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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斑马鱼作为一种介于细胞与传统哺乳动物之间的模式生物,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在放射医学研
究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与人类基因有 87%的同源性、高繁殖力、胚胎期短、透明易观察的胚胎等特
点,使其成为放射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近期,斑马鱼在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放射治疗及辐射损伤防治等放
射医学关键领域的应用取得了显著进展。 本文综述了这些应用状况,旨在挖掘斑马鱼在放射医学研究中的潜
在价值,为相关领域的实验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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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s
 

a
 

model
 

organism
 

that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cells
 

and
 

traditional
 

mammals,
 

the
 

zebrafish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radiation
 

medicine
 

research.
 

Among
 

its
 

unique
 

advantages
 

are
 

its
 

characteristics
 

of
 

a
 

high
 

homology
 

with
 

human
 

genes,
 

high
 

fertility,
 

short
 

embryonic
 

period,
 

and
 

transparent
 

and
 

easy
 

to
 

observe
 

embryo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tool
 

in
 

radiation
 

medicine
 

research.
 

Recently,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application
 

of
 

zebrafish
 

to
 

investigate
 

low-dose
 

radiation
 

biological
 

effects,
 

radiation
 

therapy,
 

and
 

radiation
 

damag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key
 

areas
 

of
 

radiation
 

medicine.
 

In
 

this
 

paper,
 

these
 

applications
 

are
 

reviewed;
 

we
 

explore
 

the
 

value
 

of
 

zebrafish
 

in
 

radiation
 

medicine
 

research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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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与辐射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社
会带来巨大福祉和便利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人民
生命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的风险。 电离辐射生

物效应及机制的阐明,是核与辐射技术推广应用
的重要基础。 在进行电离辐射影响机体健康的
相关实验研究中,使用优质的研究对象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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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前运用最为广泛的实验动物是啮齿类,虽
然便捷,但存在实验周期长,临床运用欠佳等不
足。 而斑马鱼,又称“水中小白鼠”,为一种介于
细胞和传统哺乳动物的模式生物,其体外受精、
强大的繁殖能力以及胚胎和幼体的透明性使得

观察和研究变得极为便利。 因此,借助斑马鱼胚
胎作为实验研究对象,更能在放射医学研究领域
开展更为深入和准确的研究。 本文旨在探析斑
马鱼在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肿瘤放射治疗及辐
射损伤防治研究中的应用,以期为斑马鱼在放射
医学实验研究中的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　 斑马鱼简介

斑马鱼是起源于东南亚的热带淡水鱼,是一
种进行脊椎动物研究的理想模式生物。 它与人
类基因有 87%的同源性,使得在斑马鱼模型系统
中获得的研究结果能够有效地应用于人类[1] 。
相较于传统实验动物如小鼠、大鼠等,斑马鱼在
经济方面更易于被接受,并具有以下的优势。

实验便利:(1)斑马鱼在胚胎、幼鱼及成鱼等
不同发育阶段均适合进行实验研究。 在胚胎发
育的早期阶段,斑马鱼对电离辐射表现出高度的
敏感性,使其成为研究辐射基因毒性和发育的理
想模型[2] 。 通过观察斑马鱼胚胎的形态和行为
变化,易发现辐射导致的生长迟缓和各种畸形,
可为研究辐射对胎儿发育的影响提供参考;(2)
斑马鱼透明的胚胎和体外受精,有助于直接观察
发育过程中的各种细节,而且无需牺牲亲代,为
实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3)斑马鱼是体内
成像的理想模式生物之一[3] 。 随着荧光蛋白特
异性标记的转基因斑马鱼品系构建技术的成熟,
使研究者能够方便地观察特定细胞的行为,如血
管生成、淋巴细胞管形成、造血干细胞迁移等,实
现实时成像,进一步凸显了斑马鱼作为模式生物
的优势;(4)成年斑马鱼眼睛位于身体两侧,便于
解剖与观察,晶状体的结构和组分与人类极为相
似,是研究辐射致眼晶状体损伤研究的理想模
型;(5)斑马鱼的开放数据库资源,如斑马鱼信息
网络 ( ZFIN ) http: / / zfin. org、 Ensembl 数据库
https: / / asia. ensembl. org / index. html、FishTaco 数
据库 https: / / borenstein-lab. github. io、FishMapDB
数据库 http: / / fishdb. ihb. ac. cn、国家斑马鱼资源

