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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外包一层黑纸． 

光源 刚 1000W 碘钨灯， 光距 37 cm． 用 

水隔热，水层厚 16 cm，玻璃厚 0．5 cm，室 温 

20~(2左右 ． 

正常肾细胞的单层培 养： 取 体 重 5±l g 

小鼠 3—6只，断颈杀死， 取出肾脏， 剪碎， 

加入 8 ml，pH 7．2—7．4，0．25 的胰蛋白酶液 

于磁 力搅 拌器 上消 化 8一i0 rain，消 化 2—3 

次，以 100 g离心 i0rain弃上清液，沉淀 用 

Hanks液漂洗 2—3次，将沉淀 培 养于台 1O 

小牛血清及 青链 霉 素 的 199培养液中， pH 

7．2-7．4．在青霉素小瓶内放小盖玻片， 每 瓶 

1ml培养液，含细胞(1—5)×10 ／ml于 37~C CO2 

培养箱中培养 4-6 d，待细胞铺平展开形成单屠 

后加 TBF照光． 

将作为 0 探针 ’的 2，2，6，6一四甲 基 四 

轻基嚷啶(2，2，6，6-tetramethyltetrahydroxy- 

piperidine，TMHP)(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合 

成)，用丙酮：Tris-HCl(50 mmol／L，pH 7．4) 

(1：4，vol：vo1)配成 0．1， 和 10 mmol／L 然 

后与 0．01，0．1， 1mmol／L的 TBF按一定 比 

例混匀，装入毛细石英管 中， 在 照 光 i0min 

与不照光的情况下，用德国 Bruker 200 D—SRC 

顺磁共振仪测定其自由基含量． 

Im SULTS AND DISCUSSION 

不同浓度 TBF的光敏作用 无论 对 癌 细 

胞或肾细胞 TBF的浓 度 在 0．38pmol／L时 杀 

伤作用不明显，浓度 3．8pmol／L时，照 光 后 

2 h出现光敏作用，死亡率随着 TBF浓度的增 

加而明显增加， 但加 TBF不照光时死亡 率与 

对照组(不加药不照光)接近，均约 0．1％， 溶 

剂(O．5ml丙酮加 4．5 ml无 离子水)对 细胞毒 

害作用甚小，死亡率也约为 0．1 ．当浓度 相 

同时，癌细胞对 TBF的光敏作用比 正 常肾细 

胞敏感(Fig 1)． 

不同温育时间柏影响 无论癌细胞或正常 

肾细胞加 TBF后温育 1 h，TBF对细胞的光敏 

杀伤作用已迭最高值，随着温育时间的增加， 

375 

F 1． Effects of te仃Ibf呲 0nu0rescein (TBF)on 

cells mortality． (— — ) mseites hepatom a cells； 

(——一一) normsl kidney cells of mice． 

杀伤作用迅速下降(Fig 2 A)，这也许是 由于随 

着温育时间的延长，细胞对 TBF有一 定 的 代 

谢分解作用所致． 

不同丽光时闻的影响 TBF与 细 胞 温 育 

1 h后照光，随着照光时间的增加，两 种细 胞 

死亡率都明显增加(Fig 2 B)． 

V  

-= 

● 

Irtli~ties time f--I' 

Fig 2． Effects of TBF on cells mo rtality VRl*ied 

with incubation time (A ) and irradiation time 

(B)． (o)TBF 58 pmol／L for kidney 州 h- (●) 

TBF 2{3 ttmo l／L for hcpatoma ceils． 

单战态氲、羟 自由基与超氲阴离子的作用 

无论何种浓度(O．1，1，10 mmol／L)的 TMHP 

与何种浓度(0．01，0．1，1 retool／L)的 TBF相 

结台，照光或不照光均无 ESR信号产生，单独 

的 TBF或单独的 TMHP照光或不照光 也都测 

不到 ESR信号，可见 TBF的光 敏 反 应 中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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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irradiation I 
Scavengers 2 h 24 h 3 Hasty N，M erkeI PB·Radlick P，Kearns DR· 

(pg／m11 Dark Light Dark Light Role of azidc in singlet oxygen reac ns： 

reaction of azide with 出  】et 0xv en T f̂ 

Contm1 0．1 89．2 0．1 93．1 r∞ L ‘1972~15 ：49 

NaNs (25) 0．1 73．6 0．1 94．8 4 Halliwell B， Gutteridge JMC． Free radtcolz 

Histidine (600) 0．1 81．5 0．4 99．8 in biology and medtcin~．0xford ：Clarendon 

Histidine (60) 6．1 91．8 6．8 99
．

7 Press· 1985 ： 52—55 

Solvent of S-carotcns 0．4 0．8 1 1．2 5 W eitzrnan SA．Stossel TP．Effect of oxygen 

[3-Carotene (20．6) 0．3 77．1 0．3 89．8 radical scavengers and antiox idants on phago- 

~Camtenc (2．06) 0．1 53．6 6．1 99．5 cyte induced mutagcncsis-J lmmuno~ 1982~ 

Mannitol (20) 0．7 79．5 0．9 88．6 128 ：2770 

SOD (76．5) 1．2 65．4 1．5 97．8 6 McCord JM ． Fridovich I． Supem xide dismut． 

Inact}ve SOD (76．5) 0．1 83．5 6．3 98．3 ase：An enzymic function for erythrocuorein 

Catalasa (38．4) 6 8．9 1．2 4．2 (hemocuprein )-J 引  C m 1969~ 244 ：6049 

Inactive catalase (38．4) 6．1 82．9 0．1 99．8 7 Nathan CF，Cohn ZA． Antitumor effects of 

u  r ⋯ 一  ⋯ ’ ⋯ 。 ’ ⋯ f 一 ⋯  V ^ ● 

’ Propanadiol 0．5 ml 4-deionizad water 4．5 ml 154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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