物 学 中 光 辐 射 测量 的 研究 
mR 

在 光 生 掀 学 的 很 多 研究 过 程 中 。 要 确定 实验 的 光照 环境 经 常 遇 到 测量 光 辐射 
强 弱 的 问题 。 现 在 一 般 是 用 测量 光照 度 的 方法 来 衡量 光照 的 强 弱 。 因 为 光照 强度 
是 人 腿 对 光 辐 射 的 评价 。 即 光照 度 毛 表示 的 是 光 辐 射 对 人 眼 所 产生 的 视 党 效应 的 
强 弱 。 它 和 光 辐 射 对 生物 体 记 产 生 的 光 生 物 效 应 的 强 弱 并 不 是 对 应 的 。 如 果 光 源 

”的 光谱 功率 分 布 不 同 。 即 衙 光 照度 相同 。 光 辐射 对 生物 体 所 产生 的 光 效 应 也 有 可 
能 相差 几 倍 甚至 儿 十 倍 。 这 就 使 得 一 些 实验 结果 的 重复 和 比较 产生 了 困难 。 人 们 
很 早 就 已 经 意识 到 这 些 差异 。 但 由 于 光 生 物 现 象 的 特殊 复杂 性 光 生物 学 研究 中 的 

AH MRM EH SARA Rs AO 
出 发 以 光合 作用 为 例 推荐 一 种 比较 合理 的 测量 方法 。 

ie Wh WER RAN EE RAA SD aE Sse 
的 辐射 功率 。 为 此 就 必须 知道 以 下 内 容 。 

( ] > 光 生 锡 效 应 的 光谱 光 效 能 函数 ， 即 不 同 波长 的 辐射 产生 相同 的 光 生 网 

效应 所 需要 的 光谱 略 射 能 量 。 一 般 它 是 波长 入 和 和 辐 照 度 = 的 函数 《入 、s 7。 

(2 ) 辐射 源 的 光谱 功率 分 布 。 即 辐射 源 的 光谱 辐射 功率 随 波 长 变化 的 函数 

actA}, 

那么 辐射 源 对 生物 体 所 产生 的 有 效 光 功 率 = 为， 

P=K-AS® we 入 ，E) cA) oA 

式 中 。 4 为 照射 面积 。 * WK 

计算 ?的 数值 一 般 是 很 困难 的 。 但 如 果 探 测 器 的 光谱 响应 特征 与 FT(《 入 =) 

一 致 ， 就 可 以 直接 测 出 有 效 功 率 z。 一般 的 光照 度 测量 是 用 人 腿 的 光谱 光 视 效能 
函数 "〔( 入 代替 Che 7 )。 如 果 将 叶绿素 的 吸收 光谱 近似 认为 是 光合 作用 
的 光谱 光 效 能 函数 。 如 图 1 可见 人 服 的 光谱 光 视 效能 函数 与 叶绿素 的 光谱 豚 收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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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相差 极 大 。 这 就 是 说 有 时 光照 度 很 大 而 它 所 能 产生 的 光 生 物 效 应 却 非 常 小 。 这 

使 得 以 光照 度 为 实验 条 件 的 结果 之 间 难 以 进行 比较 。 同 时 我 们 也 可 以 看 到 叶 绿 素 
的 吸收 光谱 曲 线 远 比 CAD 函数 复杂 。 并 且 叶绿素 “和 4 的 吸收 曲线 也 不 相同 
要 象 模 拟人 恨 一 样 用 一 个 物理 探测 器 来 模拟 光合 作用 的 光谱 光 效 能 曲线 是 不 可 能 

的 。 

如 果 我 们 分 别 用 两 个 探测 器 来 分 段 近 似 模 拟 叶绿素 的 两 个 吸收 巍 。 如 图 2 两 
个 探测 器 的 光谱 响应 峰值 分 别 取 叶绿素 。 和 上 的 光谱 吸收 峰值 的 平均 入 450 mm 
Crh) 、 665 mw (rr) SFA 阳 辐射 、 白 炽 灯 、 氨 灯 等 光合 作用 研究 中 常用 的 

光源 。 用 两 个 探测 器 rh 和 rr 分 别 测量 辐射 源 在 两 个 波段 的 辐 照 度 zt am 

用 sar 可 以 比较 精确 地 确定 光源 的 光谱 功率 分 布 。 ota 则 比较 精确 地 表 

征 了 光源 对 光合 作用 的 有 效 辐 射 功率 。 重 复 精度 可 以 控制 在 土 10% 以 内 、 对 白炽 
灯 重 复 精 度 可 以 控制 在 +3 以 内 。 当 然 我 们 这 里 所 选用 的 模拟 曲线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正确 确定 光照 环境 和 设计 上 容易 实现 这 两 方面 考虑 的 。 用 叶绿素 的 光谱 吸 收 曲 
线 代 替 光 你 用 的 光谱 光 效 能 曲线 是 否 合理 、 而 合理 的 模拟 曲线 应 该 如 何 选择 。 希 
望 光 生 物 学 工作 者 提出 意见 。 我 们 认为 通过 增加 一 次 测量 能 大 致 准确 地 确定 光照 
环境 、 提 高 一 些 光 合作 用 实验 的 重复 性 和 上 比较 的 可 靠 性 是 非常 有 意义 的 。 

北京 师范 大 学 天 文系 光电 研究 室 郑 晓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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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 烟 油 对 粒 细 炮 吞噬 功能 影 啊 的 

化 学 发 光 研 究 
KER BS Mh ww 吴 元 德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基础 医学 研究 所 

以 Lum ino 1 和 Lueigenin 作 为 化 学 发 光 探 针 (CLP). RM THM 

We MM ERI CCL) 的 影响 。 结 果 RMX HRM C Lag SHH 

Ht fa) 2B Hh HB DY BDC Lak BE mete nh vie BE B38 dm TE 低 ( 4 PRE 

0°26.0+¢52.2¢6mg/m IM, C 1 抑制 效应 的 P 值 分 别 为 >>0。05: 

<0°05e<0°001). SHRM CL 主要 反映 粒 细胞 作用 。 为 了 排除 烟 油 对 

C 开 的 抑制 效应 来 自 于 烟 油 的 细胞 毒性 。 用 Evans blue exe lus ion 试 验 检 

查 了 粒 细胞 活力 。 结 果 玫 明 在 等 效 条 件 下 。 烟 油 并 不 产生 显著 的 毒 人 性。 提示 这 种 ， 
抑制 效应 只 能 是 与 粒 细胞 吞噬 功能 的 降低 相关 联 。 近 来 已 明确 Lom inoL 依赖 的 

吞噬 C LEB REF ARAM PO - 且 202 系 统 ! Lueigenin 依 赖 的 C LS 

MO 酶 活性 无 关 。 只 对 细胞 呼吸 爆发 中 产生 的 超 氧 负离子 09 特异 敏感。 

吞噬 功能 的 现代 概念 包括 了 杀 灭 微生物 和 肿瘤 细胞 的 双重 防御 作用 。 因 此。 

由 本 实验 结果 可 擒 则 吸 烟 考 粒 细胞 吞噬 功能 抑制 的 结果 是 导致 癌变 机 率 的 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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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fH OE 

Xt AE A JRE IE TTR 
SRE BOE KR 

(中 国 科学 院 长 春 物理 研究 所 ) 

采用 az520 效 光 分 光 光 度 计 。 我 们 测试 了 和 牛 血清 白 蛋 白 。 胃 和 蛋白酶 和 

水 解 乳 蛋白 的 激发 光谱 和 发 射 光 谱 。 同 时 考虑 到 在 这 些 蛋白 质 中 发 光 的 贡献 

主要 来 自 于 芳香 氨基 酸 。 因而 也 对 垃 丙 氨 酸 、 酷 气 酸 和 色 ART Wit. 

氨基 酸 样品 是 第 二 军医 大 学 制备 的 。 蛋 白质 是 上 海 东 风 试 剂 厂 制备 的 。 得 到 

的 实验 结果 如 下 ， 

样 品 激发 有 效 最 大 位 置 菊 光 峰值 位 置 

5 nm 一 n er er 
: 305 am 

L—BA IR E =2 80 nm nails —305 sm 

: zm aX 

35 5 nm 
1—f% AR E =305 nm ET ne =355 wn 

ima x 4 

342 mn " 
牛 血 清白 蛋白 E =288 mm PL Sar 

max 

Has Bi E gear ooo ee 

36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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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芳香 氨基 酸 来 说 。 葵 丙 氮 酸 发 光 极 弱 。 它 的 克 分 子 消光 系统 s= 190 

室温 下 的 荧光 量子 产量 弛 ,一 0 。0 3 都 很 小 因此 苯 丙 氨 酸 只 有 微弱 的 发 光 。 

当 他 与 酷 氨 酸 色 氨 酸 一 道 发 光 时 。 Et 蛋白 质 荧光 的 贡献 往往 可 以 忽略 不 计 。 

我 们 在 室温 下 测 得 酷 氨 酸 的 激发 光谱 最 大 值 位 于 2 80 mm 。 荧光 最 大 值 位 于 305 

nm 。 室温 下 荧光 量子 产 额 为 0 2 了 消光 系数 时 了 00 。 对 蛋白 质 荧 光 的 贡献 。 

酷 氨 酸 比 茶 丙 氨 酸 要 大 得 多 。 室 温 . 下 的 HR BA sgt 大 值 位 于 305 mm 。 奖 

光 最 大 值 位 于 355 nm。 色 氨 酸 的 欧 光 量子 产 额 有 一 个 变化 范围 。 约 在 TH0。 20 

之 间 。 同 时 在 室温 干 色 氨 酸 ( 及 其 有 关 的 侧 链 上 呵 品 分子 ) 荧光 最 大 波长 是 依赖 

于 溶剂 的 “。 这 秒 作 用 很 受 重 视 。 因 为 亚 白 中 色 氨 酸 获 光 最 大 值 也 有 相似 变化 。 

由 此 可 用 来 推导 出 与 氨基 酸 残 基 有 关 的 环境 极 人 性 。 | 

FUL APE Ie CM RMA LF 288 wm 。 但 荧光 最 大 值 却 
咯 有 不 同 。 按 发 光 人 性质 分 。 这 几 种 蛋白 质 都 属于 。 REAR ( 获 光 最 大 值 具有 

色 氨 酸 发 光 的 特点 ) 。 但 它们 的 荧光 都 没有 体现 出 极为 显著 的 类 蛋白 质 获 光 

的 特点 。 从 峰值 位 署 和 谐 线 宽度 看 。 莞 光 是 酷 氮 酸 和 色 氨 酸 发 光 之 和 。 在 这 里 

BRR LRM, Wi Te, SRR. BER RETR 

很 低 。 自然 对 蛋白 质 剧 荧光 贡献 就 小 。 另 外 在 我 们 的 实验 中 。 琵 氨 负 效 光 最 大 

值 (305mm) 人 恰好 与 色 氨 酸 激 发 光谱 最 大 值 相 重合 。 造成 了 有 利于 能 量 转移 的 

条 件 。 这 也 是 造成 = 类 蛋白 质 中 色 氨 酸 发 光 占 主要 成 分 的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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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oF KW EHR 
在 粉尘 毒性 研究 中 的 应 用 初探 

(论文 摘要 ) 
上 海 市 劳动 卫生 职业 病 防 治 研究 所 

沈 本 权 BB 

化 学 发 光 是 自然 界 中 存在 的 一 种 普遍 现象 。 化 学 发 光 测 定 技术 具有 有 灵敏度 

高 、 特 异性 强 、 稳 定性 好 、 测 定 简便 等 优点 。 为 探讨 化 学 发 光 测定 技术 在 粉尘 
毒性 研究 中 的 应 用 前 景 。 本 文 观察 了 不 同 毒性 程度 的 Bh A PR HI 
的 作用 及 其 剂量 反应 关系 。 

以 健康 天 鼠 作 实验 动物 。 采用 常规 肺泡 洲 洗 方法 收集 肺 巨 噬 细 胞 ( xc zx 
主要 试剂 有 zam fnoz c si gama 公司 产品 )。 石英 粉尘 (北京 卫生 研究 廊 提 
供 7。 绢 云母 ( 自 磨 ) 、 铁 尘 (上海 大 场 场 南 化 工厂 产品 ) 。 注 试 仪器 为 sz g 

一 1 型 生物 化 学 发 光 测 定 仪 ( 上 海 计量 局 实验 工厂 ) 。 整 个 测定 过 程 由 
4z zie 一 工 计算 机 控制 。 浏 量 温度 为 25D 。 每 次 样品 测定 的 积分 时 间 为 6 秘 。 

实验 结果 表明 正常 vc 《未 加 粉尘 的 化 学 发 光 水 平 随 we ” 数 增加 而 增 
加 。 在 低 波 度 时 1x102 2 化 学 发 光 几 值 在 加 szmoson 后 22 分 钟 时 出 现 ! 

