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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WW ! !:ì i1'~ 合iJf阪!发育效果习之够用想。 币;~主

干 1; ~~t行正式实![;二I! 、;将 BSA (;0添加量从 Lmg/ml

增加科5 mg/m1 9 与此同时还增加1了PBS+ FCS 

:l\\忖中液州合， 以便找 「!才纠lJ茂更简阳的发了可月3 培

养液。实验结果';1 ' G 个处理纠 rÎ1 i最合胚的发育

京均ffiFL 7.ip f陪个:在~ ~~~~ !-j-! 约有 7一-12% 的聚合

胚未能在常发育.冥中有的是组成聚'舍腥的一

方发育而另一方不发窍，有的则 双 方 均 不发

育" {!引ì~ 'i蓝 侬:_1 JJ: 1[zut之间的连接Il !J );立联件。这

些现i~~ r可结与聚合JlI胚胎的损伤或胚胎质量有

关， 有的胚胎从外形上惹不出异帘，然而可能

有tïi~种内 !E 1:j'~ 1 因素使其不能正常发育。

术文以与(共休非同步(j'~J 即晚 2 ，1 小时· 假孕

处理的l:iit l\1R为受休所进行的实验，受胎率和嵌

合胚 1'1可存活 :~二 分另! 1 79 58% ( 33--100%)'5/'lí 17% 

(7-48%) ，说明用本文采用的方法制作 的 嵌

合j旺发育率不仅较高 ， ffiK ，日前够发育为正常的

个体。另外电 {l~ !+~生的嵌合体小践中雄性比例

高于雌性， 与有可 IJ I 墨介[ 7J tv0报道相一致。这是

因/二 XY 胚胎 l汀'r0 H-Y 抗原 !~\l '!<1~ '1 < J二化作用 ，

使得 xX-，XY 嵌合体 l向雄，!ft发育的结果。

5驾 要

本研究采用人士于是合技术 ， :11f小鼠不同!自

系和同 lfll JF. 之间 的 3 iHi H它!胚聚合为一休 ， 分另Ij

m PBS 手 F伫S 、，BWW 和 BlVIOC一 111 培养 20--24

小时 再1坦率了发育率u其结果在昆明白←→C57

中分可1]有 88 . 1% (59/盯 ) 、 95.0% 015/ 121) 

平n 9 /l . 8%(73j7门， fE 昆明白〈→+昆明白中分

别有93 . 3 %C~8/30) 、 87 . 7% (1 21 /138) 军n 86 .7

% (5 2 /60) 嵌合胚发古先桑祀胚或 JfG i毡 ， 各处

理妇之间'无显著差异。将 1川枚 1(;，:合脏分别移

植约 12 只受体， 、结果有 7 只小鼠娃赈共产 仔

二 5 ，r!.o -ú 昆明白← ->- C57 的 17 只帐合 体斗、民

l二1::] 毛色为 )K: 、 ~!和杂色的各有 3 、 4 和 1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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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t就事暗自费 618 租 Epon 81 2 引起鼠伤感沙门前

菌栋细胞挠蛮的走罢，散结构研究

:哉志强俞月杜 立幸苟

(巾!可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

环筑材 n与陈; .~贯;良好的聚合效果和抗电子轰

击稳;走 tl:而成为注射Ffi.~t生物试样的理?也包 J~!1

剂 。然而近年发现 13 种环 ;t'~t t;d Jì [Î' 但理刘具有致

突变NY 1，因而它们Wizi f号:每;r4:引起了 :11.物电
挠工作苦的普边关注。根把我国卫生部颁布的

<< '新药吁ïjlt !f]、 ì7~ >.>规定步鼠 {jJ东沙门氏菌回去突

交试验 (Ames ì式验 〉是检 化名 !rt! ~J(突变 tf itv
肯选试验。以此， 我们位i1~j 了因内电镜实'验室

本研?卢j注:组协lj)] Am es 试验;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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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 8 细胞生物学杂 志 1989 年

使用最为普遍的环氧树脂 6 18 扣 Epon 812 的

致突主作用。 为 f以入f1) f 究的需耍， f;n则 前

后 ， :J.、l 鼠饥寒沙门氏的îfl 透舟t I毡'证ß ;líl )杆判 竹二 Mi

微结构观察。

材料和方法

化合物 坏筑材脂 61 8 (Bisphenol pro.pane ex

poxy resin G 18)分于川. 300一7001 环 节 当主<.185-

~50 ; 'h~i i{ -S; 2 ， GOO J~t(~(i ， 上海忡脂广jtill11 。 EpoI1812

(AI ipha tic ether epoxide , Epon 8 J 2H干 (- k.; 204 ;lf. 