中心 http: / / 159. 226. 163. 90 /等,使得各种数据
能够方便地获取,这为进一步利用斑马鱼作为研
究对象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实验周期短:斑马鱼胚胎发育迅速,受精后
48

 

h即可清晰地识别出大脑、眼睛、心脏和肝等
主要器官[4] 。 在受精后 72

 

h,幼鱼孵化出,而主要
器官开始发挥功能则在受精后 5

  

~
  

6
 

d。 斑马鱼
在 4

  

~
  

6个月内即可性成熟。 因此,利用斑马鱼
进行辐射生物效应实验,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
电离辐射作用后机体整个生命过程的研究结果。

适宜用于大规模筛选:斑马鱼具有体外受精
和产卵量大的特点,一条雌鱼和一条雄鱼一次产
卵量为 50

  

~
  

300 个[5] 。 这种特性使得斑马鱼成
为适合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的优质模型,因为它
可以在孔板中同时测试多种药物,弥补了小鼠等
模式动物产量少的不足。 此外,斑马鱼还广泛应
用于大规模遗传筛查研究中。

实验条件要求低:作为小型脊椎动物模型,
斑马鱼具有饲养经济、对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特
点,可以在非动物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研究。 由于
成年斑马鱼的体积非常小,空间占用少,且其受
精和发育过程均在水中进行,因此非常适合进行
太空搭载实验,用于空间辐射生物效应的研究。

结果客观准确:斑马鱼在水中完成整个受精
和生长发育的过程,这使得辐照剂量的分布更加
均匀。 此外,斑马鱼的高生育率、短传代时间和
大量的后代数量,减少了实验重复的时间,增强
了统计效力,使实验结果更加可靠。

由于斑马鱼具有高繁殖力、短胚胎期、视觉
上透明以及适合高通量筛选等诸多优势,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已将其视为继小鼠和大鼠之后研

究人类疾病的第 3种脊椎动物模型[6] 。

2　 斑马鱼在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研
究中的应用

　 　 低剂量辐射是指剂量
 

<
  

100
 

mGy或者剂量率
 

<
  

5
 

mGy / h的电离辐射[7] 。 目前关于低剂量辐射
的生物学效应仍存在争议。 对低剂量辐射健康
影响的评估主要基于高剂量辐射生物效应的结

果进行外推,因此对于长期暴露于低剂量辐射环
境下的人员健康评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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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在低剂量辐射作用后斑马鱼的孵化率、死
亡率、畸变率、昼夜节律、运动功能、神经系统损
伤及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结
果为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
2. 1　 孵化率、存活率及畸形率

孵化率、存活率及畸形率是斑马鱼受电离辐
射作用后最直观的生物学指标。 多项研究表明,
低剂量辐照对斑马鱼胚胎的孵化率和存活率无

明显影响。 当斑马鱼胚胎接受剂量率为 0. 033、
0. 130和 1. 20

 

mGy / h的 γ射线照射 10
 

d后(累积
剂量分别为 0. 33、1. 30 及 12. 0

 

mGy),其孵化率
和存活率均未受到显著影响[8] 。 另有研究发现
斑马鱼胚胎在受照累积剂量为 1、2. 0、2. 5、15. 0

 

mGy的 γ射线作用后,各组的孵化率和存活率也
无明显变化[9] 。 ZHAO 等[10]也得出了一致的结

果。 HUREM 等[11] 的研究发现,在 0. 4、 3. 9 和
15. 0

 

mGy / h的 γ射线照射下,斑马鱼的孵化率和
存活率也未出现显著变化,但在 38

 

mGy / h 的照
射后二者则显著下降。 此外,有报道 1

 

