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躁狂抑郁症的遗传情况并不支持X连锁显性遗

传之论点：(1)家族中躁狂抑郁症患者女性少

于男性，不符合女；男为「2:1的规律；L(2）在这

些双相躁狂抑郁症的家系中，病父一病子的直

接遗传有8例，而母亲或母系亲属无类似疾病；
(3）男性先证者之母亲患同病者仅占36务，父

亲有躁狂抑郁症而其女儿有同病者仅占29%o;
（钓 先证者之一级亲属中父母和在发病危险

年龄内的同胞发病率均低于50外，差异显著；

(5）经低频率性状的显性分离分析，．表明此疾

病不符合X连锁显性的遗传方式。

有关双相躁狂抑郁症的遗传间题，除了对

其具有遗传倾向存在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外，尚

有着一些不易解释的问题，遗传方式中的X连

锁显性遗传便是其中的一例。既然是一种X染

色体显性遗传的疾病，怎能有许多病父一病子

的传递？这只能用这种疾病是由表型正常的疾

病基因携带者的母亲传递来解释，或者不是真

正的父子关系。

最近，Gershonl”通过对此问题作了详尽的

遗传调查和文献复习后指出：双相躁狂抑郁症

是否存在X连锁遗传现象，也是值得怀疑的。我

们对本组病例的研究因受条件限制未能作色盲

Xg血型与此疾病连锁的调查，缺乏这方面的资

料，故不能定论。

Taylor和Abramsl9］曾研究50例躁狂抑

郁症病人，发现在早发组中 （30岁前发病）病

母一病子的遗传较多，而没有发现病父一病子

对；在晚发组中（30岁后发病）却发现有病父一

病子对的存在。本组资料未进行这方面的调查

研究，故无法证实。根据目前文献来看，大多数

学者认为躁狂抑郁症是X连锁显性遗传或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我们认为此病可能存在这种异

质性，在早发病人组中可能属X连锁显性遗传，

而晚发组中则属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今后有必

要按发病年龄分组，探寻这方面的资料，并作色

盲、Xg血型与此疾病连锁的调查，以探讨双根

躁狂抑郁症遗传方式的归属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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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中子、丫射线测井人员染色体

畸变的两次观察‘’
皿 e-t 2」．

少 不 一玲

（新疆自治区卫生防疫站，乌鲁木齐）

染色体畸变是研究慢性小剂量照射生物效

应的敏感指标，对慢性放射损伤的防治和小剂

量职业照射的剂量效应研究都有一定的实际意

义。国内对于中子、Y射线慢性小剂量职业性

混合照射人员的剂量效应研究还报道很少。为

此我们于1980年和1983年先后两次对某油田

放射性测井人员进行了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

Y an Zonyou: Two Observations on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in Personals Exposed to Neutrons in Oil-
field and Y-rays

0 本文经医科院放射所王继先主任审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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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的分析观察，现将观察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调查对象为中子、r射线测井人员。1980

年观察21名，1983年为20名（其中9名是连

续观察）。年龄在18-45岁，职业工龄为半年一

14年，均为男性。用30名正常健康人作正常

对照，受检者和对照均经一般临床体检无其它

疾病。细胞培养用日本 Tcl”培基，加30铸

小牛血清，PHA和双抗适量，调 pH7.2-7.4,

每瓶分装10ml，接种全血0.6ml, 37-C培养54

小时，培养终止前4-6小时加秋水仙碱，使最

终浓度为。.1 og/ml培养物。选择细胞完整、形

态良好、染色体长短适中、染色体可清楚辨认的

中期分裂相，46士2条用于分析，每例一般分析

200个细胞，对某些畸变作了显微摄影。

观 察 结 果

中子、7射线测井人员两次染色体畸变观

察结果和正常健康人及X光工作者染色体畸变

观察结果列于表1。从表1可见，中子、r射线

测井人员和X线工作者染色体畸变主要是断

片、双着丝粒、环、微小体，而以断片为多，两者

畸变率也相近，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农 1 X线工作者、中子、Y射线侧井人员染色体璐变与正常人的比较

组 别 ｝观察人数 分析细胞数 ｝断 片 ｝双着丝拉十环｝微小体 ｝染色体型畸变｝畸变细胞！单体断裂｝单体互换

正常人 3,500

X线工作者 6,000

n, Y测井者
(1980年调查）

4,200

3

(0.086)')
13

(0.217)
18

(0.429)
14

(0.361)

（。．，4114)｝（。．，：；）
6

(0.100)
3

(0.071)
9

(0.232)

1

(0.029)
峪

(0.067)
3

(0.071)
2

(0.052)

(0.114)
24

(0.400)
24

(0.571)
25

(0.644

23 ！ 24

(0.383) x(0.400) x(0.033)
22 I 10

(0.524) x(0.238) 1(0.048)

