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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丙嗓对人体淋巴细胞SCE频率影响的研究

田维才张福联周立群薛武霞柳琴江三多‘）
（湖北沙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院）

应用SCE方法检测氯丙嗓的诱变性，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服用氯丙臻的精神分裂症

息者，其体内显示的SCE水平都类同于正常对照群体。初步评定：氯丙嚓对人体的DNA无明显损
伤作用，在精神科临床上使用是较为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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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丙嗓是酚鹰嚓类的主要抗精神病的药物

之一，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任何药物都有治疗疾病的一面和产生副作

用的另一面，这种副作用包括导致染色体畸变

和基因突变的危害性。 从 1967年 Cohen首

次报道了氯丙嚓对染色体影响的工作后“，，到

1982年Crossen采用姐妹染色单体交换(SCE)

的方法检测氯丙嗓的诱变性〔，，有一系列的研究

报道，但各家意见不一〔6-113。为此，我们对较大

样本作了 SCE频率的分析。

表1 60例息者的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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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例

随机选择服氯丙嗓的男女精神分裂症患者

共60例，分长期和短期服药组；另选择不服药，

无烟酒嗜好的正常人31例（男19例，女12例）

为对照组。并要求该组成员在抽血前一个月内

无发热感染等症状。服药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列

于表 10

（二）检测方法

染色体标本按常规法制备，姐妹染色单体

的分化染色用 UPG法［123，每份标本观察20个

以上中期相细胞，统计 SCE数，具体操作见文

献 ［5]0

结 果 和 分 析

（一）服药组和对照组之间的SCE频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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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2 ．药组和正傲扭之阅的比旅 （3士SE)

性别 类 别 年龄（岁） 样本例数 平均 SCES／细胞 细胞分裂中期相（％）

观察1 钾 频 率 观察细胞数 M, M, M; 
胞 邵

男性 正常对照组 引.79士2.41 19 380 6.17土0.18 1900 40.07士2.91 31.95土1.80 27.98+2.0E 

短期服药组 23.46士9.22 13 260 5.96士0.28 1300 43.84士4.27 37.78+1.92 18.38十4.4_ 

长期服药组 32.28土9.23 25 500 5.89士0.11 2500 引.65士1．17 18.94+0.65 49.41十I.3E 

女性 正常对照组 25.25土1.98 12 240 6.48士0.17 1200 30.55土2.38 32.66十1.47 36。79十2。7‘

短期服药组 27.06土9.65 17 340 5.41土0.22 1700 46.04士2.50 37.72士2.46 16.24+1 .9: 

长期服药组 37.60土4.62 5 100 5.37+0.30 500 33.99+1.66 18.56士0.27 47.46+1 .5f 

合计 正常对照组 29.26士1.74 31 620 6.29+0．13 三100 36.39士2．1532.22土1.22 31.39士］.8 

短期服药组 25.50士9.52 30 600 5.65士0.1.8 3000 44.74土2.30 37.74士1.59 17.42+2。1} 

长期服药组 33.1士8.82 30 600 5.79+0.11 3000 31.96士1.02 18.96土0.54 49.08土1．if 

由表2可见，无论是服药五年以上，还是不

足一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淋巴细胞 SCE

频率均未比正常组高，说明服用氯丙嗦的患者

体内细胞 DNA未见有明显的损伤（其中女性

患者与正常女性的 SCE频率有显著差异，可

能是样本小，取样机误所致）。

（二）患者体内淋巴细胞各分裂周期比较

各组被检者体内淋巴细胞分裂的第一周期

细胞 (M,)，第二周期细胞 (M办 和第三周期

以上的细胞 (m力 的分布列于表2。 表 2表

明，长期服用氯丙嗓对患者体内淋巴细胞的分

裂活动无明显抑制作用；而短期用药者，其体内

淋巴细胞分裂活动则明显受到抑制，Ms中期

相相应减少，女性患者更为显著。

讨 论

研究氯丙嗦的诱变性，对于临床的意义是

十分重要的，而且对氯丙嗦诱变性研究得最早、

工作开展得最多，自1967年 Cohen首报氯丙

臻对染色体畸变有影响后〔61，一系列研究工作

相继报告，但结果不一。多数学者认为氯丙嗓

无诱变性，即使长期服用，每日剂量高达600

mg，也不诱发患者体内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

增高[7-i11，此药不是导致染色体畸变的断裂剂。
1982年 Crosren开始应用姐妹染色单体

交换 (SCE）技术探讨氯丙嗓的诱变性，结果

表明无论是持续，还是曾经服用氯丙嗦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其体内淋巴细胞 SCE频率并不

比正常对照组高，个别病例反而更低些。由于

研究病例太少（仅9例），不足以说明问题。本

文工作在 Crossen的基础上扩大病例（共检测

60例男女各半），结果与 Crossen结论相吻合。

除观察 SCE 频率变化外，还分析患者体

内淋巴细胞各分裂周期所占的比例，结果表明

仅在短期服药组中第三周期细胞 (MP)比例

有下降；而长期服药组未见异常，可能因为氯丙

噢对初服药者有暂时性的抑制细胞分裂活动的

作用。结合国内外的文献报道［11,4-111，以慎重、

认真和全面的观点看，氯丙嚓不是诱发人类染

色体畸变的断裂剂，也不是诱发基因突变L1,91和

细胞质基因突变［[41的诱变剂。初步认为，氯丙

嗦对人体 DNA无明显损伤作用，从毒理遗传

学角度考虑，其在精神科临床上应用是较为安

全的。

参 考 文 献

[1) 江三多等：1983。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6(2): 95,

[2] 贺维顺等：1980。自然杂志，3: 638,
[3] 施立明：1978。遗传学报，5(4): 255,
〔4］ 张兆麟等：19870遗传与疾病，4(1): 11-13,

［5] 张福联等：1988,遗传，10(5): 29-30,
［6 ] Cohen, M. M.: 1967. New Engl.］。Med., 277:

1043一 1049.

［7］ Cohen,M．M．：1969. J. Am.Med. Assoc., 207:
2425- 2426.

〔8l Cohen, M. M.: 1972. Br. Med.］．，3: 21-23.

［9］ Crossen, P. E.: 1982. Mur. Res., 96: 225-232.
[10] Jenhins, E. S.: 1970. Cyrologia, 35: 552-560.
汇11J Nielsen, J. et al.: 1969. Br. Aged. J., 3: 624-

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