Gy电离辐
射可降低受精后 72

 

h时斑马鱼胚胎的孵化率,延
迟胚胎孵化[12] 。 可见低剂量电离辐射一般不会
引起斑马鱼孵化率及存活率的改变。 而低剂量
辐射作用后,则会引起斑马鱼胚胎发生畸形。 徐
超等[9]研究发现,累积剂量为 2. 5

 

mGy 和 15. 0
 

mGy的 γ射线照射后,畸变率显著增加,分别增
加了 10倍和 12. 6 倍,而 2

 

mGy 的 γ 射线作用后
则未出现显著变化。 研究者通过模拟牙科 X 射
线照射的两种模式,发现在标准全景组(平均剂
量为 7. 83

 

mSv)和牙髓全景组(平均剂量 5. 83
 

mSv)的作用后,两组均观察到斑马鱼胚胎畸形发
生,表现为卵黄囊水肿和脊柱弯曲[13] 。 以上结果
表明在

 

<
  

0. 1
 

Gy 和 5. 0
 

mGy / h 的低剂量率条件
下,斑马鱼的孵化率和死亡率不会受到显著影
响,而可能会引起斑马鱼胚胎发生畸形。
2. 2　 神经系统发育

大脑对射线十分敏感,广岛和长崎幸存者所
生儿童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低至 0. 31

 

Gy 的电
离辐射会导致大脑发育缺陷和认知能力下降[14] 。
长期暴露于低剂量电离辐射下的放射工作人员

可出现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睡眠功能障碍等
神经系统症状。 在斑马鱼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

辐射暴露对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
斑马鱼成为研究辐射神经毒性的优质活体模型。
KOLLAYAN等[15]使用牙科 X射线装置照射斑马
鱼胚胎,剂量分别为 7. 17、23. 17和 63. 83

 

mSv,结
果发现 72

 

hpf 时,3 组均出现心包水肿;此外,
23. 17和 63. 83

 

mSv组在 48
 

hpf时出现心包水肿。
63. 83

 

mSv组在 72
 

hpf时出现卵黄囊水肿和脊柱
侧凸,表明牙科 X射线对神经发育产生剂量相关
的有害影响,提示虽然牙科的辐射水平低于医疗
辐射水平,但辐射暴露的固有风险不容忽视。 何
楚琦[16]将斑马鱼胚胎置于不同剂量剂率 0. 1、
0. 2、0. 4

 

mGy / h
 

γ 射线下,观察 72、96 及 120
 

hpf
的脑损伤现象,发现与对照组相比,0. 1

 

mGy / h 的
剂量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甚至细胞数量比对照
组还要多。 然而,经过 0. 2 和 0. 4

 

mGy / h 的辐照
后,斑马鱼脑组织神经元细胞出现了排列紊乱、
胞质浓缩、细胞间间隙增大并出现空洞的情况。
另一项实验中设置了相似的剂量组 0. 250、
0. 313、0. 417

 

mGy / h的137Csγ射线,研究结果发现
各组脑部组织均出现了空泡,部分脑部细胞变
形,脑部细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17] ,与何楚
琦[16]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此外,ZHAO等[18]研

究发现 15
 

mGy
 

γ 射线辐射可引起脑部损伤效应
的发生,表现为斑马鱼脑细胞凋亡增加。 这些结
果表明,低剂量辐射确实可以导致斑马鱼大脑发
育障碍。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结果主要集
中在斑马鱼这一模式生物上,至于低剂量长期辐
射对人类脑部发育的具体影响还需要更多的人

