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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射 医 学 展 望

吴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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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要! 本文就放射医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介绍
。

并对目前放射医学发展的机理
、

诊断
、

治疗
、

抗辐

射药物等国内外水平作了评价
,

提出了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应该是 :
( l) 辐射损伤机理研究 ; (2) 综合

诊治方法的研究 ; ( 3) 抗辐射药物的研究 ; (4) 急性放射病实验与临床研究
。

最后对我国发展放射医

学提出了建议
。

一
、

历 史 与 现 状

国外放射医学的发展主要是在 50 年代
,

由于原子弹在 日本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及滥用辐射

和放射性同位素造成大群体的辐射损伤而发生发展的
。

60 年代初期
,

一方面由于对中度放射

损伤的防治已有一些经验
,

但放射损伤诊治问题的解决
,

要依赖放射生物学及相关医学的综合

发展才能有突破
。

为此
,

60 年代后
,

放射医学研究一方面投人辐射损伤机理的探讨 (多学科
、

多层次综合研究 )
,

另一方面与临床常见肿瘤
、

血液病等防治相结合
,

积累经验
。

总的来说
,

有

很大进展
,

无重要突破
。

从苏联 19 86 年核事故救治的结果 ( 6一 16 G y 受照者死亡率达 95 % )
,

就可说明目前的水平
。

苏联核事故后
,

已引起国际上的普遍重视
,

预计将有更多的研究力量投

人
。

从当前的技术实力与发展水平来看
,

美
、

苏
、

法似占有主要地位
。

我国放射医学研究始于 so 年代后期
,

与核试验及核事故不断发生相联系
,

开始时研究机

构较多
,

队伍较大
,

但随着研究深人
、

技术难度的增加
,

任务调整等多方面原因
,

目前研究多集

中于 10 余个专业科研机构与大学
。

19 88 年 3 月底在杭州举办的国际大剂量电离辐射生物效

应会议征集的 178 篇论文
,

其中防治研究约占 40 %
,

辐射效应研究约占 60 %
,

可大致反映目前

的研究状况
。

这一研究分布的特点是
,

因防治研究难度大
,

故多集中于几个专业单位
,

而效应

研究分布面广
,

但缺乏深度
,

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攻坚力量
。

二
、

水 平 与 评 价

1
.

相应机理

国外有关相应基础研究中出现了学科间广泛的相互交义
,

相互渗透
,

互相促进局面
,

大大

提高了损伤机理研究的深度
。

如放
.

射医学与实验血液学的结合
,

对造血干细胞增殖
,

分化
,

生

物调控的研究
,

为骨髓型放射病的诊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

放射医学与基因
、

蛋白质工程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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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生长刺激因子的研究的深人发展
,

使得放射病治疗中可试用 G M 一 C S F 因子 (分子克

隆 )
,

它对造血功能恢复有益
。

放射医学与分子免疫学
、

移植免役学结合
,

对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减少排斥及减轻 G V H D 提供了重要途径
。

放射医学与细胞生物学结合
,

通过对细胞敏感性

修饰的研究
,

提高了辐射防护与增敏剂研究的水平
。

又如 : 放射医学与生物大分子 D N A 研究

的结合
,

提供了有关辐射损伤基因水平的工作
,

提出活性基因的修复明显高于非活性部位
,

这

对细胞的死亡与修复以及辐射引起三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此外
,

放射医学与自由基生物学

研究
、

生物膜及受体研究等等的结合都大大深化了对辐射损伤的理解
,

给防
、

诊
、

治提供了重要

信息及依据
。

此外由于航天技术的发展
,

重粒子 ( is
,

C a 等 )的作用已引起国外很大重视
,

许多

国立实验室开始研究它们的损伤特点
。

国内有关机理研究还基本停留于传统的按
“

机能
”

和
“

形态
”

来进行划分
,

多学科多层次综

合研究尚未形成
。

在造血干细胞的性能与应用
、

微循环
、

中子损伤研究目前积累了一些经验
。

2
.

诊断

国内外多采用综合判断法
,

即物理剂量
、

生物剂量与临床症状相结合的方法
。

从苏联事故

医学应急处理中及历次事故中应用来看是行之有效
。

物理剂量方法采用环境介质的
“

前剂量
”

和
“

光激转移方法
” 。

生物样品 (头发
、

指甲等 )和衣服的 E S R 波谱法都有较好进展
。

苏联事故

中曾采用了生化免疫的 4 0 余项指标
,

探索量效关系
,

似未见可实际应用者
。

法国采用远距等
、

温图谱法
、

血管闪烁造影以及脑电图分析法在放射损伤的判断方面值得重视
。

3
.

治疗

国内外水平基本相当
,

一致认为中
、

重度 ( 6G y 以下 )急性放射病采用综合对症治疗
,

必要

时输注血液形成分
,

大部可治愈
。

当前的难度是大于 6G y 或合并大面积烧伤者
,

治愈率差 (苏

仅达 5% )
。

技术难点在于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
,

一方面 H L A 相合供体受到限制
,

另方面移

植后多发生免疫排斥或 G V H D
,

且死亡率较高
。

近年来对胎肝及周围血造血干细胞移植都在

探索中
。

此外关于骨髓细胞移植适应症的剂量范围
,

特别是合并烧伤
,

也还存在着争议 (是大

于 6G y
,

还是大于 SG y )
。

关于中子及重粒子辐照的治疗问题
,

国内外都在探索其特点
。

目前已有对 下线有效的防

治措施
,

但对重粒子效果较差
。

我国对中草药给予了一定重视
,

某些提取物如当归冲剂
,

银耳多糖
,

氧化苦参碱在实验室

及临床应用均有一定疗效
。

关于复合烧伤的治疗问题
,

也是当前重点研究项目之一
。

4
.