中 等 瀛 底 (《 2 x 1 0 ”) 了 时。 峰值 在 2 5 分 钟 左右 时 轴 现 。 高 波 度 ( 5x]06) 
时 化 学 发 光 峰 值 则 在 3 5 分 钟 左右 时 出 现 。 在 we ” 中 加 入 石英 粉尘 后 。 化 学 

发 光 即 刻 升 高 。 大 约 在 2 0 分 钙 上 时。 化 学 发 光 达 到 高 峰 。 峰值 显著 高 于 正常 

wez 。 且 随 石英 粉尘 剂量 增加 。 化 学 发 光 峰 值 相应 增加 。 同 时 ec? 存活 率 

与 化 学 发 光 峰 值 也 有 较 好 的 一 臻 关系。 

对 石英 、 绢 云母 、 铁 尘 等 三 种 工业 粉尘 的 比较 结果 为 石英 引起 ue? 的 化 

学 发 光 变 化 高 于 彤 云母 。 绢 云母 高 于 铁 尘 。 绢 云母 引起 的 化 学 发 光 变化 峰值 
较 石 英 提 前 出 现 。 同 时 计数 的 细胞 存活 率 变化 情况 也 与 此 相符 。 

为 了 确定 粉尘 作用 于 ver 后 是 何 种 自由 基 引 起 化 学 发 光 的 变化 。 作 者 还 

分 别 测定 了 在 石英 作用 于 w ez 后。 加 入 超 氢 化 物 歧 化 酶 ( soz )。 过 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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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 酶 。 过 氧化 物 酶 对 化 学 发 光 的 影响 信 况 。 观 察 到 在 加 入 19> 后 。 化 学 发 光 迅 

RW He Bi sop 加 入 量 加 大 。 扫 制程 度 也 加 大 。 过 氧化 氢 酶 组 化 学 发 光 BA 

下 降 。 很 快 又 上升， 而 过 氧化 物 酶 组 及 对 照 组 (加 生理 盐水 7 的 化 学 发 光 不 受 

影响 。 依 然 上 升 。 这 一 结果 提示 石英 粉尘 作用 于 “ec? 后 可 能 是 引起 超 氧 办 离子 

的 改变 为 主 。 900 是 一 种 特异 性 极 强 的 酶 。 只 催化 下 列 反应 。 

= 4 Se 
LO 工 +2H D Ho, +o 

据 本 实验 结果 认为 。 化 学 发 光 测 定 技术 对 于 鉴定 粉尘 毒性 、 研 究 粉 侍 毒 作用 机 理 
以 及 粉尘 毒性 抑制 的 初 得 等 几 方面 的 研究 都 具有 一 定价 值 。 值 得 进一步 深入 探讨 。 

用 单片机 控制 的 20 一 4 型 生物 发 光 光 度 计 
浙江 大 学 生命 科学 研究 室 

叶 建 华 PRE 孙 琦 

1 ( 摘 要) 

我 们 于 一 九 八 六 年 研制 了 209 一 3 型 用 单 板 机 控制 的 发 光 光 度 计 。 可 用 于 

测量 微弱 的 生物 发 光 或 化 学 发 光 。 为 了 进一步 提高 可 靠 性 。 降 低 成 本 和 小 型 化 。 

我 们 又 试制 了 用 单片机 控制 的 ?ps 一 4 AE RHR He 本文 介 绍 该 机 的 原 

理 与 结构 及 它 的 主要 技术 指标 。 

zp 5 一 4 型 生物 发 光 光 度 计 主要 由 光电 转换 电路 。 信 和 号 变换 、 处 理 与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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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 两 部 分 组 成 。 图 一 便 是 它 的 结构 框图 。 光 电 转 换 电路 由 加 样 装置 。 光 电 倍增 
管 。 yz 变换 器 及 高 压 电源 组 成 。 发 光 样 品 所 产生 的 光子 为 光电 倍增 管 所 接收 。 
并 变换 成 相应 的 光电 流 。 再 经 wz 变换 器 变换 成 放大 了 的 电压 信号。 信号 变换 、 

”处 理 与 控制 电路 由 Lp 。 接 口 电 路 。uwes 一 48 单片机 和 电源 组 成 。 其 核心 是 
wes-48 单片机 。 根 据 生物 发 光 分 析 的 特点 。 ze-4 型 生物 发 光 光 度 计 采 用 积 

和 一 
所 

mae se eee lee 
——_—_——_—_—_—— dim 

—_ —— — eee 

—_—— — ae 
— at ee 

ot ee —— os aes 
bara oe ee 

—_— ——e ee ees ot ome feet aoe LeHkepe 1344 HASTY BA 

b 48 LG 9 bth 9 KEE 

满足 各 种 不 同 应 用 场合 的 需要 。 对 频率 信号 的 采样 我 们 是 用 中 断 方式 实现 的 。 将 
ree HU Ag Bucs 一 48 单片机 的 wz 脚 。 每 来 一 个 脉冲 产生 一 次 中 断 。 而 

中 断 服 务 程序 完成 脉冲 加 一 功能 。 这 样 便 实 现 了 脉冲 计数 。 单 片 机 的 主 程序 分 成 

参数 设置 、 测 本 底 和 测 样品 三 部 分 。 初 始 化 后 。 根 据 > " 、 z 键 的 不 同 组 合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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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相应 的 积分 时 间 。 尔后 进入 测试 状态 。 根 据 面板 上 开关 。 的 状态 。 确 定 是 测 本 

底 还 是 测 样 品 。 是 测 本 底 则 不 断 地 对 本 底 值 进行 采样 。 显示 与 存 贮 。 并 随时 间 而 

不 断 刷新 。 若 开关 。 处 于 测 样品 状态 。 则 进入 测 样 品 程序 。 由 触发 信号 起 动 对 祥 

品 采 样 。 采 样 值 扣 除 本 底 进 行 显 示 和 打印 。 

zo RCE HIGH TBO otc 4zw 。 重 现 人 性 优 于 5 %。 BHT 
围 大 于 四 个 数量 级 。 采 用 单片机 控制 后 。 使 该 仪器 部 分 智能 化 。 而 且 与 过 去 用 音 
板 机 控 市 的 同类 产品 相 比 。 它 的 体积 更 小 。 成 本 更 低 ”可 靠 性 更 高 。 

Be HE MHS) BE IER A EE AR AY 

性 质 和 应 用 研究 
Bax 古 小 文 ” 张 盛 强 ( 华 本 师 大 生物 系 ) 

BAILS HK PH) 

2 

ASCH KR TM RA RB hy IG Me EI OP a OCR, FE 
i Hie MEER RGR, TERETE HS) HR ROE AOE, Shim 
apdcigiebiibeniapeabinitay berms 
变化 。 利 用 这 一 发 光 体系 测试 了 各 种 无 机 离子 如 petz eS uge wat 2% od eM 
以 及 各 种 有 机 饮 。 MEH. A. WE RR REAR AIH 
影响 ， 测试 了 过 氧化 氢 酶 憩 超 氧化 名 歧 化 酶 对 发 光 的 影响 ， 初 步 探讨 了 时 归 发 光 体 系 
的 发 光 机 制 。 由 于 虹 电 发 光 体 系 发 光 对 上 oo 极其 敏感 。 因 此 。 利用 这 一 发 光 体 系 可 测 
出 极 微量 的 aa os SU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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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黄 莉莉 火 虫 菊 光 素 酶 的 纯化 
和 基本 人 性质 
EX RAM BEM 

(第 二 军医 大 学 生物 化 学 教研 窒 上海) 
施 建 平 

(中 科 院 生物 化 学 研究 所 上 海 ) 

萤火虫 荧光 素 酶 是 生物 发 光 中 研究 得 最 深入 的 一 种 。 萤 火 虫 发 光 系 统 是 一 种 
灵敏 度 高 。 专 一 性 强 、 测 定 快速 、 应 用 广泛 的 检测 工具 。 国 外 已 纯化 了 北美 = 
zzra1ia 葡 火 虫 芝 光 素 酶 。 并 在 生物 化 学 。 临 床 医学 、 免 疫 学 等 不 同学 科 中 广 
泛 成 用 。 到 8 2 年 为 止 ， 有 关 文 献 已 超过 一 千 篇 。 我 国 从 8 0 年 代 初 用 虫 荧光 素 

， 酶 粗 酶 制剂 进行 了 一 些 工作 。 但 由 于 租 酶 中 含有 有 原 将 酸 激 ， 酶 ( 4 < )、 检 等 
二 磷酸 激酶 ( wpzz)。 可 催化 产生 are RW, BMidin ar? by) REE MEH 
ii, WRT RAGRAW CAA. BAW A. SABRDALRSOERS 

AO, PAA AEE RADE AERA A. A, 纯化 中 国 党 
3 ke BIG NGI ERIE NS EM Le A, 在 理论 上 可 
名 比较 不 同 种 属 的 Ie EH Uke MFA, 在 总 结 前 人 工作 的 基础 上 
缚 合 自己 工作 中 的 经 验 。 我们 用 > s4s 一 serhadex 离子 交换 柱 层 析 和 兰 色 谷 
及 粳 亲 和 层 析 绝 化 了 新 鉴定 的 莹 火 虫 中 华 黄 蔓 ( zoeoyla chinceis & ) Ha 
HER Ge HAT arex , «RRR S. KK. T%s 纯化 倍数 
为 T6。2。 经 sos 一 ?468 为 一 条 带 。 亚 基 分 子 量 6 34 0002 & FPLC 

测 得 全 酶 分 子 量 为 120 000 HARM HX TWA. CE HRBE HAR op 
中 最 适 Pa 为 7。4 。 而 在 磷酸 组 冲 液 中 为 6。8 。 在 pz 为 ?7。6 一 7 。8 的 绥 
冲 液 中 发 光 到 达 高 峰 约 需 0 。 2 一 0 。4 Be Brie MM aM he 
POE, MA ETA 醋酸 镁 对 发 光 的 影响 的 比较 研究 表明 。 醋酸 锐 对 发 光 的 影响 最 小 。 

ub * Jace MEAGRE MR, «Lore 才 是 区 光 素 酶 的 真正 底 物 。 同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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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光 苇 统 还 种 要 用 一 定 波 度 的 僻 离 于 。 甘 油 对 交 光 素 酶 不 仅 有 稳定 作用 。 而 且 有 有 
激 滞 作用。 反应 系统 中 加 入 prz Bt, RIGA. WL ME SRA Ke 
当 区 光束 为 不 同 的 给 定 浓度 时 。 4re 波 度 变化 引起 发 光 强度 变化 的 结果 表明 。 营 
光 素 酶 能 增强 or? SBS. EIR wR Fe ee ae? hy om 
y X10 ue HMRI WKS 60mr 。 在 > 三 偏 酸 时 。 无 红 
移 现 象 。 上 述 人 性 质 与 北美 zzrrofzs 有 很 多 不 同 。 说 明了 种 属 差异 是 明显 存在 

Hie 

AFA ACHES at eA a A a HE 
eS HE 杰 RT 

华东 师范 大 学 生物 学 系 

人 血 液 中 自 细胞 的 吞噬 能 力 反 妈 了 人 体 免疫 功能 的 水 平 。 在 临床 上 有 重要 意 
义 。 近 年 来 报道 用 化 学 发 光 法 可 以 测定 白细胞 的 吞噬 功能 。 国 内 已 有 报道 。 用 发 

ARO RIE, WEAR RMT, SAMAR, ABBA 
细菌 的 一 个 种 ( vibrio oP? ) WEA AMM BME He ERNE M. 将 发 光 
细菌 6 4 号 蕊 抹 从 斜面 接 入 液体 培养 基 。 振 摇 培 养 到 对 数 中 期 。 BLS ihe 
再 用 za9 RRR MU — Ke AMAL it za9 BMS Re 保 
AF ACK. WARTS 0. 2% GIG AD ze 和 3 RRR MED 