乍[呵 rf l: 150--- 17 5 ; 和li l 与 lS0-210~唔 ìl习 ， 系问才叫I I)'C:

ff~然株J\ ~~';在!:j巾， JIll ! 。 LJ 选i1l已经确定丁、开1·5代i可i激1月

n~J TA 98 、 TA JOO 防空，Wí9基贷诺灵 (p-Nitroquino

line 2 00~lg/DllH'P王 Ifl Yi甲炕硫酸甜 (Methyl meth

anesufonate , MMS 10 ~d/JJíl )作为阳件反同指示剂，

肝j [.')鉴屯'千、怆纺织，(叮叮虫'悦 。

菌株 吃t伤J}; 1少门氏的 (Salmonel1a typhimμ

riwn)到氨酸~jt rl('17\~.尖 s，:r~ 南非~ TA 98 、 TA 100 原 引向

Ames ::ì~!r';.; ， :l(:J安 Ames ì'j~ 付 1应株基因作重复鉴Æo

JUI~ TA 98 用 7 检出千多li马尖变的J秀变齐。; TA 100 贝Ij " ] 

拎出GJi!(立直J尖尖变的诱变剂。

方法 iTf变 i式阶均采用 Ames 匀的方法{2i02是寸 环

4汽化物属炕化剂， 对细胞有直接作用[町 ，其致变 与l] jí

不依赖!哺乳动物 !j干微校体酶系 (S斗) 1:~Jl供沾[叫 ， 故省里各

S- 9 j'(!ì元\î~ i~t LI舍。\，j TA 100 究~D." t~i~ l么 1 吏 t:}环筑材黯及

MMS 作用 Ç;(i'J[ï，IJ ;.I'~ :朱 ) J'川职付 ， .J安送l !i iID.镜77飞'规技术

r.~'l 七 、 悦71.二 、 t2J甲 、 ~iJ片 ， f三百!i忧 fil1 、 ，向何R在fff准色

I~ . /巨 H-:;OO 也镜下观察提片。

实验结果

<l枪的两种环氧树脂'片'先作斑点试验。结

果飞! '. 二 ， 又 j TA 93 无敌突变 t1 ， 芹J' TA 100 均

旦 Illl杠 ， 可见 }~~j，r(~周!茧'长出一圈密集的 I囚变菌

i宫。而 rï ~' f! 二平 FZ渗入试验， 受;式环氧树脂浓度

从 10μg/ JIl1起 10 íir j，ffi:!:曾; 每 -齐IJ 串训试 3 JTll , 

-t1 37:j!; 阳 王:菌;有数文 :t SD ， i亥 交 (皮大于 白发囚

变数 2 陆以上二lJ 问-H~:。实验结果J\!'表 1 。 对于

TA 98 T~ 株 ， J;1、 氧树 ;J旨 618 元旦(突变 ii: E

Epon 81 2 在 10000 μg/ 血浓度 时呈现的变作

用。对干 TA 100 国株， 两种环~t气、树脂 ((J致突

变剂量均为 1000μg/ lDL 。

电镜观察结果显示 ， TA 1. 00 做的 细 胞璧

较 "r. ， '11r .91~ 3 个致 :'Ì'.'L~/止 It1 ff1j 进 1 1可区所m吨。

细胞质膜 rif见 2 个致密J;f 0 JJ(i ~~:~气质服二般平

行走向，稍有问隙。 胞浆内充满恢棒!体!颗粒，

核区电子密度低(图版图 1 ) oTA 100 ~ç经诱变

剂硝拉奇诺灵作用后， 细胞所可见 2 - 3 个致

密层，!!包挝、质膜曲折起{犬。 )J包应与质膜间有

日才 可见较大fl~IJ r览。胞浆 1"13ttillj了均匀分布的核

糖体颗粒， 核区不明白(网版|要I 2 )。 纤环氧树

fl:i G 18 作川刑的 TA 10 0 株细116L j'i": 手f 3 个致引

层，质院有 2 个致百万~ 0 ' J1包#~ [}'J核梢休颗粒较

稀疏， 核区明显日.r -r乏。有的战先区域几无结

构? 有 ÉI(j IJ! IJ见空 j包及有膜囊j包， 褒 j包中偶而见

有 少许丝 状物质([歪l 版图 3) 0 TAIOO 株干tt

Epon' 812 Il号作用下亦见有在环氧 树 脂 6 18 作

用下的类似结构出现(因版!到4)。在不同的剂

量浓度下， 受试环氧树脂)vr致的结构变化无显

著差异。

讨 论

根据环氧树脂 618 和 Epon 812 不同浓度

所致的 TA 100 枚及 TA 98 柏:的问复突 变值，

表明它们都是:百接我突变剂。们两者作用的特

定且因座位不同。 Epon 81 2 除了引起 TA 100 

株产生碱在置换突变外 ， 还能引起 TA ~)8 株发

生移刊突变 c 环氧树脂 6 J 8 ;(j' T A 9 8 才朱元致突

变性。 Ringo川等研究了若干阶必类 J;íí;氧化物

的致突变作用 ， 认为此类环氧 树脂(1(.1 致突变

性不随分子量的改变而变化， 与加族陆环军(树

脂 Epon 812 [;~致突变 ffk相比，强 于JI~者 30 倍

(回 22突变数/毫做71分子)。环氧树脂 618 系同