抗辐射药物

国内外通过近 30 年工作都找到了一些抗放有效的药物
。

如 : 琉基烷胺类 (半胧胺酸 )
,

含

硫化合物 (硫辛酸 )
,

杂环胺类 ( 5 色胺 )
,

激素类及非留体激素以及香豆素衍生物等
。

国外目

前最著名
、

效价最高的抗放药 W R一 2 7 2 1
,

已在肿瘤病人中应用于临床 I
、

11 期
,

它的效价较

高
,

但毒副作用较大
。

目前发现与 C lu ca n 伍用有减低毒性效果
。

除此还有在此基础上研究

的新衍生物 W R一 3 6 89
、

W R 一 1 5 1 32 7 等
。

另外也重视免疫调节剂以及通过内源性 (改变谷胧

甘肤水平或外源性服用维生素 A
、

无机盐等 )提高天然抗氧化防护机理的效率
。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 : ( l) 已有数种药物
,

毒副作用较低
,

应用于临床
,

有一

定效价 ; ( 2) 有几类药照后应用有效
,

且可 口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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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9 年

学者预计
,

仅通过一种防护剂
,

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

通过各种途径药物伍用等综合方法将

可获得较好效果
。

但应该指出
,

目前抗放药物效价都不高
,

如何提高效价
,

减低毒性是今后相

当长期的奋斗目标
。

三
、

发 展 设 想

我国核能应用 日益广泛
,

由于管理不善等种种原因
,

从 19 5 8 年至 19 8 5 年不完全统计
,

发

生事故照射共 7 0 0 多起
,

有 1 千余人受照
,

其中属于急性放射病的数十例
。

最近核电站建设及

事故发生更引起人们关注
,

在事业发展上要求放射医学给予必要的回答
。

但放射医学防
、

诊
、

治的水平有限
,

且从其防
、

治主要方面 目前面临技术上的
“

攻坚
”

阶段
,

要取得较大进展
,

恐非短

时可行
。

因此采用过去药物筛选及功能与形态分离的传统研究方法要想取得大进展是不可能

的
。

为此
,

迫切要求制订战略发展设想
,

明确奋斗 目标
,

加强学科与技术实力建设
,

组织力量做

好工作
。

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 :

1
.

辐射损伤机理研究

( l) 辐照时自由基的作用与生物放大过程
。

(2) 核酸大分子损伤修复规律一探讨抗辐射基 因的重组
、

移植与表达
。

( 3) 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分化与定向生物调控
。

(4) 造血生长因子的重组与应用的探索
。

( 5) 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
,

特别是移植免疫学的研究以减轻 G V H D 牵郑龋募懊疙叫

斥
,

以及照射后免疫功能恢复的研究
。

( 6) 生物膜与受体的研究
。

( 7) 各类细胞周期与辐射敏感性及其修饰的研究 (辐射防护剂与辐射增敏剂 )
。

( 8) H L A 配型的基因型研究

( 9 )其他

2
.

加强综合诊断方法的研究

从个人物理剂量
,

环境介质前剂量
,

照射条件模拟
,

生物学指标 (细胞遗传学造血
,

生化
,

免

疫等 )以及临床症状 (特别是照射后局部症状反应等 )多方面继续寻找简易
、

快速
、

灵敏的诊断

方法
。

3
.

抗辐射药物的研究

( l) 采用分子
、

量子药理学方法
,

加强结构与效价的研究
,

以定向指导抗放药的合成
。

(2) 加强受体药理学的研究
。

( 3)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
,

大力加强中草药物的研究
。

( 4) 不伺类型药物伍用原理及实际应用
。

4
.

急性放射病实验与临床研究

( l) 紧密结合临床常见病
,

建立
“

放射病临床研究模型
”

(T L I
,

H B I
,

T B )开展相应的治疗

研究
。

( 2) 充分利用临床上已有的现代成就以极重度放射病为模型
,

重点开展改善微循环
、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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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微环境
、

抗感染
、

抗出血等实验治疗研究
。

(3) 积极开展同种骨髓移植及减轻 G V HD的研究
。

( 4)开展放射性核素内污染加速排出的研究
。

四
、

建 议

1
.

鉴于放射医学学科性质的特点
,

建议从生物物理学科中分离单立学科
,

以适应事业发展

的需要
。

2
.

重点支持相应基础研究中属 于交叉
、

边缘
,

起点高
,

思路新颖
,

突破一点带动全局性的课

题
,

这类课题可能周期较长
,

但坚持下来肯定肢有重大进展
,

因此应进行较长期经费 卜支持和

政策上的保证
。

3
.

建议支持儿个单位
“

联合
”

对重 大课题协 同研究
,

包括相应基础 及应用性课题
,

以适应
..
J文坚

”

的要求
。

4
.

进行
“

国际合作
”

研究
,

清进来
,

派出去
,

大力加强科技人才成长及 工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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