GYRE ERM. RA AM ( ARGUE ) 调理 3 0 分 钟 。 加 入 适当 小 度 的 

白 细胞 。 每 次 间隔 一 定时 间 测定 细 脂 悬 液 的 发 光 强度 。 由 发 光 强 度 的 下 降 可 显示 
春 噬 作用 的 强 弱 。 对 照 不 加 白细胞 。 仅 加 同 量 的 生理 盐水。 结果 。 在 6 0 分 钟 内 

对 照 毛 发 光 强 度 基本 不 变 。 而 加 入 白细胞 样品 则 发 光 强 度 逐 步 下 降 。 并 随时 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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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 而 下 降 更 多 。 显 然 。 发 光 细 获 悬 液 在 合适 条 件 中 能 发 光 相 当 的 时 间 而 强度 下 
减 。 一 旦 与 白细胞 接触 ”被 吞噬 。 则 天 失 发 光 通力。 从 而 细菌 悬 波 发 光 水 平 下 降 。 
发 光 细菌 被 吞噬 赵 多 。 则 发 光 强 度 下 降 赵 多 。 对 各 个 样品 中 发 光 细菌 作 了 活 苗 计 
数 。 发 现 其 存活 率 与 相对 发 光 强 度 旺 现 良好 的 相关 关 素 。 说 明 发 光 强 度 的 下 降 确 
RRM A MMT CHW 

本 文 还 研究 了 某 些 因素 对 本 方法 测定 结果 的 影响 。 包括 温度 。 白 细胞 与 发 光 
细菌 的 数量 比例 。 发 光 细菌 的 数量 比例 。 发 光 细菌 的 保藏 条 件 和 时 间 等 多 种 因素 
对 结果 的 影响 。 

“本 方法 比较 简便 易 行 。 且 记得 结果 是 白细胞 对 发 光 细菌 的 知 噬 的 结果 。 直 接 
反映 了 白细胞 的 香 噬 外 来 细菌 的 能 力 。 更 符合 于 自然 状态 中 的 白细胞 的 功能 的 表 
Be 

化 学 发 光 法 测量 ， 
某 些 合成 药 和 中 药 的 清除 0 作用 

华东 师范 大 学 ARE KER 

ERK RK BRE 

OG PH te, His FT He He Be OR ae Ue BOM ae A: 1k AA RR HE A I A 
BAF ol ) 自由 基 。oi 进一步 与 化 学 发 光 剂 鲁 米 诺 ( 3—-AHEGKO AF 

反应 。 使 后 者 激发 。 激发 态 的 和 鲁 米 诺 返回 基态 时 产生 化 学 发 光 。 凡 是 能 抑制 黄 吃 哈 
SLM BERGER oa 的 药物 。 都 可 以 降低 本 化 学 发 光 体 系 的 发 光 强 度 。 本 体系 

已 被 广泛 地 用 来 测定 超 氧化 物 此 化 酶 的 活性 。 
已 有 报道 表明 。 咖 啡 酸 和 芥子 酸 能 有 效 地 清除 电离 辐射 线 所 诱发 的 自由 基 。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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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血 小 板 的 降低 。 预防 出 血 并 止 he RH BROWN 存活 率 # 也 有 报道 提 及 心血 管 

在 缺 血 再 灌流 的 过 程 中 会 产生 自由 基 。 而 丹参 等 中 药 具有 清除 自由 基 。 减 少 氧 损 
伤 的 作用 。 本 研究 试图 利用 BY 一 - 黄 咱 哈 氧化 酶 一 一 鲁 米 诺 发 光 体系 来 测定 上 
述 两 类 药物 的 抗 氧 化、 清除 OT MRA. MOR, 

7 。 有 氢 的 条 件 下 。 黄 喉 叭 -一 褒 时 叭 氧化 酶 一 一 鲁 米 庄 发 光 体系 的 发 光 。 是 
个 朋 态 的 过 程 。 启 动 发 光 后 几 秒 钟 内 就 出 现 发 光 高 峰 。 随 后 渐渐 下 降 。 一 般 都 选用 
峰 高 作为 指标 。 

2 、 羟 基 肉桂 酸 街 生 物 中 的 咖啡 酸 、 芥 子 酸 等 。 一 些 中 药 的 提取 物 。 例如 丹参 
酮 工 4 磺 酸 盐 、 红 蘑 等 都 有 类 似 于 超 氧化 物 此 化 酶 ( soz ) 那样 的 效应 。 清除 07 
降低 发 光 强 度 。 若 以 药物 的 浓度 为 横 座 标 。 抑 制 发 光 强度 的 百分数 为 纵 座 标 。 可 以 
绘 出 一 条 曲线 。 设 对 应 于 抑制 发 光 吕 ES 0% 的 浓度 为 zc50 。 那么 。 各 药物 的 zc50 
并 不 一 致 。 其 药 效 顺序 为 。 MME CO 32zgmm1! ) KFA 
(4 377gimi DERBAHC 4 Drvem! Y>ASwM «BRC L 90z 芭 1 

> 45 KUM (C6250 gr I) > KE KEM ( 134 OV gm! >> 8401(& 45 

一 一 三 甲 基 丙 烯 酸 乙 二 胺 盐 ) ( 2900 g/ml), BAK BF BOs TER o% 的 机 理 和 

效 价差 异 的 原因 也 作 了 讨论 。 
化 学 发 光 法 测量 自由 基 反 应 和 药物 抑制 自由 基 反 应 和 能 量 转移 的 过 程 具 有 灵 

i. HR. 简便、 价 廉 、 能 测定 反应 的 早期 动力 学 的 优点 。 可 以 作为 顺 磁 共振 法 
(zs sz) bi 助 手段 。 本 体系 对 于 筛选 抗 自由 基 药物 。 在 医学 上 研究 抗 衰老 、 防 肿 
瘤 、 防 治 放射 病 、 食 品 、 油 脂 、 橡 胶 、 塑 料 工 业 上 的 抗 氧 化 有 一 定 的 应 用 价值 。 

142 



化 学 发 光 法 检测 照射 大 鼠 细胞 吞噬 活性 
Ame BX ERY 

《上 海 医 科大 学 放射 医学 研究 所 ) 

WE 

CHK MASE RD 

FS BS FART NT ABE A Se A HLA Ty HE My He BY Se, BE Be HV — PS BS BBA HR AY 

细胞 对 照射 敏感 性 相差 甚 远 。 有 些 还 尚 有 争议 。 xoller 等 发 现 整体 照射 后 粒 性 白 

细胞 香 噬 活 狂 下 降 。 Ander son 等 对 粒 性 白细胞 体外 照射 没有 观察 到 乔 轿 相伴 随 
时 代 的 改变 。 ad veo pode 等 报道 照 后 粒 人 性 白细胞 活性 增加 。 对 于 肺泡 巨 噬 细 胞 国 
内 外 还 研究 得 不 多 。 仅 见 sad—lonnier 报告 。 7。5er WAKE, B—K RM 
能 力 下 隆 。 以 后 上 升 。 3 5 天 时 上 升 到 对 照 组 水 平 。 以 往 检查 细胞 的 春 噬 功能 。 如 
显 徽 镜 的 形态 学 观察 等 。 都 比较 费时 。 难于 定量 而 且 会 出 现 假 阳 人 性。 化 学 发 光 法 是 

近年 来 发 展 起 来 的 一 种 新 的 检测 方法 。 它 可 测定 细胞 和 春 噬 过 程 中 产生 的 自由 基 。 从 
-而 直接 反映 细 脑 的 春风 活 仁 。 为 此 本 文 用 化 学 发 光 法 检测 了 照射 大 鼠 粒 性 白 细 有 条 

肺泡 巨 风 细 胞 功能 的 变化 。 在 放射 损伤 领域 。 国 内 尚未 有 类 似 报道 。 
实验 动物 用 雄性 rrsyar KR. 体重 1I80-355 08。 600 一 了 线 分 别 照射 100 。 

200 。400 。800 as 剂量 认为 243 BAe FAG 6. 9. 2 4、4 8 小 时 处 死 大 

Bo Wik 1000), RG. ATS MAME WAT Se MR A 
Ki, Boke —E WYLDE NWI, MINER WMA Wie BAH 
Yd Ei Wak 4 HH 3 

306 45 Ry TERRA 肺泡 巨 噬 细 胞 测试 发 现 。 发 光 强度 与 细胞 、 和 鲁 米 诺 和 莓 
A ce ARE A tk Do 210° tym, KH 2x10 4 uy, 酵母 
KR 10 Pm 为 最 佳 实验 条 件 。 大 鼠 整 体 照射 后 。 血 中 粒 性 白细胞 的 数量 随 
照射 剂量 的 增加 而 下 降 。 其 中 以 照 后 4 8 小 时 变化 最 为 明显 。 8 0 0 a 时 仅 为 对 照 
值 的 8 %。 全 血 的 化 学 发 光 值 。 照 后 6 小 时 。 随 剂量 增加 而 上 升 。 照 后 24、4 8 
小 时 。 随 剂量 增加 而 下 降 。 其 中 以 4 8 小 时 变化 最 为 明显 。 仅 是 对 照 值 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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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0 60 个 细胞 的 发 光 。 粒 性 白 细胞 和 肺泡 巨 噬 细 胞 都 随 剂量 上 升 而 上 升 。 相同 

的 剂量 。 不 同时 间 两 者 有 不 同 的 变化 趋势 。 8 0 0 z 时 。 照 后 6s。 24, 4 8 

Ft, BURA SAM RR 215%, 208% 372%. 后 者 分 别 为 对 照 值 的 

102% 2 718%. 15 4%e 

上 述 结 果 提 示 。 辐 照 引起 血 中 粒 性 白细胞 数 的 下降。 单个 粒 性 白细胞 和 肺泡 

巨 噬 活 力 的 提高 。 并 且 增 加 照射 剂量 。 变化 增 大 。 延长 照射 后 的 时 间 s。 前 者 变化 

明显 。 后 者 则 相反 。 细 胞 的 化 学 发 光 可 反映 辐射 对 机 体 的 早期 损伤 。 

发 光 免 疫 的 研究 : 微机 程控 自动 检测 
上 |、 针灸 对 机 体 由 细胞 的 免疫 功能 调节 

LVS PRESBE misc BAH ROCF 

上 海 市 针灸 经 络 研究 所 Mx ERS 

上 海 市 气功 研究 所 EER 黄 健 

a 细胞 即 自然 杀伤 细胞 ( wetore xz11 ce11s) 是 一 种 姬 需 事先 臻 化 
也 无 需 依赖 抗体 就 能 杀伤 某 些 肿瘤 细 胞 和 病毒 感染 细胞 。 
目前 国内 外 测定 wx 细 胸 活性 大 都 采用 5 Jor 释放 试验 。 此 法 敏感 性 高 操作 

简便 。 时 间 短 等 优点 。 由 于 目前 国内 5er 试剂 比 活性 较 低 。 需 用 进口 试剂 、 成 本 
Ate HAMID dh 〈 5 —-RRMRAREHE 胞 乒 Ate ro ee RH 
化 酶 法 等 。 前 者 同位 素 放射 法 较 敏 感 。 但 操作 不 安全 。 影响 操作 者 健康 、 污 染 环境 

等 。 酶 法 需 用 病人 血液 较 多 。。 不 够 敏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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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应 用 发 光 免疫 法 具有 操作 安全 、 简便。 敏感 性 较 高 。 不 污染 环境。 为 当 
代 最 理想 。 先 进 的 一 种 测试 细胞 免疫 方 法 。 

材料 和 方法 

一 。 材 料 

(一 ) 正常 人 外 局 血 淋 巴 细胞 制备 选择 正常 人 及 献血 健康 者 血液 3 《4 例 。 年 令 

2 一 58 之 间 。 各 了 静脉 血 3m 1。 有 计 毒 抗 凝 。( 每 50w 姑 1)。 血 液 用 五 ahks 

BUH. FRR 一 清 影 葡 腕 淋巴 细胞 分 离 液 (比重 Ie 077+0。20 ) 分 离 淋 巴 

St. FAR PML— 16 4 0 培养 液 按 所 需 浓度 配制 成 细胞 悬 液 。 
(二 ) 靶 细 胞 ，K56 2 细胞 。 该 细胞 株 对 人 和 家 免 N 开 细胞 敏感 性 高 。 应 用 前 
一 天 用 含有 I 5% 胎 牛 血 清 的 RPMEL 一 I .640 液 换 液 及 计数 。 

以 上 两 种 细胞 经 台 醒 兰 法 检测 。 存活 率 平均 > 9 5%。 ， 
(= 3532. REML—-1640 培养 液 内 含 2 x 10-2@MHEPES, 5 x 109 

M2#ZM. 2mMQ ARAB. BK. 1 5 % A 

(四 ) 虫 荧光 素 酶 ， EA AER PITH TA Be 

《于 ) 生 物化 学 发 光 检测 仪 。 上海 计 量 局 实验 工厂 产品 。 微 机 程控 自动 检测 。 

=a WE 

Ck Si 2 x 108m 1K. SAMO 。 Im 1, My O © Im {REML 

—1640 营养 液 0。 加 1。 为 效应 细胞 实验 管 。 做 3 管 。 

(二 ) 破 细胞 。 玫 562 株 。 每 管 加 10° VERA Os Im le 再 加 

0。ImIMPML 一 1I640 营 养 液 0 。Im 1。 共 3 管 。 

《三 ) 细胞 毒 RH. RY AO + Im 1。 加 0c7Im 1A, 38. 