产双酌基j}9 ;民类J;F氧化物 ， 有关 ;其致突变试验

尚未见有报道。木实验提示 ， 1'1 : 1 000 ~Ig/ illL 以

下范围(大于此剂量会产生沉淀) ， 其致突变性

虽大"F Epon 81 2 ， 但与后者且本上 ;t~c IB卜一数

量级， 其致突变 14:在电镜包埋剂 J.r J禹较低行

歹Ij[ l) 。

TA100 i来写 MMS、 环氧 树脂 618 及

Epon 812 分别作用后 ， 其回复突变株的细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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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门 芷~ 1 11'] !'ni !tlOI什物 'f: :~ 169 

亵 1 工种环氧树脂对 TA 98 、 TA 100 

的鼓楼自毒变 H:较{ 倒变菌?要被Îll!1. 1

r .1 写 ! 剂 ~:[: ~ ,... - - •• - ! 坏拭树脂 I l;rl'l'q i Epon 812 1 ' '."~"'" I 一忖I ~μl咆gj川lUI川川I _ . - 6J 8 1 骂刘、才仆i

o J~ 8 士 29 i 138 士 29 I 
J 0 I 1 3 9 士 1 G , 202 士 2

l00 1 18IM 叫 J 0 ! 

1 , 000 ~97 土 45 ; 628 才 2 1!
TA 100 

10 . 000 1 J ，的士 187 | -873 bl7!

1 0~t1 ÎI1Il 1 : 786 士 23

o j2仕 7 I 20 土 7 i
J 0 : 17 土 1 21 土 1|

100 I n士 5 2 ，) 士 8 1 
TA 98 I 一…-一 ' 一--.-…~.-一…_.--- --

1,000 27 土8 ! 31 士 3 1 

I JO , OOO ! 71 土1 34 士 5 I 

一-LfIj一一_J一-i572A
* 已产生沉淀。

态均呈现!不同于 TA 100 突变状及 TA 100 野

生株[ 5 J 的坦微结构变化， 1fl.它 们的作用机理不

尽←致。 MMS τ巨型作用 于胞用手jI质膜。两种安

Ì:r\;环氧树脂_L _:些 作hJ 于/l包浆。 从 TA 100 1t I'::J 

形态结构分析. 1]臼且在内的读亮部分届核区的-一

部分， f[lj 核|叉 口气是 DNA 丝状结构的J9í. :rU也 。

考虑到环氧树!lfi共有活泼的J;1~氧 中iV;I~闭 ， 它能

通过共辄结合使细胞的 DNA 断裂 、 :是损。 因

此 TA [00 ]m复突变株细胞!血浆中有较多没亮

区域以及有 空;但 、 ;现( i包出现可能是 :曰: 氧 树脂

61 8 及 Epon 8 12 j吭化作才有的形态表现。而;院化

作用的结果往往引起鼓突变 、 致癌 事 件的发
生[ 6 J 。

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 ， 美国电镜学会会员

的癌症发病l三年5偏高1[ 7 ] 。 以往电镜T.作者注 i其 X

线辐射泄漏的影响[ 7 ， 8 ] 。 事实上环氧树脂不仅

能诱发接触 tl皮炎等致敬反应，若干电镜包埋

剂的玫痛 t'í' U~ 巳 ;，，: ;.!j ~州市1公 ì :F升'[ aL 肉 l!t . 来「

二j二致到变试验的认]SJ_I tl汀'巾 电(竟也判!弃I]!但栩为满

:(F i干~J致将剂 Tíïi1m t: J.líi:i YLι 需要特别 tii I忆 ， 屑一释

剂的存在使环氧树脂 I'i ~J :ì国透细 !j但(l足的能力增

强， J.A Tíri1曾 )]113交突变 、 致癌的危!;(;计吧。因此电

f钝竟 #击巾制11川11叫才扩们样)手引弘i己扑;订与1 ，\川:

有机j汹豆存?阶弃剂1)揩j掠祟丰.U污亏 j注!汪E的i坏斗不;?轼试树脂必须禁止。

摘要

I包tE二'r: H~!: 主:; \'m í'I Jfjl 击 11 环节 树月旨 6 18 平日

Epon 8 1 ~经 Ames 检测试验， 表明间者均为直

接致突变剂， 它们的致突变tt)~间 安立自主级。

超微结构观察提示，!因交株细胞核 17f占构发生

变异于ij 能是'主 ìA环氧树脂炕化作用的结果。 X，j

于致突变试验 ISI I 性的电镜包)itl剂 J，\~视为潜在的

致癌剂HI]jJfl U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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