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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9版）：物
理学》特点：继续采用“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的运作机制、整体规划，优
化结构，强化特色、充分发挥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教材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公开招标，专家评议，健全
主编遴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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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放射性核素在医药方面的应用 （一）示踪原子的应用 由于放射性核素能放出
某种射线，可用探测仪器对它们进行追踪，因而可利用它们作为显示踪迹的工具，这就是示踪原子法
（method of labelled atom）。
因为放射性核素与其稳定的同位素具有完全相同的化学性质，所以它们在机体内的作用、吸收、分布
、运输、排泄等过程也完全相同。
这为医药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示踪原子法的优点很多，主要有： （1）灵敏度高，一般光谱分析方法可分析10-9 g的物质，示踪原子
法能检查出10-14～10-18 g的放射性物质。
 （2）使用量极微，合乎机体正常的生理条件。
 （3）利用示踪原子法还可以进行机体外的观察，在不妨碍机体正常活动的条件下进行研究。
因此在医和药两个方面都有许多应用。
 在药学方面，我们可以用放射性核素标记药物来观察和分析它们在体内的吸收、分布及疗效机理等。
很多药物在临床应用之前，就是用放射性核素作标记而进行各种试验的。
我们也可以用示踪原子方法对中草药进行研究。
例如南瓜子的有效成分是南瓜子氨酸，可以用14C标记的南瓜子氨酸来研究它的作用原理。
又如用14C、3H、32P等放射性核素通过生物合成，来研究有效成分在药用植物各部位的分布情况等等
。
 在医学方面，用示踪原子法可以反映组织器官的整体局部功能，作无损伤的疾病诊断等等。
例如，正常人的甲状腺吸收碘的数量是一定的（20％左右，其余的随尿排出），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
人较正常人吸收的碘要多（高达60％），而甲状腺功能衰退的病人较正常人吸收的碘少。
诊断时，先让病人口服少量131I制剂，隔一段时间后，用探测仪测量病人甲状腺的放射性，根据射线
的强弱就可诊断出甲状腺的病情。
又如应用131I标记的马尿酸作为示踪剂，静脉注射后通过肾图仪描记下肾区的放射性活度随时间变化
的情况，可判断肾脏的分泌和排泄功能。
如用131I标记的二碘荧光素，可用于脑肿瘤的定位。
因脑肿瘤组织对碘的吸收比正常组织高许多倍，所以用探测仪器可以确定肿瘤的位置。
如果把胶体金（198Au）注入静脉，它将积聚于肝脏，但不能进入肝肿瘤组织中，用扫描仪可探测
到198Au的肝脏分布，为肝癌的诊断提供有力的依据等等。
 （二）射线的应用 放射性辐射对物质可以产生各种作用。
在药学上用射线辐照药物能够除去或杀灭药物中的微生物及其芽孢，同时又可以保证药物的理化性质
及临床疗效不受影响。
用射线进行灭菌的方法称为辐射灭菌法（method of wiping out germ by radiation）。
其机理主要是利用射线照射破坏了细菌细胞中的DNA和RNA分子，使它们失去了合成蛋白质和遗传的
功能，从而使细胞增殖停止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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