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 ⁄ 基因过度表达产生的 °2 是最主要的原因 ∀ °2

是一种能量依赖性药物转出泵 可使化疗药物从癌细胞内泵

出细胞外 从而使药物在细胞内积蓄浓度下降 药物对细胞

毒性降低 导致化疗失败≈ ∀目前 在临床上使用的异博定

能增加细胞内药物的积累而逆转细胞 ⁄ ≈ 但严重的心

血管毒副作用使其在病人身上很难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 因

此寻找低毒 !有效 ⁄ 逆转剂是肝癌化疗中急需解决的问

题 ∀

本研究表明 ∞ 2 ⁄ 细胞均过度表达 ° 和

°2 除了对 ⁄ 产生耐药外 对 ≤ ! ≤°× ! 2ƒ 产生

交叉耐药 ∞ 2 ⁄ 细胞具有典型 ⁄ 细胞特征 ∀

采用无细胞毒性浓度的板蓝根高级不饱和脂肪酸能使 ∞ 2

⁄ 细胞内 ⁄ 的积累增加 倍 与异博定的效果

相当 提示板蓝根高级不饱和脂肪酸能特异性阻断 °2 的

药物外排机制 使 ⁄ 细胞内药物积累增加 药物浓度增加

而逆转 ⁄ ∀

已有实验证明 逆转 ⁄ 的化合物必须具有亲脂性或

既有具有亲脂性又具有水溶性结构≈ ∀ ⁄ 泵能从细胞内

泵出多种脂溶性物质 ∀同时 ⁄ 泵也能被多种亲脂性物质

所竞争性抑制 ∀而本实验所采用的板蓝根高级不饱和脂肪

酸完全符合逆转 °2 介导的多药耐药性化合物的理化特

征 ∀其逆转机制可能是与化疗药物竞争 °2 上的结合位

点 从而降低化疗药物的外流 增加细胞内化疗药物的积累 ∀

使耐药细胞恢复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 ∀板蓝根高级不饱和

脂肪酸与化疗药物联合应用为提高肝癌的化疗效果展示了

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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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萜素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一氧化氮的影响

基金资助 浙江省科委资助项目 ∀
作者简介 沈建根 男 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抗感染免疫和肿瘤免疫研究

沈建根  鲍建芳  邵传森  詹  勇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 杭州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糖萜素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 的影响 ∀方法 在饲料中添加不同剂量糖萜素喂养 小鼠 以基础

饲料为对照 检测环磷酰胺免疫抑制组与非抑制组不同时间段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 的含量 ∀结果 含糖萜素饲料组于

不同时间测得 含量均较基础饲料组显著增高 Π ∀免疫抑制状态下 含糖萜素饲料组 含量也较基础饲料组高

Π ∀体外糖萜素不能直接影响 的生成 ∀结论 糖萜素能显著提高小鼠体内巨噬细胞产生 ∀体外则不能直接

影响 的生成 ∀

关键词  糖萜素 巨噬细胞 一氧化氮

Τηεεφφεχτσ οφ σαχχηαριχτερπενιν ον τηε προδυχτιον οφ ΝΟ βψ µιχε περιτονεαλ µαχροπηαγεσ

≥ ≥ ≤ ∏ ετ αλ(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Ι µ µ υνολογψ, Μεδιχαλχολλεγε ,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Ανι µ αλσ Σχιενχε Ινστιτυτε ,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Ζηαν Ψονγ)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ΜΕΤΗΟ∆ : ∏

∏ ∏ √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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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Π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2