类数据来证实。
2. 3　 行为运动能力

电离辐射也会引起斑马鱼行为运动发生改

变。 MURAT等[14]将斑马鱼胚胎置于 0. 5
 

mGy / h
的 γ射线的环境中培育,发现斑马鱼幼鱼会在光-
暗运动实验中的行为与对照组相比发生显著改

变。 有研究报道 0. 1
 

Gy 的 γ 射线可通过增加斑
马鱼褪黑素的分泌,导致其行为节律紊乱[12] 。 另
有研究发现,暴露在 5. 0

 

mGy / h
 

γ 射线下的斑马
鱼幼鱼,其肌纤维断裂和神经肌肉连接发生改
变,提示长期暴露于低剂量电离辐射可通过影响
神经元和肌肉祖细胞,引起幼鱼自由游动缺陷。
2. 4　 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机制的探索

分子水平的研究能深入揭示辐射效应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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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制,可为辐射损伤预警及早干预手段的建立
提供理论参考。 目前利用斑马鱼为研究对象开
展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机制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于辐射诱导的 DNA损伤、氧化应激、凋亡途径、
炎症反应及个体发育等方面。

DNA是电离辐射作用的靶点,电离辐射可通
过损伤 DNA诱发机体基因突变和染色体改变,进
而引起细胞损伤,最终引起机体功能或结构的改
变。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过程,研究者将斑马鱼胚
胎暴露于 32. 7

 

mGy 的 γ 射线后,发现染色质中
H3K4me3组蛋白在 hnf4a、gmnn 和 vegfab 基因上
出现超富集现象[19] 。 另有研究报道,在 0. 005、
0. 05、0. 5、5 及 50

 

mGy / h 的 γ 射线作用下,斑马
鱼胚胎的 H3K27 me3 和 H3Kme4 组蛋白基因启
动子 DNA出现了低甲基化现象[20] 。 这些结果表
明,低剂量电离辐射可能通过影响组蛋白的翻译
后修饰来调控染色质结构,进而影响与表型相关
的基因表达。 另外,研究发现 7. 83 和 5. 83

 

mGy
的 X射线作用后,斑马鱼胚胎的炎症和凋亡相关
基因表达增加,氧化抗氧化平衡恶化,免疫反应
受到抑制[13] 。 而持续接受 0. 013 和 0. 12

 

mGy / h
的 γ射线照射,斑马鱼胚胎发育至 4

 

d 时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表达会显著升
高。 而在持续接受 0. 003

 

mGy / h 的长期作用后,
斑马鱼胚胎发育至 7

 

d 时 ROS 表达也会显著升
高[8] ,表明在足够长的作用时间下,即使是更低
剂量的辐射也可能通过改变氧化应激反应来影

响斑马鱼胚胎的健康。 由于斑马鱼具有发育迅
速、胚胎期短等优势,它被视为研究辐射对发育
障碍影响机制的优质动物模型。 MURAT 等[20]发

现斑马鱼胚胎受到 0. 005、 0. 05、 0. 5、 5 及 50
 

mGy / h的 γ射线作用后,与外胚层和中胚层形态
发育相关的基因表达均发生变化,在 0. 5

  

~
  

50
 

mGy / h作用下变化尤为显著。 这些差异基因主
要参与如 Notch、视黄酸、BMP 和 Wnt等与发育相
关的信号通路。 表明调节原肠胚形态发生的转
录程序在

 

≥
  

0. 5
 

mGy / h的剂量率下被扰动,这可
能与发育后期神经和肌肉的功能缺陷有关。 此
外,长期暴露于 5

 

mGy / h 的 γ 射线下的斑马鱼幼
鱼,其神经、肌肉发育和视黄酸信号传导都受到
干扰。 其中视黄酸信号的破坏可能是导致体细
胞和神经发育障碍的关键途径,进而可能对认知

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14] 。 ZHAO等[18]研究发现,
受精后 2

 

h 的斑马鱼胚胎在 15
 

mGy 的137Csγ 射
线照射后,参与 Wnt 信号通路的基因 axin2 在脑
组织中的表达显著增加,提示低剂量辐射可能通
过抑制 Wnt 信号通路影响斑马鱼胚胎脑细胞的
凋亡和发育。 而对于成年斑马鱼,当在 0. 05、0. 5
和 5

