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通过基因突变而进化来+

#*

,

)此外#乳酸菌的诸多未知功能

基因都是单拷贝基因#并且其编码蛋白多与酶相关)

1

!

展
!!

望

开展乳酸菌基因组学研究可拓宽对乳酸菌的认识#从更微

观的角度认识乳酸菌及其功能基因)应用基因组学方法可将

乳酸菌基因结构与其生理功能建立联系#从而促进其代谢组

学*分泌蛋白和进化方向研究)对乳酸菌未知功能基因的研究

可进一步拓宽乳酸菌的应用范围#对功能性食品开发将会有一

个极大的推进)乳酸菌对机体产生的各种生态效应和生理作

用的主要物质基础就是细菌蛋白#特别是分泌性蛋白)同其他

细菌一样#乳酸菌在胁迫环境下包括高温或低温*极酸或极碱*

高盐*氧化及各类营养限制等#通过诱导表达方式改变代谢类

型与水平来适应环境)利用蛋白质化学方法可有效地分析获

得乳酸菌的诱导蛋白#再结合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方法开展

蛋白功能研究#为进一步揭示乳酸菌的行为机制和生理作用提

供新的认识)

参考文献

+

#

, 杨洁彬#郭兴华
'

乳酸菌生物学基础及应用+

0

,

'

北京!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

#%%%'

+

&

,

0=R:A69=[

#

OC:;=A:93

#

L6C?_

#

:<=C'"6-

B

=A=<79:

.

:864

-7:6?C=@<7@=@7EG=@<:A7=

+

U

,

'ZA6@W=<C3@=EO@7gO3

#

&$$(

#

#$)

$

5&

&!

#,(##4#,(#('

+

)

,

"6<<:AZP

#

\7CC"

#

6̀;; Z̀'Q=@<:A76@78;

!

P:9:C6

B

78

.

784

8=<:7--D87<

H

?6A?66E

+

U

,

'W=<C :̀9 07@A6G76C

#

&$$,

#

)

$

#$

&!

***4*++'

+

5

, 凌代文#东秀珠
'

乳酸菌的分类鉴定及实验方法+

0

,

'

北

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

#45

#

(4#(

#

5,45*'

+

,

,

!I=8E:A3/

#

Q6C6<78ZL'1>:@6-

B

C:<:

.

:86-:;:

f

D:8@:

6?<>:C=@<7@=@7EG=@<:A7=C=@<6@6@@D;C=@<7;;;

B

'/=@<7;

#/#5$)

+

U

,

'T:86-: :̀;

#

&$$#

#

##

$

,

&!

*)#4*,)'

+

(

,

Q6<78=OT

#

ODR>6E6C:<;VV'O

B

:@7=<76878Q=@<:A7=

!

@6-4

B

=A7;686?<>:#(OÀ 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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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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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放射性同位素#

!

疾病诊断#

!

疾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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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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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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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已深入到生物医学*遗传工程*地球

科学*材料科学等诸多领域#尤其在核医学诊断或治疗方面的

应用最为活跃)放射性同位素诊断与治疗疾病是利用放射性

同位素发射出核射线进行诊断与治疗)治疗上#射线作用于组

织细胞并将其能量部分或全部交给组织#产生一系列电离辐射

生物效应#通过辐射能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使机体生物活性大

分子的结构和性质遭受损害#导致细胞繁殖能力丧失*代谢紊

乱失调*细胞衰老或死亡)

放射性同位素在医疗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在疾病的诊断*

治疗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用于肺癌*骨转移瘤*不明原发

灶肿瘤*皮肤疾病*脑内囊性肿瘤*转移性骨肿瘤*前列腺癌*皮

肤毛细血管瘤*乳腺癌*鼻咽癌*亚急性甲状腺炎*胆管癌*大肠

癌*卵巢癌*甲状腺癌*宫颈癌*肺癌*头颈部肿瘤*肺癌*食管

癌*胃癌*肝癌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都起到良好的效果)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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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部分放射线同位素的半衰期*衰变类型*衰变能量以及在医

药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备查阅)

$

!

不同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中的应用

$'$

!

氟+

#+

]

,

!

#+

]

半衰期为
#$%'**-78

#衰变类型为
0

衰变#

衰变能量为
$'(50:V

)赵丽霞等+

#

,用放射同位素#+

]

#静脉注

射
0

4&4

+

#+]

,

4

氟
4&4

脱氧葡萄糖$

#+

]4]PT

&

,',,0Q

f

"

R

.

后进行

Z!1

"

"1

采集全身显像#有助于不明原发灶肿瘤患者寻找原发

灶*及时调整疾病分期*改变治疗方案及改善患者预后)全身

融合显像不仅提高了不明原发灶肿瘤患者原发灶的检出率#而

且可以早期发现常规检查难以发现的局部和远处转移灶#有助

于患者及时制订治疗方案)

$'/

!

碳+

##

"

,

!

##

"

半衰期
&$-78

#衰变类型为
0

d

#衰变能量

为
$'%* 0:V

)熊玲+

&

,利用##

"

示踪#静脉注射##

"4

胆碱#

#$

-78

后#

Z!1

"

"1

扫描检查#图像显示清楚#符合诊断要求和

护理要点#可提高护理质量#保证图像质量#并确保检查结果的

准确性)

$''

!

