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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蚕豆根尖细胞微核技术检测上海给排水系统中的致突变情况
①

陈晓倩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毒理实验室 ,上海 　200233)

摘要 :目的 :本文主要检测上海市给排水系统中不同水体的遗传毒性。方法 :采用蚕豆根尖细胞微核技术。结果 :除自来水、

某公园池塘水为无污染外 ,雨水、某江上游水、某河水、某污水处理厂出水、进水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 ,其中某污水处理厂进水

污染最严重。结论 :研究发现蚕豆根尖微核方法灵敏、简单、经济 ,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筛选环境致突变物的短期生物试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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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urpose :In order to detect genotoxicity of the different samples from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n

Shanghai. Methods :vicia - micronucleus test was us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 It showed that besides tap water

and pond water in one Park , there existed some different levels of pollution in the rain water , upriver water , one

river , and one pollution plant . The water pollution in the infall of pollution plant was the heaviest . Conclusion :

Vicia - micronucleus test was sensitive , simple , economic. So it was a very valuable short - term bioloical test

for screen environmental mut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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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核是细胞有丝分裂后期仍滞留在细胞质中的

染色体断片或染色单体 ,随着微核形成机理的阐明以

及检测手段和实验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1 ,目前

微核实验已被公认为筛选致突变物的主要方法之一。

1982 年 Degrassi 和 Rizzoni 2 应用蚕豆研究微核技

术 ,从此蚕豆根尖细胞微核技术 (Vicia - micronucleus

test , VAMCN) 正式形成 ,这是一种利用植物系统进

行的环境致突变物检测方法 ,成为目前研究和运用较

多的拟代替动物培养细胞检测环境“致癌、致畸、致突

变”4 物质的高等植物细胞检测体系。它具有许多

其他检测手段无法比拟的优点 ,如可靠性和灵敏性较

高 ,本底较低 ,有明显的剂量一效应关系 ,方法学上特

别适合环境遗传毒性监测。美国国家环保局也肯定

了蚕豆根尖细胞学试验在环境遗传毒性检测中的作

—412—

癌变·畸变·突变　　2000 年 10 月第 12 卷第 4 期　　　　　　　　　Carcinogenesis Teratogenesis and Mutagenesis Vol 12 No 4 October , 2000

① 收稿日期 :1999 - 12 - 07 ;修订日期 :2000 - 06 - 19

基金项目 :上海市环保局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 陈晓倩 (1975 - 　) ,女 ,安徽省人 ,助理工程师 ,研究方向 :生态毒理。



文章编号 :1004 - 616X(2000) 04 - 0218 - 03 ·论著·

6 种肿瘤细胞株细胞B711 分子的表达及其意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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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肿瘤细胞株细胞共刺激分子B7. 1 的表达状况 ,并为进一步进行体外研究B711 分子功能提供模型。方法 :用

SABC免疫细胞化学方法研究 6 种肿瘤细胞株细胞 B7. 1 的表达。结果 :除 BL Z211 (人膀胱癌细胞株) 、A375 (人黑色素瘤细胞

株)阴性外 ,其余四株细胞 ———7721 (人肝癌细胞株) 、BL S211 (人膀胱癌细胞株) 、GRC1 (人肾癌细胞株) 、M GC(人胃癌细胞株)

均呈阳性染色反应 ,阳性细胞胞膜被染成棕黄色。结论 :本研究中的大多数肿瘤细胞株细胞表达 B7. 1 分子 ;B7. 1 阳性细胞株

细胞可用于体外研究 B7. 1 分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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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污水处理厂进水口主要接纳居民的生活污水 ,

也有一定量的工业废水 ,有时所占比例很高。经处理

去除了部分有毒物质 ,出水污染程度有所下降。但该

厂污水处理的方式是二级处理 ,对遗传毒物的处理并

无行之有效的方法 8 。黄浦江上游是上海市自来水

取水口之一 ,检测结果为轻污染。同时委托上海市肿

瘤研究所进行 Ames 试验 ,样品浓缩 1 000 倍 ,结果呈

阴性临界状态 ,判断为弱阳性 ,浓缩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加上人为因素 ,有可能损失某些成分 ,导致诱变潜

能变化 8 ,所以浓缩样品不具有生态意义。VAMCN

使用天然样品 ,结果更真实可靠。

上述分析得出上海市给排水系统中的致突变情

况并不容乐观 ,从源水到净化水 ,从分支到整个流域

的水质情况都不能排除遗传毒性的可能 ,但是上海市

各项排放标准、污水处理达标标准中的生物安全检测

还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 ,所以 ,应加紧进行生物检测

方法的研究和推行生物安全法规的实行

结 　论

(1) VAMCN 法检测谱带较宽 ,可以检测到 DNA

诱变剂、DNA 断裂剂以及阻碍有丝分裂进行的化学

和物理因子 ; (2)具有快速、简便、经济等优点 ,适用于

环境样品的检测 ; (3) VAMCN 是一种有价值的环境

样品遗传毒性的快速筛选工具 ,可与其他生物检测技

术相结合 ,组成多物种的环境生物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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