 

mGy / h的辐射下连续暴露 36
 

d后,端脑差异
表达的基因数量随着剂量增加而增加,分别为
27、200和 530个。 这些基因主要参与神经传递、
神经激素及下丘脑-垂体-肾间轴的功能[21] 。 以上
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发生的

机理提供支持。

3　 斑马鱼在肿瘤放射治疗研究中的
应用

　 　 随着核能与核技术的迅猛发展,质子、重离
子、超高剂量率以及放射性靶向药物等放疗技术
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为了在确保
肿瘤治疗效果的同时减少正常组织的不良反应,
迫切需要深入了解这些新技术的生物效应。 不
仅有助于提高肿瘤治疗的成功率,还能为患者带
来更好的生活质量。 与小鼠模型相比,斑马鱼在
胚胎阶段的透明色素沉积而易于检测肿瘤转移

情况[22] 。 斑马鱼胚胎未成熟的免疫系统可以接
受人类癌细胞的移植和存活,无需免疫抑制[23] ,
为肿瘤模式动物的建立提供极大的便利。 此外,
斑马鱼模型在药物筛选研究和个体化医疗研究

中也得到了证实[24-25] 。 目前已开发了许多方法
来复制和研究人类癌症疾病,如通过将肿瘤细胞
局部显微注射到斑马鱼中,以及随后旨在通过化
学筛选和体内成像评估可能的治疗方案[26] 。 因
此斑马鱼可作为很好的模式生物用于肿瘤放疗

领域的相关研究中。
3. 1　 超高剂量率放射治疗(ultra

 

high
 

dose
 

rate
 

radiotherapy,UHDR-RT)
UHDR-RT即 FLASH 技术,是当前放疗领域

研究的热点,但该技术的广泛应用需要明确其最
佳的照射参数。 HORST 等[27]利用斑马鱼胚胎,
在超高剂量率( ultra

 

high
 

dose
 

rate,
 

UHDR)和参
考剂量率下,比较质子入口平台、质子布拉格峰
及 30

 

MeV电子束下的不同的生物学终点(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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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脊柱弯曲、胚胎长度和眼直径),结果表明
斑马鱼胚胎模型是一种适用于 FLASH 放疗放射
生物学研究的临床前高通量模型,其结果与啮齿
动物模型相当。 此外,SAADE 等[28]通过比较 68

 

MeV质子束的 UHDR辐照(8
  

~
  

9
 

kGy / s)与常规
放射剂量率(0. 2

 

Gy / s)对斑马鱼胚胎的影响,发
现在接受 30和 40

 

Gy 的 UHDR-RT 后,斑马鱼胚
胎的体长分别增加了 180 和 90

 

mm,对照组未见
明显变化。 与常规放疗相比,UHDR组仅在 30

 

Gy
剂量下,心包水肿发生率减少。 在存活率和脊柱
弯曲度方面,两种放疗方式没有显著差异。 罗辉
等[29]研究发现电子束 FLASH照射较常规照射对
斑马鱼胚胎损伤更小,并证明其诱发较低的氧化
应激有关。 以上这些研究表明 UHDR-RT 对正常
组织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研究结果可为 UHDR-
RT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有助于推动其在肿瘤
治疗领域的应用。
3. 2 　 相 对 生 物 学 效 应 ( relative

 

biological
 

effectiveness,RBE)
RBE是评估不同类型射线所产生生物学效

应的重要参数,在肿瘤放疗方案的制定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高传能线密度( linear

 

energy
 

transfer,LET)射线放疗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过确
定不同 LET射线的 RBE值,能够更好地预测治疗
效果和潜在的不良反应。 LI 等[30]以斑马鱼睾丸

生精细胞凋亡为生物终点,获得了碳离子的 RBE
为(1. 48

  

±
  

0. 04)。 此外,研究发现在利用小动物
(小鼠、大鼠)为研究对象开展质子 RBE 体内实
验研究时,很难沿着质子深度剂量分布精确和重
复地定位实验动物和靶区域,而利用斑马鱼胚胎
进行研究可实现对质子深度剂量分布的每毫米