DESPEDEY. HS 70» COz Skid 4—1 8 小 时 。 
《四 ) 每 管 加 0。Im 1Trish, MH. £100 CHK PM 1 05h. 

待 冷 、 离 心 。 

CH) HERE te HOR 0+ 2m 1. ABIL OER. W RIMM A 
CFM。 按 标本 ATP 浓 度 曲 线 。 经 统计 回归 处 理 。 ASTHUANK A hae wig tt 

结果 。 以 上 操作 程序 全 部 由 电脑 及 微 及 磁盘 软件 控制 。 自 动 检 测 。 打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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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结果 

一 。 正 常人 NK 细胞 活性 检测 结果 

NK 细胞 活性 ，45 土 IJ7。4%% 

二 。 正 常 家 免 NK 细胞 免疫 活性 :5 2 8 例 ) 

N 开 细 胞 免疫 活性 4 Ot 1 2 5 6%。 

三 。 针 刺 虚 证 病人 (辩证 施 例 ， 有 甲状 机 能 亢进 。 脑 血管 意外 症 。 神经 衰弱 。 

慢 支 哮喘 阁 症 等 病例 共 4 8 例 。N R 细 腿 免疫 活性 3 对 14+ 8% — 辩证 施 治 

He 444+ 16° 4% : 

We. ERR GG, SARK MAK BUA. HRRISKA—-H#B. A 

抗 克 淋巴 细胞 血清 。 制 造 免 疫 功能 底下 。 Fin. RANK 细胞 免疫 活性 。 正常 值 ， 

40 土 I2。6。 多 疲 功 能 底下 时 N K 细胞 免疫 活性 ，2 838。 64+ 14+6%, & 
. 

R=MWARIS. NK ABBE, 36+ 44+ 15 © B%e 

讨 论 

一 、NK 细胞 它 可 以 杀伤 肿瘤 缀 细胞 。 病毒 。 细 菌 等 。 它 不 同 于 香 鸣 细胞 的 香 
噬 性 杀伤 瘤 细胞 。NK 细胞 攻击 靶 细 胞 后 。 导 致 却 细胞 死亡 。 而 死亡 细胞 是 无 ATP 
(三 磷酸 腺 并 ) 存 在。 它 只 有 活 的 细胞 内 会 存在 。 它 是 机 体重 要 生 理 、 生 化 、 免 疫 等 
代谢 的 产 入 。 积 极 参与 能 量 代谢 。 糖 代谢 、 脂 代谢 。 旦 白质 合成 。 核 酸 代谢 等 途径 。 

NK 细胞 在 溶解 靶 细胞 时 。 最 初 有 敏感 受 体 。 使 两 者 接触 。 后 有 RMS. 
机 体 于 扰 素 。 江 巴 因子 等 。 白细胞 个 素 XI1。I17 等 均 可 激活 NK 细胞 免疫 活性 。 

在 细胞 毒 攻 击 时 。 坡 细胞 产生 超 氧 阴 离子 ( 自由 素 ) C3 MH, Or 等 活性 率 。 它 
们 可 用 和 鲁 米 诸 (ImmUano 1 ) 检 测 。 

二 。 近 年 来 。 知 道 自由 基 与 机 体 抗 衰老 密切 相关 。 在 N R 细胞 中 有 自由 基 。 超 
氧 阴 离 子 等 存在 。 可 以 杀伤 异 体 非 已 细胞 。 故 NK 细胞 是 人 体 免疫 功能 第 -- 道 最 重 
要 肪 疫 线 。 

三 。NK 细胞 与 抗 肪 瘤 有 密切 关系 。 在 适当 效 靶 比例 实验 中 。 观 察 到 NK te 
可 接近 9 0 % 以 上 。 我 们 曾 用 同 样 病人 淋巴 细胞 。 共 8S Hy —T d kk Re E 

肺癌 病人 。 苇 近 死亡 前 。N K 细胞 免疫 活性 均 为 趋 近 零 。 证明 肿 瘤 病人 NK 活性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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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低 于 正常 人 。 且 在 沉 危 期 是 急剧 下 降 。 发 光 免 疫 与 氟 标 法 基本 上 测试 数值 是 较 
接近 的 。 

四 。 针 刺 和 艾 灸 病人 。 对 虚 证 病人 。 免 疫 功能 低下 者 N K 细胞 免疫 活性 均 有 
较 明 显 提高 。 经 统计 学 处 理 ， 针 刺 术 P< 0。0 1。 艾 炙 术 P< 0。0 5。 研 究 
提示 针灸 对 病人 机 件 N K 细胞 免疫 活 性 确实 有 一 定 的 调节 功能 。 

一 种 新 的 测定 必 细 胞 活性 方法 
一 生物 发 光 法 

EYE PRB mee BRT 程 国 强 

气功 研究 所 =RA R 健 

利用 ATP 生 物 发 光 技术 是 最 新 生物 医学 工程 技术 。 现 已 广泛 应 用 于 植物 与 
农业 等 方面 。 本 文 应 用 这 一 技术 于 细胞 免疫 学 上 。 利 用 AT PAY DEX MEN K 

细胞 活性 是 一 次 创新 。 一 般 测定 N K 细胞 活性 常用 同位 素 方法 。 它 受 一定 的 设备 。 

条 件 等 限制 。 且 对 人 体 有 一定 损 伤 。 本 方法 则 安全 简便。 灵敏 。 记 需 试 剂 和 仪器 
均 为 国产 。 

应 用 荧光 素 酶 测 ATP 的 方法 简介 ， CDBEIOS 24E st rcler 和 Totter 

应 用 中 荧光 素 酶 系统 测定 了 AT P。 由 于 AT P 在 生物 体内 是 一 个 重要 的 代谢 物 。 
它 与 生物 的 生命 活 动 至 关 重要 。 它 在 能 量 的 贮存 、 输 送 和 释放 的 过 程 中 有 着 

极 重要 的 地 位 。AT PHAM TARR ER, ABR. TARR RR. 

在 死 细 胞 中 迅速 消失 。 测 量 A T P 是 研究 生命 活 动 过 程 的 重要 实验 技术 。 利 用 欧 光 

素 酶 测 A T P。 其 特点 是 简便 快速。 灵 敏 、 专 一 性 强 。 应 用 此 技术 测定 N K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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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是 一 个 新 的 尝试 。 经 一 年 多 反复 实验。 证 实 它 是 一 个 简便 可 行 的 方法 。 

ATP 标 准 浓度 测定 

1, BRI RBM 

称 取 3mg 荧 光 素 酶 (中 科 院 植 生 所 生产 ) 深 于 Im 15 0mM 甘氨酸 缓冲 PH 

7* & 内 含 ImMEDTA。 10mMM gSO 4 和 Img 牛 血清 蛋白 。 

2 。 测 定 仪器 

中 科 院 上 海 植 生 记 生产 的 发 光 光 度 计 

3, ATPWE 

取 0。2m 1 提取 液 于 0。5 mHBMWH BH. MAM RMS. 注射 0。8 

m 1 荧光 素 酶 液 。 同时 记录 发 光 曲 线 。 以 发 光 峰 高 为 发 光 强 度 。 将 测 得 的 发 光 强 

度 对 照 标 准 曲线 。 查 出 相应 ATP 浓 度 。 

4, Hie HAS ial 

取 纯 化 的 AT P 用 20mMT ris PH7。8 缓 冲 液 配 成 5xI0-TI4mo le s/Y 

m ji-5xI0- 9mo les/m IRE HAM, S—Mh 度 溶液 取 0。2m 出 定 发 光 强 

度 。 以 发 光 强 度 的 对 数值 为 纵 座 标 。A TDP 浓 度 为 横 座 标 作 图 。 即 标准 曲线 。 

按 本 方法 测定 正常 献血 员 2 4 例 。N 开 活性 平均 值 为 5 0。5% (+ 19°27)0 

WW aS. 、 肿 瘤 等 病人 了 2 例 。 平 均值 为 43。666。 

样本 的 测定 方 法 

了 至 静 脉 血 2m 1. 分离 得 淋巴 细胞。 计数 。 靶 细胞 K 56 2 取 新 鲜 培 养 24 一 

《8 计数 。 效 应 细胞 和 坡 细胞 比例 为 5:1I-I0 :1I。 置 37T7D 温 箱 2 一 3 小 时 。 

用 热 提取 法 提取 AT P。 即 将 样品 快速 置 于 沸 的 缓冲 液 由 。 1 0 0T 水 浴 保 温 了 0 

Be 数 出 冷却 。 以 上 清 液 作 测定 。 方 法 同 前 。 

按 下 列 公式 计算 ， 

A-B 
WAGES C1 ~——— ) x 9.0% 

A=K5 6 2 和 淋巴 细胞 混合 培养 的 AT PH 

了 = 单一 淋巴 细胞 培养 系统 HWA T P HE 

C= 单一 色 5 6 2 培养 系统 的 ATP 流 度 

re 2 



TPR SEE 

讨论 。 

FA PEER MG CH ih > 测定 are 是 一 种 灵敏 度 很 高 的 方法 。 荧 光 素 酶 作用 于 

荧光 素 需 要 有 4r” 和 镁 离子 存在 时 产生 光 。 按 下 列 反应 进行 。 

mg B+LH ATP ma Eg e@AMP + PP 
2* sce 2 

Belay’ c4uP+Q—> 氧化 荧光 素 + coy tae + 

t= KIERB 

sea OER 

P= KOR 
发 光 强 度 与 are 的 浓度 成 一 定数 量 关 系 。 

应 用 粗 制 的 荧光 素 酶 测 ar? 的 生物 发 光 技 术 于 细胞 免疫 学 上 用 于 w © 活性 的 

测定 在 国内 还 未 见报 道 。 根 据 日 本 《 “ ”的 报道 我们 按 本 实验 室 的 条 件 加 以 疏 
进 。 

本 APAILGIN CHES #562 ( 4 Hd ?7 比例: 在 5 ， 了 一 

TI4 :了 较为 适宜 。 

2 、4re ik, 主要 是 尽快 杀 死 细胞 中 各 种 酶 。 LE REL ER 

并 破坏 细胞 的 结构 有 利 «ar? 的 提取 。 一 般 提 取 法 有 了 酸 提取 。 热 提取 和 有 机 溶剂 提 

取 法 。 从 本 实验 中 结果 。 以 热 提取 法 为 最 好 。 简便 可 行 

2, ASU 2 AUCH A x © EIS 0.5% (+ 1& 27 TERI 

以 JI55 soo 标记 法 测定 wx 活性 正常 值 5Q4 12% (©1294) (8). 两 者 结 

果 相 近似 。 还 测定 了 慢 支 、 肿 瘤 等 病人 z 2 例 。 平均 值 为 4& 66% 。 我 们 初步 认 

为 。 应 用 生物 发 光 法 研究 w = 活性 。 可 应 用 于 临床 诊断 。 科学 研究 等 。 有 一 定 的 

C 3) 

