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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可知
:

1·早期成人终取癌病人与止常人的5 O D 活性的对比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即患者

5 O D 活性下降。; 水乎偏高
。

后者与国外的文献报道相吻合吁
, ,

但攀们所用的方法与其不同
。

2

·

小儿组血癌患者和正常儿的 5 O D 活性的对比差异具有显著的意义 : 即患者S O D 活性

低
一

F
O 飞水平偏高

,

此结果尚未见国内外有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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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间接法所得心肌炎小儿与正常儿的 5 O D 活性对比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说

明患儿S O D 活性降低O 飞水平偏高
,

此结果亦未见国内外文献有所报 道
。

4

.

心肌炎小儿经大剂量V
。
滴注后 5 O D 活性上升同时0 1 下降至正常生理水平

,

其治疗

原因可能是由于V
c是一种生物抗氧化剂

,

可以调节紊乱的活性氧代谢使之正常化
l“! ,

因而促

进心肌炎病的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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