进行采样,特别是在布拉格峰的远端边缘[31] 。
SZABÓ等[31]使用德累斯顿大学质子治疗的 150

 

MeV质子束,在两个不同的深度位置,即入口平
台和布拉格峰展宽中部照射斑马鱼胚胎。 观察
胚胎存活情况,发现在 20

 

Gy 平台和布拉格峰展
宽中部质子相对于 6

 

MV 光子束照射,质子 RBE
值分别为( 1. 13

  

±
  

0. 08)和( 1. 20
  

±
  

0. 04)。 可
见,实现较小的质子范围不确定性,可利用比啮
齿类动物小得多且解剖均匀的斑马鱼胚胎进行

相关研究。 因此,利用斑马鱼胚胎作为质子 RBE
的研究,是向详细的毫米级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此研究也为高 LET 射线,如重离子、中子等的生
物效应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3. 3　 肿瘤辐射敏感性预测

在对肿瘤患者进行放疗方案的制定时,确定
患者的辐射敏感性非常重要。 对于辐射敏感的
患者,会降低其放疗剂量,而对于辐射耐受的患
者,则会增加其放疗剂量或改变治疗方案,以提
高肿瘤的治疗增益比。 COSTA 等[32]利用结直肠

癌患者活检组织制备了斑马鱼异种移植物,给予
放射治疗,检测分析了细胞增殖、凋亡、肿瘤大小
和 DNA损伤等指标的变化,来评估患者肿瘤的放
射敏感性。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斑马鱼建立肿瘤
模型,可实现在 4

 

d 内区分放射敏感肿瘤和放射
耐受肿瘤,这一工作开启了利用斑马鱼模型预测
肿瘤对放疗反应的可能性。
3. 4　 辐射增敏

在临床肿瘤治疗过程中,经常会发现,随着
治疗周期的增加,有的肿瘤患者会发生辐射耐受
现象,因此提高患者肿瘤的辐射敏感性是提高放
疗疗效的手段之一。 研究者利用斑马鱼胚胎中
共同培养基质细胞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细胞,首
次模拟了斑马鱼胚胎中真实的头颈部鳞状细胞

肿瘤和微环境,发现与基质细胞共培养的肿瘤细
胞对辐射的敏感性降低,这一研究为利用斑马鱼
异种移植模型靶向基质细胞或调节其活性以增

强辐射敏感性的研究策略奠定了基础[33] 。
COSTA等[34]利用肠癌手术标本和诊断活检技

术,比较了两种放射增敏剂在斑马鱼异种移植模
型中的作用,发现二甲双胍具有强大的体内放射
增敏作用,类似于 5-氟尿嘧啶,提示其可用于优
化肿瘤放疗方案。 在另一项研究中,利用斑马鱼
模型,研究发现亲脂性他汀类药物氟伐他汀是一
种潜在的放射增敏剂[35] 。 可见斑马鱼模型在放
射增敏药物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通过
使用这一模型,可以快速筛选出具有潜在增敏作
用的物质,为肿瘤放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和药物
候选物质。