应 用 价值 。 

参考 文献 。 

JI、 王 维 光 等 ”内 部 资料 

2、 宫 ”修一 等 E*OSfY WMS 8 年 明 
3。、 王 球 达 等 上 海 免 疫 学 杂志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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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分 辨 荧光 光谱 技术 在 
光 生 物 学 研究 中 的 应 用 
李湘 正 冯 扬 RA B® at 
《北京 理工 大 学 应 用 物理 系 ) 

在 简要 简介 绍 时 间 分 BERR Ay ER 秒 数 量 级 的 时 间 相 关 单 光子 计数 技术 测量 荧光 

BE, REE MR 动力 学 过 程 的 方法 原理 基础 上 。 以 激发 能 在 有 机 分 子 间 的 传 记 、 

给 体 一 一 变 体 分 子 内 的 电子 转移 、 电 荷 转 移 复 合 物 生 成 动力 学 、 及 模型 生物 大 分 子 

的 各 向 异 仁 衰变 动力 学 研究 为 例 。 讨 论 该 技术 在 光 生 物 学 的 应 用 潜力 。 

时 间 分 辨 菊 光 测量 的 数据 处 理 
李湘 正 KES BB 
(北京 理工 大 学 应 用 物理 系 北京) 

有 机 分 子 的 光 勉 理 、 光 生物 学 特性 的 时 间 分 SEWER, WR 

急流 长 处 的 荧光 强度 (包括 特急 偏振 ) 随时 间 变 化 的 荧光 训 “变动 力学 曲线 。 为 从 
SQ 给 的 直接 测量 结果 中 获取 有 关 分 子 动态 行为 、 构 型 构象 变化 的 信息 。 BIA MH 

学 模型 。 并 以 此 为 基础 进行 “ 卷 积 ”、“ 解 卷 积 ” 和 拟 合 处 理 是 必要 的 5 关于 简单 
MAF, MAF RHI RE NEGRO MEARS OHH 而 且 在 方 

eh A REBAR APSA AN RG WSF HS ee 
ii yA, HG BP Ase WA Be 



生物 系统 超 微 弱 发 光 的 机 制 及 功能 探索 
能 建文 

广州 华南 师 大 物理 系 
生物 系统 的 超 弱 发 光 ; 这 个 课题 实际 上 从 本 世纪 2 0 年 代 就 有 人 开始 了 ， 近 

年 来 又 成 为 一 个 较为 GAT” WEE, 

然 对 该 现象 的 机 制 却 - 直 莫 误 - 是 其 功能 几乎 不 见报 道 ， 本 文 欲 对 上 面 问 

题 及 利用 生物 超 微弱 发 光 进行 病理 诊断 方面 作 些 讨论 。. 

一 、 超 微弱 发 光 Bil 

笔者 以 为 这 实际 上 生 蚁 体内 一 种 RA FR ST, 

比如 细胞， 实际 上 就 是 一 种 小 小 的 生物 激光 器 ， 从 那里 可 辐射 出 相 于 的 电磁 

波 来 。 

理由 是 : 生物 体内 已 具备 了 激光 器 的 基本 条 件 ， 

@ 工 作物 质 一 一 生 匆 体内 的 AT PCE RRRY ?分子 便 可 以 是 一 种 ， 其 系 

浦 能 可 以 是 新 陈 代谢 中 的 生化 能 。 这 泵 浦 能 使 AT P 产 生 能 级 反 转 。 

四 谐振 爵 一 一 激光 器 中 园 球 谐振 肥 也 是 存在 的 。 也 就 是 细胞 膜 成 为 谐振 肥 是 

可 能 的 。 

实际 上 ， 生 物体 内 的 Q 值 一 般 达 1 018 ， 谐振 肥 也 就 可 要 求 不 象 真 正 的 实 

PAK GH Ze BBA, 3 

二 、 超 微弱 发 光 的 功能 

作为 生物 体 的 一 个 因 有 机 能 ， 赵 微弱 发 光 的 功能 是 什么 ? 

笔者 以 为 ， 这 实际 上 是 机 体内 传递 信息 的 一 种 形式 。 一 般 只 认为 生物 体内 

CW A al ) 仅 是 通过 化 学 信号 ， 电 信和 号 来 传递 的 。 

为 何不 能 认为 电磁 波 也 是 生物 体内 的 一 种 信息 传递 形式 呢 ? 

实际 上 ， 最 早 的 超 弱 发 光 实 验 〈 由 苏联 Gu r 一 Witse 完成 1923 

年 ) 显 示 出 的 结果 便 证 明了 这 个 假想 是 合理 的 ， 中 医 的 经 络 学 说 也 支持 了 这 个 观 

点 

三 、 超 弱 发 光 在 医学 诊断 上 的 应 用 * * 
尽管 超 微弱 发 光 问 题 的 机 制 ， 功 能 方面 尚 需 探 讨 。 然 大 面积 进行 些 实验 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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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是 必需 的 。 
笔者 已 开始 在 微弱 发 光 应 用 上 做 工作 ， 利 用 血清 的 超 微弱 发 光 来 诊断 疾病 。 

特别 癌症 等 一 类 疾病 的 早 期 诊断 。 因为， 癌症 实际 上 就 是 一 种 细胞 的 无 节制 恶性 
生长 这 样 细胞 同 超 微弱 发 光 现 象 一 定 会 有 所 变化 ， xe ahaa eae 
(EY SIG AT aE, He 症 等。 

这 是 一 项 很 有 价值 的 工作 。 

* * 该 项 目 是 广东 省 科学 基金 硕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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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生 物 学 中 的 微弱 光 信 号 检测 技术 
苏州 大 学 生物 物理 与 医学 工程 研究 室 

KLE Re 杭 文 敬 ” 沈 雷 洪 
一 直言 | 

， 微 弱 依 导 检 测 是 利用 电子 学 、 先 理学 和 信息 论 方法 ， 对 被 噪声 污染 的 信号 进行 
有 效 恢复 和 测量 的 “AMARA, MAI He 研究 的 发 展 和 深入 ， 和 常规 
的 检测 技术 已 愈 来 愈 不 能 满足 需要 ， 对 微弱 光 进 行 有 效 检 测 具 有 重要 意义 。 
5 < 微弱 ” 的 含义 通常 是 指 该 信号 的 强度 和 伴随 在 信号 中 的 噪声 强度 相 比 而 

om 弱 ” ， 因 而 微弱 信号 检测 的 关键 在 于 研究 信号 和 伴随 的 噪声 在 规律 和 特征 方面 
的 差异 ， 然 后 采取 有 效 的 措施 来 别 除 唆 声 。 

噪声 定义 为 彭 响 测量 的 有 害 扰动 。 文 献 《 8 ) 中 有 对 噪声 的 特征 和 规律 的 详尽 
ik, ARAB RR, BRERA RSH RH MERCH RRA RE 

” 施 便 构 成 了 微弱 光 | 检 测 不 同 的 几 个 方面 。 信 号 品 声 比 是 微弱 信号 检测 中 常用 的 一 个 
BER i, P 

二 、 微弱 光 检 测 的 原理 
1, 相关 检测 

HAAS, CAN 滤波 技术 可 将 滤波 器 带宽 之 外 的 噪声 别 除 ， 但 由 于 带 通 
MRC BPP ) 的 通 带 很 难 罕 化 ( 通 带 Q 值 仅 为 I013 一 2 )， 品 声 咎 制 能 力 

一 般 较 弱 。 
相关 检测 技术 采用 了 自 相关 或 互相 关 原理 ， 在 功能 上 类 似 于 频 域 滤波 ， 可 实 

现 Q 值 达 工 0 8 以 上 的 等 效率 带 且 能 不 随 中 心 AR 移动 而 变化 。 

Es a 

Er 

ae 
Ay. MAM AA TE 

ef 

ié 8 



如 图 1 所 示 ， 设 

Es=As Co sWst 

Er=ArCo s:(Wrt+yH)? 

则 Bo ’=BsoBr=4AsArCos€ (Ws-Wr) t-pJ)4+4AsArCos 

( (Ws+Wre Dt#-) | 

MR BWr=Ws, HMAr = 1, 通过 低 通 滤波 器 《〈《 工 PE ) 后 ， 信 和 号 

输出 便 为 

Bo=+tAsCos , 

设想 频率 为 W "的 噪声 和 被 测 信号 一 起 进入 P SD， 如 果 Wa-Wre 

大 于 工 PF 的 截止 阔 率 W  ， 它 将 被 滤 除 ， 由 于 W ”取决 于 工 了 了 的 积分 时 同 

BAT “。， 在 不 违背 香农 第 一 定律 的 前 提 下 采用 较 大 的 TY 。 可 获得 一 般 B PE 

无 法 实现 的 AW?5 值 另 一 方面 ， 谓 整 相位 延迟 后 可 使 卫 * SE > 同 相位 同步 

《出 = 0 ) 而 得 最 大 信号 输出 ， 而 对 躁 声 来 说 ， 即 使 其 频率 与 W " 相等 ,但 其 随 

OFAC WA bn FRCot 由 ”的 波动 ,如果 z。 wR, RM Ae 

“F/R Bt Hil 

MRM URK—-WD GH Ries BAR, 

相关 检测 技术 毛衣 Mee 对 生物 样 品 洪 行 层 析 测 量 的 光 声 光谱 技术 咎 电动 了 

应 用 。 

2、 累加 平均 

其 基本 依据 是 多 次 测量 的 友 准则 。 即 对 所 重复 信号 在 某 一 测量 点 上 多 次 测 
Bink, Rimes BR aS BM ARK BH, BSC Dams CH), 

DUMB, KEAHEZOME, RMB HR Ki FH, BNC? ) 

=mS(t), X#BA 

Sq 二 法 ms{t) S¢?#) 

= =[m 
Net) jm nt) a 

即 信 噪 比 BT: om HE, 

累加 平均 的 方法 是 以 牺 竹 一 定 的 时 间 为 代价 的 。 

累加 平均 技术 可 有 效 地 用 于 光 致 生物 效应 中 强 光 激发 的 “闪光 光 能 法 ”和 

“4 动力 学 光谱 法 2 WE, 

3、 单 光子 计数 



光 微 弱 到 一 定 程度 后 便 表 现 为 对 探测 器 的 单 光 子 入 射 。 此 时 选用 合适 的 光电 
转换 器 将 ADT BRON MN 电 脉冲 信 号 ， 然 后 再 进行 计数 便 可 实现 单 光 子 计 
数 。 此 中 的 噪声 是 非 光子 激励 的 电 肪 冲 ， 例 如 将 被 测 光 完全 切断 ， 在 全 障 的 环境 
中 系统 仍 将 有 一 定 的 脉冲 计数 ( 称 为 暗 计数 )。 为 此 需 选 择 单 光电 子 响应 峰 
(SER ) 明 显 的 光电 倍增 管 ， 并 进行 脉 高 甄 兄 其 原理 如 图 2 所 示 。 

a Rte me i 
PH TAR PMT A Re Feta lye) 

Je. He t 3 ada oH : 

另外 ， 在 实际 测量 时 还 可 进行 背景 扣除 。 

较 高 的 灵敏 度 和 较 宽 的 动态 范围 ， 使 单 光 子 计数 技术 在 D NA 发 光 测量 、 

tm 作用 下 呈 聘 生物 发 光 等 生物 光 测 量 及 光合 作用 的 原 狠 过 程 测量 (采用 时 间 相 

关 单 光 子 计数 法 ) 中 都 得 到 了 应 用 。 

4、 光 多 通道 分 析 

传统 的 光 并 行 检测 方法 是 拍摄 照片 ， 该 方法 不 仅 速 度 慢 、 动 态 范 围 少 ， 而 且 

检测 灵敏 RR, 比较 难以 适应 检测 微弱 光 的 要 求 。 近 年 来 发 展 起 来 的 光 多 通 
HAH COMA ) 系统 是 现代 光电 技术 和 计算 机 技术 相 结合 的 产物 。 它 不 仅 有 效 

地 克服 了 传统 方法 的 不 足 ， 还 可 进行 多 谱 线 同 时 分 析 同时 测定 样 品 中 的 多 种 微量 
元 素 和 快速 时 则 分 辨 光谱 等 传统 方法 无 法 实现 的 测量 ， 如 将 OMA 的 N 个 通道 同 

时 接受 一 个 光 信 号 ， 则 可 信 噪 比 改 善 C SHIR BANNING (WARE. 