√ ∏ √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糖萜素 ≥ 是从我国丰富植物资源茶饼

中提取的纯天然活性物质 其主要有效成分为茶科三萜类化

合物和多糖 ∀詹勇等曾报道≈ 糖萜素具有抗氧化 清除

自由基 促进动物生长 提高畜禽成活率和增加蛋禽产蛋性

能的作用 ∀展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然而迄今尚未见有关

糖萜素对哺乳类动物免疫功能的研究报道 ∀本研究旨在通

过观察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的生成来探讨糖萜素对机体

免疫调节的作用机理 为研制以糖萜素为主体的新型免疫增

强剂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试剂

糖萜素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院生物活性物质研究开发中

心提供 专利国际 °≤ × ≤ 国内 #

棕黄色粉末状 有效成分 ∴ ∀ 萘基乙二胺 对氨基苯

磺酰胺 噻唑蓝 × × 内毒素脂多糖 °≥ ∞ 均

购自 ≥ 公司 ∀ ⁄ ∞ ≤ 超级小牛血清 杭州四

季青生物材料研究所 环磷酰胺 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

1 1 2  实验动物

小鼠 周龄 体重 浙江大学医学院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 ∀

1 1 3  主要仪器

型二氧化碳培养箱 ƒ 公司 ≤ 型全

自动酶联免疫检测仪 上海三科仪器有限公司 移液器

≥ 孔细胞培养板 ⁄ ∀

1 2  方法

1 2 1  实验分组

体内试验

动物分组 将 只 周龄 小鼠随机分成免疫抑制

环磷酰胺抑制 和非免疫抑制两大组 前者 只 后者

只 ∀

将非免疫抑制小鼠随机分成 ! 两组 每组 只 雌雄

各半 分开饲养 ∀ 组以普通饲料喂养 组以每公斤含

糖萜素的普通饲料喂养 ∀饲养至 ! ! 和

时 每组随机取 只 雌雄各半 进行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含量测定 ∀

将免疫抑制组小鼠随机分成 ≤ !⁄!∞三组 每组 只

雌雄各半 分开饲养 每只小鼠皮下注射环磷酰胺

∀ ≤ 组以普通饲料喂养 ⁄组以每公斤含 糖萜素的

普通饲料喂养 ∞组以每公斤含 糖萜素的普通饲料

喂养 ∀饲养至 和 时 每组随机取 只 雌雄各半 收

集腹腔巨噬细胞测定 含量 ∀

体外试验

不同浓度糖萜素体外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生长代谢

的影响

收集未经糖萜素饲料喂养的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

并用 ⁄ ∞ 制成 ≅ 的细胞悬液 Λ 孔 然

后加入 Λ 孔不同浓度糖萜素 使其最终浓度成为 !

! ! ! ! ! ! ! ! Λ 同时设阴性对照

无糖萜素 置 ε ≤ 培养 加入 × × Λ 孔

继续培养 轻轻吸弃上清 加入 Λ 二甲亚

砜 充分混匀 在 测吸光度 ∀

体外 含量测定

选取合适的糖萜素浓度 ! ! ! ! ! ! !

Λ 按上述方法培养后测 含量 ∀

1 2 2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制备

将小鼠拉颈处死 酒精浸泡 用 . 腹腔灌

洗法收集腹腔巨噬细胞 离心 弃上清 加入

小牛血清 ⁄ ∞ 培养液调整细胞浓度至 ≅ 每

孔 Λ 接种到 孔培养板 置 ε ! ≤ 孵箱内 后

加含 Λ °≥ 小牛血清 ⁄ ∞ Λ 孔 在同样条

件下孵育 测定 含量 ∀

1 2 3  巨噬细胞 生成量的测定

释放到上清液中迅速转变成 性质稳

定 可通过测定 间接反映 的生成量 ∀在酸性环境

下 与对氨基苯磺酰胺起加成反应 其加合产物与

萘基乙二胺发生 重氮化反应 反应产物呈红色 ∀

试剂 萘基乙二胺 试剂

° 对氨基苯磺酰胺 ∀使用前等体积混合试剂 和

试剂 冰箱保存 ∀吸取待测培养液 Λ 加入等体积的

试剂 室温反应 在酶联检测仪上测定 的

吸光度 ∀

1 2 4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经 ≥°≥≥ 软件处理 统计数

据以 ¬ ? σ表示 ∀并用 ∂ 和 检验分析 ∀

2  结果

2 1  糖萜素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 的影响

将测得标本 ⁄值代入回归方程中 即得到相关的

浓度 ∀所得结果见图 ∀结果表明 组不同时间段测得的

含量均较 组显著增高 Π 同组小鼠不同时间

之间 巨噬细胞产生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 Π ∀

2 2  糖萜素对免疫抑制小鼠巨噬细胞产生 的影响

经环磷酰胺注射后第 天 ! 天测得巨噬细胞 结果

见表 以 ! 糖萜素饲养的 ⁄组和 ∞组

测得 含量均高于 ≤ 组 Π ∞组较 ⁄组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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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Π ⁄组和 ∞组 天较同组第 天有显著性差

异 Π ∀

图 1  糖萜素对正常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 的影响

表 1  糖萜素对免疫抑制组小鼠巨噬细胞 分泌的影响

¬ ? σ ν

组  别
含量 Λ

≤ 组 ? ?