4　 斑马鱼在辐射防护剂研究中的
应用

　 　 随着核能与核技术利用的快速发展、世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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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复杂性及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如俄乌冲
突、朝核问题、阿以冲突、伊朗问题不断反复),核
事故、局部核战争、核恐怖袭击发生的可能性增
加,放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均可能会造成人员的
辐射损伤,因此研发辐射防护剂对辐射损伤救治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验证辐射防护剂的有效性,需要一个适
合高通量药物筛选的研究模型。 与小鼠、2D 和
3D细胞培养系统相比,斑马鱼具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斑马鱼能大量产卵,这为药物筛选提供了
丰富的样本来源。 其次,斑马鱼的胚胎可以直接
从培养液中吸收药物,操作简便,大大提高了筛
选效率。 因此,利用斑马鱼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满
足药物筛选快速、高通量的需求。 利用斑马鱼模
型作为研究对象,在进行辐射防护剂研究中开展
了广泛的研究。 纳米颗粒 DF1、氨磷汀 ( WR-
2721)、DNA修复蛋白 KU80 和共济失调毛细血
管扩张突变基因( ATM)以及移植的造血干细胞
的辐射保护作用已被报道[36] 。 Kelulut 蜂蜜通过
Hantzsch反应生成的聚合物能够有效抑制由电离
辐射诱导的 DNA损伤及细胞凋亡过程,从而起到
防护作用[37] 。 据研究报道,临床上常用的降糖
药、降糖药物已证实对辐射诱导的斑马鱼胚胎损
伤具有防护效果。 采用降压药托屈嗪进行预处
理,可使电离辐射引起的 ROS 表达水平,由 1. 85
倍降低至 1. 56 倍[38] ,显著减轻了斑马鱼的辐射
损伤。 此外,降糖药苯乙双胍通过减轻电离辐射
作用后斑马鱼胚胎中 ROS介导的 DNA损伤和脂
质过氧化,从而抑制了细胞凋亡、突变和随后的
发育中断和停滞[39] 。 另一项研究指出,二甲双胍
同样具有改善辐射诱导的斑马鱼幼形态异常和

畸形的作用,并能减轻辐射诱导的细胞凋亡率和
氧化应激反应,进而起到对斑马鱼辐射损伤的防
护作用[40] 。 DIMRI等[41]发现,在辐照前 3

 

min使
用麻醉剂盐酸丙洛卡因进行预处理,可使辐照引
起的不良反应减少 85%,死亡率降低 60%。 辐照
前用低聚岩藻糖预处理斑马鱼肝癌模型,能够减
少纤维化和细胞周期 /增殖标志物的表达,从而
对辐射诱导的纤维化和二次癌症具有预防作

用[42] 。 此外,利用斑马鱼模型证实了槲寄生提取
物,及腺苷均有辐射防护的潜力[43-44] 。 除此之
外,对于研究辐射防护剂在大脑等封闭器官中的

功效具有很大的挑战性,SUN等[45]构建了凋亡报

告基因的斑马鱼模型,可以直观地展示辐射或药
物作用后斑马鱼复杂大脑结构的变化,为研究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 因此,斑马鱼在辐射防护剂研
究方面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5　 结语

在开展放射医学研究的探索中,面临着一个
严峻的挑战:如何在遵守严格的动物保护和伦理
法规的前提下,有效地进行科学实验。 传统的啮
齿类动物实验往往受限于动物数量的限制,这使
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受到一定制约。 尽管细胞
培养等体外实验方法可以实现高通量的研究,但
它们无法完全模拟生物体内部的复杂环境,从而
难以精确阐明体内的实际效应。 然而,斑马鱼胚
胎作为一种理想的实验模型,为放射医学研究带
来了独特的机遇。 特别是在以下 4 个方面:(1)
适用于高通量的放射生物学研究,尤其适用于开
展电离辐射对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研究,通过大
规模的实验,可以迅速筛选和评估不同辐射剂量
对斑马鱼胚胎的影响,为理解电离辐射对机体的
损伤及作用机制提供有力支持;(2)为新兴的肿
瘤放疗技术推广应用研究提供有效和可靠的工

具,例如加深对观察到的剂量率依赖性的理解或
进一步探索射线物理参数的空间分布;(3)在放
疗之前对患者进行辐射敏感性的检测分析,助推
个体化精准放疗的发展;(4)在辐射防护及辐射
增敏剂的筛选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
放射性核素内照射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已成

为当前研究的焦点。 斑马鱼作为模式生物,无疑
为这一关键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实验平

台与工具。 如研究氚对斑马鱼健康影响[46] 、铀的
跨代毒性研究[47] 。 因此,利用斑马鱼模式动物作
为研究对象是对传统放射医学领域中实验研究

的极大补充。 随着斑马鱼模式动物在放射医学
领域的深入应用,相信将会解锁更多新的应用价
值,为放射生物学、精准放疗、辐射防护技术的发
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推动放射医学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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