照度 而 异 ) ， 这 为 减少 测量 时 间 提 供 了 途径 。 由 于 采用 了 微型 计算 机 。 一 个 N 通 

道 的 OMA 系统 就 可 相当 于 N 个 单 通道 的 信号 平均 器 或 一 个 N 通道 的 信号 平均 器 。 

在 某 些 OMA 系 统 中 还 可 将 探测 器 的 部 分 (或 一 半 ) 通道 关闭 ， 使 其 保持 黑暗 ， 

而 仅 让 另 一 部 分 接受 曝光 ， 这样 读数 据 时 通过 一 定 的 程序 便 可 实现 背景 噪声 的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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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REA PIM, OMAR TRA» *。 HM RN ED LE 

用 时 单一 脉冲 激发 过 程 的 光谱 分 析 。 a 
5、 自 适应 处 理 

在 被 测 信号 的 噪声 源 上 单独 采集 一 路 噪声 信号 ， 通 过 自 适应 滤波 器 ， 使 其 接 

近 于 被 测 信号 中 的 噪声 分 量 ， 再 将 被 污染 信号 与 滤波 器 输 册 相 减 ”使 噪声 部 分 粗 
互 抵消 ， 从 而 使 信 噪 比 得 到 改善 。 

三 。 技术 的 实现 与 仪器 

IJ、 光电 转换 器 

微弱 兴 检 测 中 最 常用 的 光电 转换 器 是 光电 倍增 源 (PMT ) PMT 中 热电 子 

BM, UF SRF RR, BRR, 宇宙 射线 引起 的 Ce re ko r 辐 射 所 引起 一 

定 的 噪声 输出 。 因 此 在 使 用 过 程 中 ， 必 要 时 应 对 PMT 进 行 降温 和 光电 磁 屏 蔽 。 

对 被 测 光 进行 聚焦 并 选用 光阴 极 有 效 面 积 较 小 的 PMT 是 减少 PMT 噪声 的 另 一 

途径 。 

光电 发 射 的 泊 松 分 布 是 引起 散 弹 噪 声 的 基础 ， 通 常 可 采用 增加 积分 时 则 的 办 

法 来 对 其 加 以 抑制 。 在 高 压 设置 方面 ， 希 望 PMT 的 答 出 响应 与 偏 置 高 压 的 关系 

曲线 上 有 一 定 的 坏 区 ， 高 压 值 应 设 在 坏 区 的 起 始 位 置 。 还 应 当 注 意 光 谱 响 应 与 被 

测 光 药 谱 分 布 癌 的 匹配 ， 用 于 单 光 子 计数 时 希望 PMT 的 脉冲 高 度 谱 中 有 明显 的 

单 光 电子 响应 峰 。 

2 锁定 放大 器 a 

2A 1 P SD 前 加 上 前 置 放大 和 带 通 滤 波 ( BP FO MRE eT LMT 

基本 的 锁 定 放 大 器 ( 工 IA ) 。 前 冒 放大 和 B P F 一 起 构成 信号 通道 。 采 用 

B PF 后 可 增加 工 工 A 的 动态 贮备 。 工 工 A 和 斩 光 器 一 起 便 可 构成 微 弱 光 的 相 

干 检测 系统 。 基 本 的 工 工 A 一般 仅 能 获得 被 测 信 号 的 幅度 信息 

关 使 参考 通道 同时 提供 相位 相差 9 0 "的 两 个 参考 信号 并 且 再 增加 一 路 

P SD 和 工 PF， 这 样 不 需 调 节 相 位 延迟 便 可 获得 才 测 信和 号 的 两 个 正 交 分 量 A x 

和 Ay， 从 而 决定 其 幅度 . 和 位 相 Re 
A(s[Ax*FA¥? ) C= + pe D, 

Ay 

x BMALIA, 

FARM CDP S ) 是 以 微机 为 基础 ， 根据 档 干 检测 的 原理 而 建立 的 一 

种 信号 处 理 方法 。 工 工 生 中 的 P SD 可 直接 用 软件 的 乘法 功能 来 实现 。 工 PE 也 

只 是 一 全 数字 在 微机 中 进行 暴 加 平均 的 过 程 。 如 果 A D 转 换 采 用 VF C， 册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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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器 可 用 简单 的 计数 门 来 实现 。 辽 半 只 要 再 接 一 个 计数 器 进行 累加 计数 便 可 实现 

LDF, DP S 的 优点 是 :人 允许 较 长 的 工 PE 时 间 常数 、 线 性 度 良好 、 易于 实 ; 

现 低 频 信 号 的 工 工 A 等 。 不 足 之 处 是 工作 的 上 限 频率 受 计算 机 速度 限制 。 
3、BOXCA R 积分 器 和 多 点 平均 器 

通过 触发 和 慢 扫描 电路 ， 在 每 个 周期 的 的 固定 测量 点 上 采样 一 次 ，m 个 周期 
后 再 调整 延迟 电路 进行 另 一 测量 点 的 多 次 采样 和 累加 平均 ， 这 样 逐 次 移 到 后 便 可 

描绘 出 一 条 完整 的 信和 号 波形 :， 这 便 是 BOXC A R 积 分 器 的 工作 过 程 。 优 点 是 能 
够 检 出 快速 的 脉冲 信号 ;不 足 之 处 是 信号 的 利用 率 较 低 、 因 而 不 利于 低 重 复 频 率 
信和 号 的 KK, 

多 点 平均 器 是 在 此 划 础 上 利用 微型 计算 机 发 展 起 来 的 。 不 同 之 处 是 在 信和 号 

的 每 个 周期 中 逐次 测量 很 多 点 (如 1 0 2 4 )， 这 使 多 点 平均 器 具有 较 高 的 信 

号 利用 率 ， 从 而 缩短 了 测量 时 间 。 不 足 之 处 是 对 快速 信号 的 检测 将 受到 限制 。 
4、， 单 光 于 计数 器 和 OMA 

LIA、BOXCA R 积 分 器 又 多 点 平均 器 等 可 己 为 光 读 流 测量 类 仪器 。 单 
光子 计数 器 较 好 地 向 用 了 微弱 光 的 粒子 特性 和 某 些 PIT 的 单 光 电子 响应 特性 以 

素 相 应 的 防 高 虹 别 和 脉冲 计数 技术 -。 具有 较 志 的 噪声 抑制 能 力 MH RG RE 
度 。 呈 有 直接 的 数字 量 输出 而 便于 和 计算 机 的 连接 ， 从 而 能 进行 包括 计数 误差 的 
修正 、 背 景 扣除 、 涉 强度 补偿 等 证 一 步 的 数据 处 理 。 这 些 处 理 实 际 上 已 经 运用 了 

DP S 及 累加 平均 等 技术 和 方法 ， 因 而 其 信 噪 比 可 得 到 进一步 的 改善 。 研 究 结果 

表明 PMT 单 光子 计数 器 还 可 具有 较 好 的 动态 性 能 。 尽 管 其 动态 范围 较 宽 、 但 

一 般 单 光 子 计数 器 的 可 测 光 强 的 上 限 仍 较 PMT LIA 等 低 。 估 计 这 人 一 问题 在 近 

阶段 能 够 得 到 突破 。 单 光子 计数 器 可 广泛 地 用 于 生物 体 的 自发 光 及 受 激发 光 等 过 
程 的 研究 。 

如 果 要 进行 快速 汉 普 分 析 。 或 要 对 不 可 重复 与 重复 代价 较 大 的 单 次 闪光 类 过 
程 进行 谱 分 析 ， 则 可 选用 近年 来 发 展 较 快 的 光 多 通道 分 析 仪 ( O MA ) ， 目 前 国 
内 外 均 有 这 方面 的 产品 可 供 ， 其 中 美国 的 T r acor Northern 公司 的 

TN-650 0MEG&G PAR 的 OMA-~ 开 等 具备 了 较 好 的 性 能 和 操作 方 

便 的 特点 。 

在 测量 光谱 时 OM A 需 配备 专门 的 谱 色 散 用 多 色 仪 。 另 外 ， 和 其 它 微弱 光 检 

测 仪器 相 比 ，OMA 的 价格 较 高 。 
四 、 结 束 语 



微 弱 信 号 检测 技术 在 生物 学 研究 中 应 用 的 意义 是 明显 的 。 以 测量 发 光 为 例 ， 
如 被 测 光 的 波长 为 5 5 0 0 全 ， 直 接 用 微 电 流 计 测 量 PM T 光 电流 欠 出 方法 的 最 
小 可 测 功率 为 10-I13W( 约 104-5 光 于 A 秒 )， 采 用 PMTIIA 方 法 后 
可 达 10-16W( 约 102- 3 光子 [ 秒 )， 而 用 PMT 单 光子 计数 方法 则 可 
使 其 达到 IJ 0- 1 9 多 即 可 有 效 地 测 出 每 秒 只 有 几 个 光子 的 微弱 光 ， 其 测量 灵敏 
RRR KT ERAT ATER ，， 这 使 得 许多 以 往 无 法 进行 的 工作 得 以 开展 。 

前 述 的 几 种 微 弱 光 检测 方法 既 相 对 独立 ， 又 密切 相关 。 对 某 些 问题 ， 使 用 不 
同 的 方法 可 得 到 相同 的 结果 ， 此 时 便 可 根据 现 有 条 件 和 不 同 的 使 用 代价 灵活 地 先 
择 仪器 ， 而 对 另外 一 些 问题 ， 通 党 就 只 有 某 一 特定 仪器 能 够 解决 ， 例 如 光 强 弱 到 
1 0 2- 3 光子 / 秒 以 下 时 通常 就 只 能 选用 性 能 较 好 的 PM T 单 光子 计数 器 。 实 
际 应 用 中 还 存在 某 些 特殊 问题 〈 如 生物 过 程 的 试制 困难 、 反应 疲劳 等 ) ， 而 现 有 
的 弱 信 号 检测 技术 仍 无 法 解决 。 深入 地 研究 这 些 问 题 ， 寻 求解 决 的 方法 ， 这 方面 
还 有 很 多 的 工作 要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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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声 光谱 法 测定 绿叶 的 光学 特性 
Bes Ret 沈 雷 洪 

(苏州 大 学 ) 

搞 要 

ACER ERE Bs, 单 相 锁 定 放大 器 对 让 位 的 敏感 入 性 而 造反 
| SHE AR OP AY 困难 ， 提 出 采用 双 福 正 交 锁 定 放大 器 来 消除 分 层 结构 样 aes 
光 声 信和 号 的 相位 随 入 射 波 长 变化 而 产生 的 误差 、 从 而 测 得 了 完整 的 植物 绿 时 多 
吸收 光谱 。 

i. 引言 ， 

叶绿素 是 植物 合成 不 可 全 少 前 催化 剂 ， 反 聊 在 吸收 光谱 上 ， 在 4 0 0 nm 
附近 有 Soret 吸收 带 ， 6 5 0 am 处 有 叶绿素 的 特征 吸收 。 如 果 用 传统 多 分 
光 光 度 法 对 植 物 叶 子 进行 研究 必须 先 经 革 取 分 离 ， 才 能 获得 某 取 物 溶 液 的 吸 
west, “了 工 ] 然而 光 声 光谱 技术 可 以 营 通 绿叶 不 经 分 离 直 接 获 得 叶 绿 款 的 光 
声 谱 图 。 光 声 光 谱 技 术 是 基于 光 声 效应 发展 起 来 的 ， 所 谓 光 声 效应 就 是 指 强度 
受 调制 的 能 量 ( 它 可 以 是 光 重 形式 或 者 是 电子 的 形式 ) 照射 在 WE, “iy 
吸收 了 入 射 的 能 量 以 局 ”通过 无 加 射 去 激励 的 方式 ”把 吸收 的 能 量 转换 成 热能 ， 
因为 入 射 能 量 是 周期 性 的 ， 万 以 热能 亦 是 周期 性 的 变化 ， 这 种 热能 以 热流 的 形 
AHH, 它 产 生 了 具有 一 定 压 力 的 声 信号 ， 声 信号 的 频率 与 入 射 能 量 的 调 创 频 
i, 其 辐 度 和 相位 取决 于 材料 的 光 ” 热 洁 性 和 和 几何 形状 。 这 种 光 茹 ” 声 汐 
WA GR BK ATER WY, C231 976% Rosencwa ig 和 Gersho 

对 轩 体 材料 的 光 声 理论 作 了 详细 闹 述 ， 并 根据 园 柱 体 光 声 池 的 对 称 性 侵 设 了 一 
维 光 声 池 模 型， 根据 热 扩 若 方程 和 理想 气体 方程 导出 了 光 声 信号 与 吸光 系数 B、 

入 射 光 强 工 o 之 间 的 关系 ， 并 可 归 为 两 大 类 ， 
a Ge. Le 

a © @ Ble 

期 hQ 为 光 声 信号 的 复 振幅 。 
$1 ) 类 样品 的 光 声 信号 仅 正比 于 入 射 光 强 。 而 与 吸光 系数 无 关 ， 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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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光 声 上 的 侈 和 ， 这 类 样品 的 光 声 谱 就 是 入 射 光 DRI AWANTARR 

作 样 品 来 获得 光 功 率 谱 。 

第 2 ) 类 样品 的 光 声 信号 不 仅 正 比 于 入 射 光 强 ， 而 且 正比 于 吸光 系数 B。 
REF ROS AE, BEM Be o CRU SGORARIE > 即 可 得 到 样品 的 吸收 光谱 。 然 而 
人 们 目前 在 用 这 种 方 法 测量 绿叶 的 吸收 光 潮 时 只 有 剥 去 其 玫 皮 才能 测 得 正确 的 
yr © 3 1 这 不 利于 对 完整 的 植物 绿叶 的 研究 ” 且 工 作 烦 锁 ， 本 文 将 提出 一 
种 不 需要 做 任何 耶 处 理 就 可 测 得 完整 绿叶 的 吸收 光谱 移 方案 。 

二 Bien i. 

