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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射 医 学 展 望

— 对 1 9 8 9 年第 1 期文章的补

吴

核能的应用 日益广泛
,

特别是核电的建设
,

必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
。

但

由于各种原因
,

各类事故时有发生
,

特别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
,

辐射可能引起的危

害更引起人们的关注
。

因此放射医学的研究不仅涉及职业工作者及广大居民的健康
,

保护生

产力
,

也涉及我国政府制订核能及能源政策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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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射医学当前研究的主要趋势是 : 一是向宏观发展
,

进行人群辐射危害评价的研究 (特别

对小剂量低剂量率照射危害的评价 ) : 另一是向微观发展
,

在细胞
、

分子及基因水平上对辐射损

伤及修复机理进行多学科深入综合地研究
,

并在此基础上
,

紧密结合临床 (如对肿瘤
、

血液病

等 )并充分利用临床医学的新成就
,

促进放射医学的发展
.

一
、

近期内优先发展那些前沿领域课题

1
·

以极重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为重点 (包括高 L E T 及低 L E T 辐射
,

辐照剂量 6一 10 G y 范

围内)开展损伤修复机理及防
、

诊
、

治措施的研究
.

( l) 照射后造血干细胞的增殖
、

分化与生物调控的研究
。

(2 )造血细胞生长刺激因子的分离
、

纯化
、

分子克隆化及临床试用的研究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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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免疫排斥
。

(4 ) H LA 配型的基因型研究
。

(5) 采用分子
、

量子药理学方法
,

加强对已知有效抗放药物的结构与效价的研究
,

以定向指

导抗放药物的合成
。

同时应注意不同类型药物伍用的原理及实际应用的研究
。

(6 ) 用现代科学方法
,

大力加强中草药对抗辐射损伤的研究
。

(7 ) 用 已建立的
“

放射病临床研究模型
”

(全身照射
、

半身照射及全身淋巴照射 )
,

充分利用

临床在抗感染
、

抗出血
、

改善微循环等方面已有的成就
,

开展放射病综合治疗的研究
。

( 8) 对放射复合烧伤的规律及防治措施进行研究
。

(9 )开展放射性核素 (裂片
、

核燃料 )毒理学研究
、

内剂量估算及加速排出的研究
。

2
.

辐照远后效应及危险度估计

( 1)小剂量
、

低剂量率照射在人群中诱发癌症的危险度研究 (包括辐射流行病学调查与实

验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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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小剂量
、

低剂量率照射在人群中诱发遗传效应与先天畸型的危险度研究 (包括辐射流

行病学调查与实验研究)
。

二
、

发展本学科的远期设想

1
.

对核酸受照后损伤修复规律的深人研究— 辐射致癌
、

致畸
、

致突的基础 ;探讨修复基

因的重组
、

移植与表达
。

2
.

造血干细胞体内外大量培养
,

定向增殖分化及其保存
、

应用可能性的研究
`

3
.

我国人 H L A 基因型的研究以及不同基因型造血干细胞库的建立及网络形成
。

.4 通过遗传工程的研究
,

探讨避免及减轻 G V H D 发生的可能性
.

5
.

研究辐射所致损伤的各种靶细胞的生物膜在执行生物功能 (如免疫
、

信息传递中)的作用

及其在辐射损伤后的修复途径
。

6
.

辐射所致的随机性效应 (致癌
、

致畸
、

致突)的危险度系数的评估及个体受照后辐射诱发

随机效应的概率分析及其在劳动保护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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