。、Y测井者
(1983年调查）

3,880 25 I 11

(0.644) 1(0.284) 1(0.026)

1)括号中为百分比。

衰2 ，例中子、Y射线浦井人员染色体琦变相而三年追赚观寮的结果

组 别

1980年观察

1983年观察

31T#1mmf卜竺二－一｝}Q}4f}+}
1,800｝＿6＿一｝＿3＿＿,

｝(0.333)”一〔。·‘“‘，
1,720｝ ”＿｛＿“＿

｝(0.456) 1 (0.349)

RdN*3一一竺12
1(0.16”一〔0.667)14

｝(U.614)

卜1*01ain11
一‘0.611)14
1(0.814)

单体断裂

3

(0.167)
7

(0.407)

1)括号中为百分比。

上述职业受照人员的染色体型畸变、畸变

细胞的百分率都比正常人高出4-10倍，X线

工作者的细胞畸变率与正常人相比有显著性差

异 （(P < 0.05)；中子、r射线测井人员与正常
人相比，则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P＜0.01)0

表2为9例中子、丫射线侧井人员染色体
畸变相隔3年追踪观察的结果。

表3为中子、r射线测井人员工龄与染色

体畸变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年以下工龄共有

8例，有，例未发现畸变，占62.5多，其余各组

各例均有畸变发现。

农3 中子、Y射钱侧井人员工辞与染色体咬变的关系

工 龄 人数 分析细胞数 染色体型畸变 畸变细胞

（年）
数 ％ 数 呱

< 1 8 1,600 3 0.188 4 0.250 

1 15 2,960 22 0.743 19 0.642 

6 ‘ 1,120 9 0.804 9 0.804 

11一 15 3 600 4 0.667 4 0.667 

讨 论

1.中子、7射线混合照射所致的染色休畸

变与年剂量当量之间的关系。我们曾于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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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油田的中子、丫射线测并人员的年剂量当

量作过调查，结果均不超过国家规定的限值，0

inSv (5 rem)，而他们的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

型畸变、畸变细胞百分率都显著高于正常人。从

表1可见，中子、丫射线测井人员的染色体细胞

畸变率略高于X线工作者细胞畸变率，与1984

年全国医用诊断X线工作者．剂量效应关系研究
报道的结果（细饱畸变率为0.343多)1i1相比，高
1倍左右，但比国内1981年报道的油田中子测

井人员的细胞畸变值低［[s1。国外 Brown等曾

报道川，在低于最大允许剂量的了射线或中子

加了射线的职亚照射人员中，染色体畸变不显

著。但从我们的结果来看，即使受照剂量不超

过年剂量当量限值，染色体畸变仍明显高于正

常对照。故可用染色体畸变作为放射损伤的灵

敏指标。

2.9例中子、r射线混合照射人员相隔3年

的染色体畸变追踪观察结果表明，受照者随着

累积剂量的升高，其染色体型畸变、细胞畸变率

都有所升高，且畸变的类型有双着丝粒增多和

环的出现，但时隔3年的观察结果尚无显著性

差异。随着时间的延长和累积剂量的增加，其

结果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3．工龄与染色体畸变的关系。表3的结果

表明，被调查对象中，有染色体畸变者，除一年

以下工龄组外，其余各组各例均有发现。放射

工龄在 10年以下者，各组间细胞的染色体型畸

变、畸变细胞的百分率均有随工龄增加而增加

的趋势。但由于观察例数太少，还难以得出确

切的结论。若将两次观察结果按上述工龄分组

分别分析时，则发现工龄，年以下者，细胞畸变

值最高，此种情况与 1981年黄权光等报道的油

田中子测井人员染色体畸变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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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外周

血淋巴细胞SCE须率的研究

张征 尤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

姊妹染色单体交换（SCE）系一条染色体中

两条姊妹染色单体之间同源节段的互换。SCE
可以自发产生，各物种细胞中自发 SCE频率

相对比较稳定。但若用诱变剂或致癌剂处理细

胞，则 SCE频率可显著提高u1。已经证实，一

些物质的诱变、致癌力与诱发 SCE能力之间

存在很高的相关性[=,330目前，国内 SCE技术

已用于多种遗传病、肿瘤和病毒性传染病的病

因学研究，以及化学“三致即物质作用机理的研

究［[3,A)。对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细胞 SCE

频率尚未见报道。为了从细胞及亚细胞水平探

索本症的病因．，作者对20例毒性弥漫性甲状腺

肿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SCE频率和20例正

常人细胞 SCE频率进行了分析研究，现报告

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病例选择 患者都多食、多汗、消

瘦、畏热、神经过敏、易激动，心动过速，手指震

颤，眼征阳性，甲状腺弥漫性肿大。甲状腺摄

Qiang,Kexing et al.: A Study on the Frequecey of
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 (SCE) in Peripheral Ly-
mphocytes of Patients with Crave'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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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