由 于 光 声 信号 很 弱 ， 人 们 常用 锁定 放大 器 从 背景 噪声 中 提取 光 声 信号 ， 而 

锁定 放大 器 的 关键 部 分 是 相 敏 检 波 器 (P SD )， 图 (1I) 是 PSD 的 原理 框 

图 . 

£Ctd=sCt)dt+nC t ) 

Alc 1) 

设 输 入 信号 。 (£C t= sC td tn td) 

Hs ( t ) 为 被 测 信号 的 有 效 成 份 
n€ t ) 为 适 加 在 s( t) 上 的 随机 噪声 。 

又 设 r ( t ) 为 与 s(C t ) 同 频 率 的 参考 信号 ， 则 图 ( ZL ) 所 示 P SD 原 理 可 由 

由 下 式 摘 述 。 

Lim 1 

Uo = 一 fC td-rCtidt 
下 ~>co 13 各 

Pe a afr 
= = 村 pnd ° dt Too T Jy Feo T 4 Mt) CO 

由 于 随机 噪声 n《 t ) 与 参考 信号 r ( toORMK, AMLAAB-HAWHS, 

RUA: 

oe getty t © T «3 s€C t)-+ rt tea4 
个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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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不 仿 假 设 s(t)?=Acosotb r€ t) => e¢ o8(@ t+ Go dtm 

o= 2xf {fa Sa #, 

A 
Ws Uo= co 3sSo (3—1) 

由 《〈 3 一 1 ) 式 可 见 ，P SD 输出 不 仅 正比 于 输入 信号 幅 席 而且 受 输 入 信和 号 、 
与 参考 信号 之 间 的 相位 差 的 影响 ， 如 果 调 节 相位 使 seo so = 1, My smth ft 
正比 于 吸光 强度 ， 归 一 化 处 理 可 得 吸收 光谱 。 这 对 于 不 分 层 样 品 是 可 行 的 ， 然 
而 对 于 分 层 样品 ， 由 于 不 同 层次 的 豚 光 系数 ， 热 扩散 系数 不 同 ， 不 同 光 学 波长 在 
样品 中 的 透射 深度 不 同 ， 造 成 光 声 信号 的 相位 随 波 长 变 化 。 这 就 使 得 连续 测量 
过 程 中 不 能 保证 co s 邓 oo。 (和 ) = 1, 因而 要 获得 正确 的 结果 ， 就 必须 克服 
信号 相位 变化 的 影响。 为 此 我 们 可 以 利用 三 角 函 数 的 正 交 性 设计 双 相 锁 定 放大 
器 ， 原 理 框图 如 图 ( 2 ) Bem, 

fC t)=Acosot ~ Uo 

图 ( 2) 

BY Ct = cos(Cot+oo)， 则 由 方 波形 成 产生 同 相 会 考 信号 , 
Y,CtdscosCot+Go); 

正 交会 考 信 导 Y,C t= cosCott+Got 90 *P=-sinCot 
ap 

A Oo ) 

则 ， Uo=— co2Go 
2 

Uo’ .= s in®o 

一 - A 
UA = fu? +ula a ( 8-4) 

HC 3-2) RR, RAMMBEKAR, ”输出 结果 仅 正 KT IEF ASHE 

BK, 而 与 信号 相位 无关， 这 对 于 绿叶 这 类 分 层 结构 的 样品 就 无 需 作 任 何 予 处 理 
就 可 测 得 其 吸收 光谱 ， 



三 、 测 最 系 统 与 应 用 : 
光 声 光谱 测量 系统 框图 如 下; 

图 6 3 ) 中 光源 采用 强 光 系统 让 斩 光 器 调制” 并 将 光 聚 焦 于 音色 仪 69 AS Bese 
。 BR ARE RIS 单 色光 由 出 射 获 缝 射 出， 照射 到 光 声 池内 的 样品 上 ， 光 

声 信 号 由 光 声 池 中 的 微 音 计 接 收 转换 成 电信 号 ， 输 入 至 锁 相 放大 器 进行 检测 。 
另外 由 斩 光 器 输出 一 个 参考 信号 至 锁 相 放大 器 。 锁 相 放大 器 的 输出 信号 由 微机 
RPK, WL BIE ARE WR 谱 并 由 微机 暂 存 ， 再 测量 未 
处 理 绿叶 的 光 声 谱 并 对 光源 功率 谱 作 比例 归 一 ， 得 到 图 (4 ) 的 结果 : 
aT ——-—— ee. ~ rae 

j 

Intensity 4。 完 整 冬青 树叶 的 JA 

一 化 光 声 谱 

400 500 boe 
Joo aM. 

图 中 清楚 地 显示 了 4 2 On mobi} Soret #RE O07 00 om fyi 

Rae, MUIR AERA, TATRADMEKRA, 这 对 

Fis DFE FE +H AMA, 

本 文 作者 衷心 感谢 苏州 大 学 物理 系 生物 物 理 医学 工程 研究 室 的 全 体 老 师 的 

热心 指导 与 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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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 激光 对 生物 组 织 作用 的 研究 
ER RET BKK | 

《苏州 大 学 生物 物理 医学 工程 研究 室 ) 

摘 要 

短 脉冲 激光 作用 到 生物 组 织 土 。 由 于 光 声 效应 产生 一 个 很 强 的 声 脉 冲 波 ， 此 

声波 导致 生物 组 织 的 破坏 。 本 文通 过 对 及 冲 激光 与 生物 组 织 相互 作用 所 产生 的 组 
织 破 坏 的 实验 评价， 初步 探讨 了 相互 作用 机 理 及 影响 组 织 破坏 程度 的 因素 。 

一 、 引 言 

生物 医学 应 用 中 对 由 激光 器 产生 的 脉 宽 在 40- 一 40 -1 工 2 秒 的 光 脉 冲 

的 兴趣 正在 日 益 增长 5 1 ]〔〈 2 ] ， 因 此 了 解 这 些 光 脉 净 与 生 驳 组 织 相互 作用 的 ; 

基本 物理 和 生物 学 事实 是 很 重要 的 。 本 文 用 脉冲 激光 的 光 声 效应 的 基本 原理 对 

光 脉 冲 与 生物 组 织 相互 作用 的 实验 事实 及 基本 过 程 进 行 了 MR, 
二。 基本 原理 和 实验 方法 
具有 几 企 纳 秒 数量 级 的 短 脉 冲 激 光 取 焦 到 生物 组 织 上 ， 实 际 上 形成 了 ~ 个 很 

强 的 脉冲 光 声 效应 ， 生 物 组 织 吸收 激光 能 量 引起 内 部 能 级 的 跃迁 ， 才 激 发 的 分 子 

以 无 辑 射 退 激发 方式 回 到 基态 。 并 释放 出 能 量 ， 引 起 生物 组 织 局 部 的 瞬时 热膨胀 ， 

产生 并 向 周围 介质 发 射 强 声 脉 冲 ， 这 些 声 脉冲 可 导致 生物 组 织 的 破坏 。 在 模拟 生 

理学 条 件 下 ， 把 激光 束 会 聚 在 生 先 组 织 上 ， 再 对 生物 组 织 进 行 处 理 ， 切 片 。 在 显 

微 镜 下 进行 评价 。 

基于 上 述 思 想 ， 实 验 装置 设计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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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实验 装 置 图 

实验 中 使 用 一 台 固 体 脉冲 激光 器 ， 激 光 脉 冲 〈《 波 长 1 OG sm， 脉 冲 能 量 

500m), KWRE 150s) 由 透镜 了 焦 在 实验 槽 中 。 RAK 激光 光斑 直径 
BAC. 5m mm 激光 能 量 典 型 值 约 为 1 0 Om J, 实验 槽 中 注入 等 渗 压 NaCr 

溶液 ， 保 持 在 37T 温 度 以 供 生 物 组 织 实 验 。 

AUR] ARE, EVE FERAL " 。 处 的 声 脉 冲压 力 的 时 间 分 辨 表达 式 为 : 〔 3 ] 
E S a B 

P(ro, + ® ( »+ Fg xX) C1) 
Yr 0 

( 2m FR Cp 

其 中 卫 为 脉冲 激光 能 量 ， ca 为 液体 光 吸 收 系数 ， B 为 体积 温度 系数 ，Cb 为 

2 

Wo 4 

a sce iain ) 二 《0 
世 3 

t 为 脉冲 激光 持续 时 间 ，W 。 为 聚焦 点 光 班 尺寸 
实验 所 测 得 的 距 焦 点 《mm 处 的 声 脉冲 压力 波形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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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 Fak MPR, WIM 100m I, 

A 焦点 4m m SEB, 

FAL ERAS Fe WM FS EB 4 mm Rb EK OPER MET IK 1 0 0 am。 此 声 脉冲 

压力 随 距 离 rR IY s MRE, OTRAS, TMM B 

Ma, EK 冲 后 部 星 不 规则 波形 。 

为 研究 生物 组 织 ， 从 鼠 的 体内 取出 肾 之 后 立即 把 祥 品 放 在 透镜 聚焦 光斑 处 ， 

然后 取出 用 甲醛 一 饥 溶液 尽快 固定 ， 再 制 成 组 织 切 片 ， 染 色 后 放 在 显微镜 下 观察 。 

三 。 实 验 结果 和 分 析 

1、 细胞 组 织 的 实验 观察 

用 显微镜 对 肾 组 织 进行 观察， 发 现 损害 情况 如 下 : 

@ 根 据 激光 脉冲 的 不 同 能 量 ， 可 在 组 织 表面 发 现 0.。 1-0, 3mam 量 级 的 

球形 .成 难 形 缺 口 。 

四 在 缺口 表面 附近 纳 末 级 的 壁 层 发 现 有 明显 的 变化 ， 血 管 破裂 ， 尿 小 管 基 

膜 的 爆裂 、 变形 的 细胞核、 素 乱 的 细胞 质 。 

2、 分 析 与 推论 

激光 脉冲 照射 到 生物 组 织 上 能 产生 一 个 强 有 力 的 声 冲 击 波 ， 因而 激光 脉冲 与 

生 秽 组 织 的 相互 作用 可 以 当 作 脉冲 波 和 某 一 物体 ( 如 细胞 核 ， 细 胞 等 ) 之 同 的 冲 

击 作 用 来 处 理 。 如 果 脉 冲 波 时 间 很 短 ， 动 量 守 便 只 能 由 物体 的 一 小 部 分 来 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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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 就 引起 物体 的 变形 和 破坏 。 而 脉冲 波 时 间 与 脉冲 激光 持续 时 间 有 关 [( 3)]。 
脉冲 激光 持续 时 间 越 短 ， 所 引起 的 破坏 就 越 大 。 