#5

"

!

#5

"

半衰期为
,*)$

年#衰变类型为
0

衰变#衰变能

量为
$'#,(0:V

)

#5

"

的应用主要有!一是在考古学中测定生

物死亡年代#即放射性测年法%二是以#5

"

标记化合物为示踪

剂#探索化学和生命科学中的微观运动)胡晓华和黄杨华+

)

,

用#5

"

标记#

#5

"4

尿素胶囊进入胃内时#如存在螺杆菌#其产生

的尿素酶迅速催化#5

"4

尿素水解生成
W\

)

和
\"N

)

#后者吸收

入血液经肺以#5

"N

&

形式呼出#收集呼气标本并测量#5

"N

&

#便

可判断螺杆菌感染的存在)

$'1

!

磷+

)&

Z

,

!

)&

Z

由人工合成的放射性核素#半衰期
#5')E

#

发射单纯的
0

4

射线#最大能量
#'*0:V

#主要用于治疗肿瘤和

皮肤性疾病)

)&

Z

的物质易黏附于肿瘤囊壁上#能杀死囊壁的

上皮细胞或肿瘤细胞#并且其很少引起瘤周围正常脑组织的

放射性损伤#是目前脑内囊性肿瘤内放疗最常选用的同位

素+

5

,

)

)&

Z

在皮肤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已经有很长时间#特别在

皮肤脉管性疾病*瘢痕疙瘩及病毒性皮肤病的治疗方面#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敷贴治疗较注射治疗应用要广#不良反

应要少#主要的不良反应是放射性皮炎#局部红斑*水疱*糜烂#

经对症处理容易恢复#还有少数患者出现色素沉着*色素减

退+

,

,

)

$'2

!

钙+

5#

"=

,

!

5#

"=

半衰期为
#'$)S#$

, 年#衰变方式为轨

道电子俘获$简称为
!"

衰变&#衰变能量为
$'5&#0:V

#并伴

随
)')R:V

的
I

射线发射#放射性非常低#对生物的辐射损伤

小)陆丽燕等+

(

,撰文介绍了钙与人体的关系#钙的同位素性

质#

5#

"=

作为示踪剂)其结论是从生理*辐射安全*经济等方

面考虑#在钙的同位素中#

5#

"=

是最理想的生物医学示踪剂)

$')

!

钴+

($

"6

,

!

($

"6

半衰期为
,'&*

年#衰变类型为
0

衰变#

衰变能量为
&'+&50:V

)刘丽等+

*

,采用($

"6

多野适形放射治

疗系统$

$

4

刀&治疗
,*

例$

+)

个病灶&胸*腹部实体瘤患者#总

有效率为
%&'(2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使肿瘤局部受到准确照

射#周围正常组织损伤小#有效率高#且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

$'.

!

镓+

(*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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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放射性核素半衰期
*+>

#发射
%)

*

#+5

*

&%(

*

)%)R:V

四种
$

射线)

(*

T=

放射性核素扫描显像是临床常

用于淋巴瘤诊治过程中一种常用的检查方法#并在淋巴瘤的分

期*疗效评估*预后判断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势)

(*

T=

扫描显

像在淋巴瘤治疗的疗效评估和预后判断方面的优势是
"1

和

0 J̀

不可替代的+

+

,

)

$'P

!

锶+

%$

OA

,

!

%$

OA

放射性核素半衰期为
&+'*+

年#衰变类型

为
0

衰变#衰变能量为
$',5(0:V

)刘学公等+

%

,探讨了%$

OA4

0

敷贴治疗儿童皮肤毛细血管瘤的疗效#结果显示该敷贴是适合

于年龄较小的婴幼儿#治疗时无疼痛不适等感觉#操作简便#便

于配合#易被家长及患儿接受)放射性核素敷贴治疗血管瘤花

费少*不良反应小)

$'(

!

钇+

%$

_

,

!

%$

_

半衰期为
(5>

#发射纯
0

射线#衰变能量为

$'%)0:V

)张新伟等+

#$

,综述了%$

_

的物理特性*玻璃微球的

制备*微球内的放射机制*动物实验及其临床治疗肝癌等情况%

总结得%$

_

发射纯
0

射线#具有良好的物理特性及生物作用#

玻璃微球内照射对肝癌治疗效果好#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

质量#延长生存期)随着玻璃微球材料学改进及临床应用中对

给药剂量*治疗效果的进一步研究#在治疗肝癌领域将会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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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半衰期为
#('%E

#衰变类型为
0

衰变#

衰变能量为
$',5(0:V

)张丽云等+

##

,总结了#$)

ZE

的放射性

粒子治疗原理及优势*特点*植入的基本原则*适应证和禁忌证

及其临床应用$前列腺癌*肝癌*胰腺癌*乳腺癌 等&)赵晓丹

和何贵金+

#&

,研究了#$)

ZE

放射性支架可诱导人胆管癌裸鼠移

植瘤中胆管癌细胞凋亡#放射性支架较普通支架在诱导细胞凋

亡明显增多#提高肿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性#也进一步为临床

应用#$)

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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