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实验结果

3 1  化疗后 5 小鼠外周血像结果

表 1  化疗后第 5 小鼠血像变化情况

组别 • ≤ ≅

治疗组 ? ? 3 3 ?
化疗组 ? ? 3 3 ?
模型组 ? ? ?
空白组 ? ? ?

注 治疗组 !化疗组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表 2  化疗后造血功能的影响

组别 ° × ≅

治疗组 ? 3 ?
化疗组 ? ?
模型组 ? ?
空白组 ? ?

注 与化疗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如表 ! 所示 治疗组 !化疗组中性粒细胞数均高于模

型对照组 Π 治疗组的 !° × 值均高于化疗组

两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而 • ≤ 总数和淋巴细胞百

分数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Π ∀由此说明 中药联合

化疗有影响造血功能的作用 ∀

表 3  红系祖细胞 ƒ 2∞ 和粒单细胞集落形成细胞 ≤ƒ 2

计数结果

组别 ƒ 2∞ ≅ ≤ƒ 2 ≅

治疗组 ? 3 3 ? 3

化疗组 ? 3 ?

模型组 ? ?

空白组 ? ?

注 与模型组比较 Π 与模型组比较 Π ∀

表 所示 治疗组 ƒ 2∞ !≤ƒ 2 值显著高于模型组

和化疗组 治疗组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由此

说明 中药复方联合化疗对造血干祖细胞具有一定保护作

用 ∀

3 3  小鼠骨髓有核细胞结果

结果显示治疗组骨髓有核细胞值高于化疗组 而低于模

型组 治疗组 ? 与化疗组 ? 比较差

异显著 Π ∀由此说明 化疗药物对骨髓造血组织破

坏明确 中药联合化疗对骨髓造血组织实质细胞具有保护作

用 ∀

4  讨论

抗肿瘤药物对骨髓的抑制可分为 立即 !早期 !延迟 !迟

发 多数抗肿瘤药物在给药 ∗ 周引起血细胞早期降低 这

种早期降低主要是由药物对幼稚细胞的杀伤所致 ∀粒细胞

寿命最短 其减少是抗肿瘤药物的首要副作用 血小板通常

是其次受影响 而红细胞再其次 ∀本实验是从外周血细胞

数 骨髓有核细胞数 造血干细胞检测来评价骨髓抑制 ∀

清毒饮和养正片联合化疗药物环磷酰胺治疗 白

血病小鼠 其疗效与骨髓抑制有关 从有关结果上讲 清毒饮

与养正片缓解了化疗所致骨髓抑制 使骨髓较早进入恢复

期 中性粒细胞恢复明显 对红细胞系统的造血也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骨髓细胞分裂中 ⁄ 的复制 信息表达是

个重要环节与过程 这一过程强度标志骨髓造血机能的活

跃≈ 养正片中含有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 具有增强造血功

能 改善造血系统对化疗反应的特点 ∀可以推断在造血细胞

受到损害后 养正片对受损伤 ⁄ 有修复 !合成和增加核酸

内切酶活性的功能 ∀骨髓抑制期的缩短和进入骨髓恢复期

后 正常造血系统的快速恢复 减少了由于血小板和白细胞

减少造成的出血和感染等并发症 从而提高化疗对白血病的

疗效 ∀

但本实验过程中的有关结果有待进一步探求 如模型组

的骨髓有核细胞数等 同时清毒饮的有关作用机制也待进一

步研究 尤其两复方联合作用中 具体的有效部位群和 或有

效成分研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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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丁咯地尔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骨架片的实验研究

朱希强  翟光喜  张  斌 济南 济南铁路局中心医院药剂科 山东大学药学院

摘要  目的 研制盐酸丁咯地尔 ° ≤ 缓释骨架片 ∀方法 湿颗粒法压片 正交实验设计考察 ° ≤ 的用量 !粘度及粘和剂

对药物体外释放速率的影响 ∀结果 盐酸丁咯地尔骨架片的体外释放行为符合 ∏ 方程 粘和剂种类和 ° ≤ 的用量对

制剂的释药速率有显著性影响 ∀结论 盐酸丁咯地尔 ° ≤ 骨架片有良好的缓释性 ∀

关键词  盐酸丁咯地尔 骨架片 正交实验设计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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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广东省卫生厅科研基金 和湛江市科委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

Τψρπηοστιν ΑΓ34 对重组人蛋白激酶 ΧΚ2全酶的影响

刘新光  梁念慈 湛江 广东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 ∏ ∏

摘要  目的 观察 × 对重组人蛋白激酶 ≤ 全酶的直接作用及其酶动力学机制 ∀方法 利用基因工程克隆 !表

达和纯化获得重组人蛋白激酶 ≤ Α和 Β亚基 在体外等摩尔数混合构成有最大生物活性的重组 ≤ 全酶 在不同条件下测

定 ≤ 的活性 ∀ ≤ 活性通过测定转移到 ≤ 底物上的≈Χ2 ° × °或≈Χ2 ° × °的≈ ° 放射活度来检测 ∀结果 重组人

≤ 是一种 ≤ ! °和 °等第二信使非依赖性蛋白激酶 与天然 ≤ 的性质一致 ∀ 对重组人 ≤ 全酶具有很

强的抑制作用 ≤ 为 Λ # 2 抑制作用远大于 ≤ 已知抑制剂 二氯2 2Β2呋喃糖苯并咪唑 ⁄ 和 Ν2 2氨乙基 2

2氯萘2 2硫胺 ∀ 对重组人 ≤ 的动力学研究表明 它与 × °呈现以竞争性为主的混合型抑制作用 与酪蛋白呈

非竞争性抑制作用 ∀结论 不仅是酪氨酸蛋白激酶的抑制剂 而且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蛋白激酶 ≤ 的抑制剂 重组人

蛋白激酶 ≤ 可作为一种较为简便筛选和开发有效的 ≤ 抑制剂的分子靶点 ∀

关键词  重组蛋白激酶 ≤ × ≤ 酶动力学

Εφφεχτ οφ Τψρπηοστιν ΑΓ34 ον ρεχοµ βιναντ ηυµαν προτειν κινασε ΧΚ2 ηολοενζψµε

∏ ÷ ∏ ∏ ÷ ≤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Βιοχηε µιστρψ & Μολεχυλαρ Βιολογψ, Γυανγδονγ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 Ζηανϕιανγ , , ξγλιυ γδ µχ . εδυ . χ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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