CnKe ENR ARRHRRATAEORLORM EAA. K 

《1 )》 式 看 出 这 同 脉 冲 激光 能 量 成 正比 ， 也 同 液体 和 驳 体 癌 的 边界 条 件 有 关 。 作 

用 在 生物 组 织 上 的 激光 能 量 越 大 ， 导 致 组 织 破 坏 的 程度 就 越 厉害 ， 因 而 从 根本 上 
Ui, A ROS 破坏 是 由 脉冲 激光 引起 的 声 脉 冲 波 所 造成 的 。 

SAMAR RRB, THM: 

从 观察 结果 @ 来 看 , 缺口 的 形成 主要 是 在 脉冲 激光 照射 后 形成 豚 时 迅速 的 热 

Wk, ， 这 种 迅速 的 热膨胀 阻止 了 由 作用 区 的 内 部 向 周围 组 织 的 热传导 ， 因 而 只 有 
EEA KO MR ARSE ABM, HARTA BALM ERR, wth 

可 从 由 透镜 决定 的 缺口 尺寸 来 推断 。 

从 观察 结果 @ 来 看 。 在 离 表面 很 近 的 壁 上 发 现 明显 的 变化 ， 这 是 由 于 声 脉冲 

在 组 织 中 衰减 很 块 ， 大 部 分 声 脉冲 压 力 都 作用 在 这 很 莓 的 区 域 的 细胞 上 ， 此 力 所 

产生 的 加 速度 比 超速 离心 机 所 能 状 到 的 要 访 。 王 冰 速 离心 机 中 用 较 小 的 加 速度 就 
会 态 坏 细胞 分 。 

由、 结论 
AMSAT 脉 六 泊 光 与 生物 组 织 相互 作用 的 一 些 基 本 实验 事实 ， 并 试 儿 给 出 

HANH RARE OE, RRL, SPREE ERO RRA RE 

激光 光 声 至 应 所 引起 的 声 脉冲 波 所 引起 的 。 这 与 脉冲 激光 的 能 A KA RR 

A, HOBO A, 如 果 权 把 脉冲 激光 作为 一 种 手术 方法 运用 于 医学 领域 ， 还 有 

待 于 进一步 的 研究 。 

参考 文献 
C1) SchmidtKloiber , H, Reichel, By Scho ffmann , H 

The laser mduccd Shochkwave lithotripsy (LISL) ~ 

Biomed technik 30 €1985)173-181 | 

(2) Execimers clear avrtiries without thermal damage 

Taser and Applications Jun €1985) 50 

C8) ERE BHA 孙 洪 伟 “液体 中 激光 脉冲 的 光 声 偏 折 技 术 ” 声 学 

学 报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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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化 学 发 光 免疫 法 (CLIA) SBE at EL 
， ”先天 性 甲状 腺 功能 依 下 症 { 5t) 的 报告 ( 摘要 | 

RES hie tk mM 

上 海 市 儿童 医院 
FIER RM 

同位 素 室 
指导 ” 黄 中 

未 文 报导 自 19 87 年 I2 月 到 1 9 8 8 年 4 月 先后 从 上 海 村 区 及 郊区 了 2 

不 医疗 单位 的 新 生 儿 在 生 后 4 8 一 7 2 小 时 从 足 眼 采血 作 滤纸 干 血 班 ， 用 

CCIA 方 法 得 查 10 2 8 (RHEIN, NPR PRR CT SH D> 

20uV/m1#17 6 例 再 以 原 血 标本 进行 复查 ( 复查 率 1" 7 1), 

TSH>20uV/m 1 120, 召回 此 工 2 例 作 句 清 放 免 法 检查 。 确 诊 

CH 1I 例 。 

本 法 最 低 测定 浓度 为 1: 25uV/m 1, H#MCVA4: 38~8- 08%, 

HAC VH3- 32~ 8-2 3%, 

化 学 发 光 法 应 用 于 免疫 分 析 是 近 十 年 来 发 展 的 ， 本 法 无 放射 性 ， 且 试剂 便宜 、 

灵敏 度 高 和 需 样 品 量 少 (本 测定 约 用 于 1 血清 )。 国 内 已 有 仪器 生产 ， 但 目前 

此 法 尚未 广泛 采用 ， 有 待 于 提高 实验 的 稳定 性 及 药 盒 的 供应 。 前 者 与 实验 条 件 和 

操 作 熟 练 情况 有 关 。 后 者 则 有 待 于 试剂 生产 单位 的 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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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在 化 学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中 的 应 用 
( 摘 要) 

kA BR 杞 贺 广 彩 RK 强 美玉 孙 iH 

第 二 军医 大 学 

本 文采 用 自负 化 学 发 光 物 质 TC P Oke RIN HREM MICE THe 
进行 了 化 学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的 实验 研究 。 

用 碳 二 亚 膀 偶 联 牛 血清 白 蛋 白 * 制 成 T 3 - 甲 酯 -BSA BRR. KET 3 

抗 血 清 经 放射 RE 测定 。 结 合 率 5 0% 以 上 的 滴 度 达 I 3 0900, 

采用 碳 二 亚 胺 法制 得 T 3 -GOD, 经 化 学 发 光 酶 免疫 测定 和 放射 免疫 油 

Xo T 3G OD 均 显示 特异 性 结合 。 说 明 T ; 酶 联 标记 物 仍 保持 工 3 的 生物 免 

疫 活性 。TC PO -AN Sk AMT 3-G OD 剂 量 曲线 。 在 I- 5x1I0- 4, 

REE CHA, # 良好 的 线性 关系 。T 3 - Si RHR RERHI10-~ 4, Te: 

的 化 学 发 光 酶 免疫 ME ERR, GH eb T 2 -GOD 量 增加 而 增加 。 

制 得 的 标准 曲线 T 3 最 小 可 测量 值 为 TI n ge 非特 异 结合 (CN SB )<4%6。 

TC PO 发 光 体 系 了 五 范围 较 宽 ( PH 4-1 0 )。 可 方便 地 在 产生 H 2 O 2 

BA hE 化 溶液 中 。 加 入 TC P O 和 荧光 分 子 A N 5。 以 捕获 化 学 能 。 并 使 其 

转变 成 可 见 光 。 

脉冲 计数 法 与 老 度 积分 法 在 发 光 分 析 中 的 
使 用 和 人 比较 

(fi 要 |) 

Be 陈 He 张 丽 民 

第 二 军医 大 学 

从 发 光 仪器 的 基本 线路 和 结果 显示 来 看 。 主 要 为 两 类 DERM. WK 
冲 放 大 及 脉冲 计数 显 示 和 电流 放大 及 记录 光度 积分 值 。 前 者 以 C S P 表 示 。 后 
者 用 四 显示 。 为 了 比较 它们 的 检测 特点 和 适用 范围 。 我 们 设计 改装 了 一 台 同 

时 检测 一 个 样品 两 种 检测 方式 的 测 最 武 胃 对 比 观 察 了 不 周 发 光 体 系 的 测量 和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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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检测 方式 般 比 较 。 

HR ea Mic HR REET I RS UIE IS SI a Ke BK HRs 
而 光度 积分 Bet AOR DR IE. AE PR Be EAR. EE 
能 准确 地 记录 发 光 WHA, Di te — RO BI A 一 
致 的 o ARH BABE Be AT» BK 冲 计 数 法 显示 线 HARES 而 发 光 强度 微弱 

时 光度 积分 法 显 示 差 别 不 明 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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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质 对 钝 顶 螺 旋 藻 (Spirallna platensis) 

生长 、 光 合 放 氧 和 放 氧 活性 的 影响 
kes TA 

(北京 大 学 生物 系 ) 

以 钝 顶 螺 旋 藻 为 材料 ， 研 究 了 五 种 不 同 光 质 ( 白 、 红 、 

黄 、 绿 、 蓝 对 其 生长 、 色 素 和 蛋白 质 含量 以 及 对 放 氧 、 放 

氨 活 性 的 影响 。 实 验 结果 表明 红 光 对 螺旋 蒙 的 生长 有 明显 促 
“ 进 作 用 , 白 、 黄 光 次 之 ， 绿 光 下 莹 的 生长 很 赐 。 在 红 光 下 培 

” 养 10 天 的 莹 的 干 重 积累 量 是 绿 光 下 的 3、5 倍 。 蓝 光 下 培养 的 
莹 叶绿素 含量 偏 低 。 绿 光 下 生长 的 莹 划 胆 素 含量 最 低 ， 但 蛋 
白质 含量 最 高 。 蓝 光 下 生长 的 薄 放 氧 活 性 最 高 ， 绿 ， 黄 光 下 
生长 的 莹 次 之 ,白光 下 生长 的 莹 最 低 。 不同 光 质 下 培养 的 车 
暗 放 氨 活 性 以 绿 光 下 的 莹 最 高， 蓝光 和 黄 光 培养 下 的 次 之 ， 

白光 和 红 光 下 的 莹 最 低 . 

实验 结果 说 明 长 波光 有 利于 螺旋 藻 的 生长 和 干 重 的 积累 ， 

— 促进 叶绿素 ， 藻 胆 素 的 形成 ， 而 短波 光 不 利于 藻 的 生长 和 干 

重 积 暴 ， 但 利于 蛋白 质 的 合成 ,光合 活 性 和 放 氢 能 力也 较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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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 一 1 生物 化 学 发 光 测 量 仪 

生物 、 化 学 发 光 是 自然 界 里 一 种 普遍 现象 ， 从 低 等 的 细菌 到 高 等 的 
发 光 鱼 类 。 作 物 幼苗 、 植 物 枝 叶 以 及 人 体 各 部 位 、 经 络 穴位 、 细 胞 、 血 

清 等 都 具有 超 弱 发 光 。 对 超 微弱 发 光 分 析 ， 目 前 国内 是 空白 。 本 仪器 灵 
敏 度 高 、 稳 定性 好 、 线 性 范围 帘 、 应 用 面 广 ， 是 一 切 生 物 、 化 学 发 光 测 
量 技 术 必 备 仪器 ， 该 仪器 对 发 光 分 析 技 术 的 研究 和 应 用 ， 将 作出 一 定 的 
Hak, BLS Tat 4 28 MH ALF ABE], TCPO, ATPE REAR 
的 测量 。 在 免疫 学 、 微 生物 学 、 生 物化 学 、 临 床 诊 断 、 毒 理学 、 食 品 卫 
生 和 检验 及 医学 、 农 业 、 工 业 、 环 保 、 食 品 卫生 等 学 科 领 域 广泛 应 用 。 

仪器 功能 : 

“。 一 次 12 只 样品 自动 测量 。 

“ 司 通 过 自动 加 热 装 置 ， 使 被 测 样品 温度 控制 在 10~45 范围 ， 样 

品 通 过 加 样 口 ， 将 样品 注入 。 

。 从 0 一 999 秒 任意 选 样 定时 。 

“单个 样品 重复 测量 1 一 999 次 任意 预 置 。 

。 一 组 样品 测量 周 次 1 一 10 次 循环 任意 预 置 。 

“自动 减 算 本 底 、 自 动 制作 标准 曲线 。 自 动 测定 搞 算 未 知 样品 浓度 



} Ft BAe 4) 5 

TTT 

fi, LTR PCR, Be. KE. F 

“ 光 强 峰值 、 光 强 量 积分 、 光 强 儿 率 测 量 计算 、 图 标 、 数 据 显 示 打 

- 印 由 计算 机 自动 控制 。 
技术 指标 ; 

“ 测定 植物 惫 苗 、 习 桨 、 液 失 等 一 切 物 质 前 超 微弱 发 光 。 

- 测定 对 化 学 发 光 物 质 的 探测 松 限 为 10-4mol ABEL, 
“ 测定 对 生物 化 学 发 光 物 质 的 探测 极限 为 103mol ATP, 

“ 用 校准 光源 测定 仪器 稳定 度 在 240 小 时 内 变化 土 1%%6。 

*。 使 用 电源 电压 : ~180V—~250V 

重量 ，30kg 

PRT: 500 x505 x210( 不 包括 输液 器 )mm。 

参考 价格 : 24500014 Kt) 

17500 元 (不 售 微 机) 

仪器 工作 台 、 椅 ， 用户 需要 另行 收费 。 

厂址 上海 市 长 乐 路 1219 号 上 上 海 市 计量 局 实验 工厂 
电 话 ，314768 电报 ，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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