⁄组 ? 3 ? 3

∞组 ? 3 3 ? 3 3

3较 ≤ 组有显著性差异 Π ∀
3 3较 ≤ !⁄组有显著性差异 Π ∀

较同组第 天有显著性差异 Π ∀

2 3  糖萜素对体外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生长代谢的影响

在培养液中加入不同浓度糖萜素 培养 后用 × ×

法测得结果见图 ∀从图中生长曲线可以看出糖萜素在

∗ Λ 剂量段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生长无明显影响 ∀

当糖萜素浓度 Λ 时 巨噬细胞生长即出现不同程度

抑制作用 ∴ Λ 时 抑制率为 ∀

图 2  巨噬细胞生长曲线

2 4  糖萜素对体外受 °≥刺激的巨噬细胞产生 的影响

用 Λ 的 °≥刺激巨噬细胞 同时在培养液中添加

Λ 糖萜素 后检测培养液中 含量 ∀结

果如图 所示 糖萜素在 Λ ∗ Λ 对巨噬细胞产生

表现了明显抑制 糖萜素的浓度越大则 的下降程度

越大 而小于 Λ 时则不影响巨噬细胞产生 ∀无

°≥刺激的情况下 糖萜素不能直接影响巨噬细胞产生 ∀

图 3  糖萜素体外对巨噬细胞产生 的影响

3  讨论

巨噬细胞产生的 与其抗微生物活性和肿瘤杀伤活

性密切相关 即 的细胞毒作用在宿主防御中起着重要作

用 ∀并认为它是一种免疫调节因子 从而更广泛地影响着机

体的免疫功能≈ ∀本研究结果表明 口服糖萜素能显著提

高正常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 并能持续在较高水平 有

助于机体更有效地发挥免疫防御功能 ∀对免疫抑制状态下

的小鼠 糖萜素也有明显提高巨噬细胞产生 作用 ∀实验

发现 以含 糖萜素的饲料喂养免疫抑制小鼠

时 能使 的含量达到 组水平 而用 糖萜素

的饲料喂养只需 就能调节到 组水平 证明 的生成

与糖萜素剂量有关 ∀体外试验结果显示 一 糖萜素在

∗ Λ 剂量段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生长无明显影

响 当糖萜素浓度 Λ 时 细胞生长即出现不同程度抑

制作用 说明高浓度糖萜素对细胞有毒性作用 ∀ 二 对受

°≥刺激的巨噬细胞 糖萜素 Λ 对 的产生无影

响 但 Λ 时 巨噬细胞分泌的 呈现梯度下降 推

测该剂量段虽然对细胞生长无明显影响 但对 合成功能

已产生不同程度损伤 即与糖萜素毒性有关 ∀ 三 在无 °≥

刺激的情况下 糖萜素不能在体外直接影响巨噬细胞 的

生成 ∀

上述研究结果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糖萜素的作用 同时我

们还发现糖萜素能显著提高 活性和 ƒ Χ的产生≈ ∀

其免疫调节的分子基础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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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多种成分抗人疱疹病毒的初步实验研究

本研究由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王志洁  黄铁牛  刘焱文  鲁遂荣  杨占秋  方学韫 武汉 武汉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

北中医学院中药系

摘要  目的 为了开发利用黄芪的抗病毒性质 我们进行了此项研究 ∀方法 我们以阿昔洛韦 ≤ ∂ 为阳性对照 采用对病毒

所致细胞病变的抑制及空斑减数实验 观察了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抗 ≥∂ 药效 ∀结果 在 细胞系统中 ≤ ∂

对 ≥∂ ≥ 株直接杀灭 !感染阻断 !增殖抑制的 ∞⁄ 为 ∏ ∏ ∏ 对 ≥∂ 株的相

应 ∞⁄ 为 ∏ ∏ ∏ 黄芪总皂苷对 ≥∂ ≥ 株相应 ∞⁄ 为 ∏ ∏

∏ 对 ≥∂ 株相应 ∞⁄ 为 ∏ ∏ ∏ 黄芪总多糖对 ≥∂ ≥ 株的相应 ∞⁄ 为

∏ ∏ ∏ 对 ≥∂ 株相应 ∞⁄ 为 ∏ ∏ ∏ 黄芪总黄酮对 ≥∂

≥ 株的相应 ∞⁄ 为 ∏ ∏ ∏ 对 ≥∂ 株的相应 ∞⁄ 为 ∏ ∏

∏ ∀结论 黄芪总皂苷对 ≥∂ 的治疗指数 × 为 ≤ ∂ 的 倍 对 ≥∂ 的治疗指数为 ≤ ∂ 的

倍 ∀总多糖对 ≥∂ 的治疗指数为 ≤ ∂ 的 倍 对 ≥∂ 的治疗指数为 ≤ ∂ 的 倍 ∀总

黄酮的治疗指数与 ≤ ∂ 相近 ∀值得开发利用 ∀

关键词  黄芪总皂苷 黄芪总多糖 黄芪总黄酮 抗病毒 人疱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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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 ΕΣΥΛΤΣ : 2 ∞⁄ ≤ ∂ √ ∏ √

∏ ≥∂2 ≥2 ∏ ∏ ∏ √ 2

∏ ≥∂2 ∏ ∏ ∏ √ ∞⁄

≥∂2 ≥2 ∏ ∏ ∏ √ ≥∂2 ∏

∏ ∏ √ ∞⁄ ≥∂2 ≥2 ∏

∏ ∏ √ ≥∂2 ∏ ∏ ∏ √

× ∞⁄ √ ≥∂2 ≥2 ∏ ∏ ∏ √

≥∂2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