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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托盘根乙醇提取物 ∞ ≤ 对肿瘤生长的影响 ∀方法 用 × × 法观察 ∞ ≤ 体外对人肿瘤 ≥°≤2 2 细胞的影

响 体内抑瘤实验观察 ∞ ≤ 对 肺癌的作用 ∀结果 ∞ ≤ 体外明显抑制 ≥°≤2 2 细胞的生长 体内明显抑制 癌块

增大 减少 肺转移结节数 增强小鼠对 肺癌的相伴免疫反应 ∀结论 ∞ ≤ 对肺癌细胞系有明显抗肿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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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迭肚为蔷薇科悬钩子属植物 生长于东北 !内蒙古等

地 辽宁山区广有分布 沈阳药科大学生药教研室将其鉴定

命名为托盘 ∏ ∏ ≤ ∏ 根药用治疗关节炎 !痛

风等 辽宁铁岭地区民间用其治疗肺癌 ∀近年来沈药人员对

托盘根乙醇提取物 ∞¬ ∏ ∏

≤ ∏ ∞ ≤ 进行了研究 认为主含鞣花酸及结构

未明的萜类 有较强的抗氧化及增强免疫作用≈ 为开发托

盘根的药用价值 河南大学药物研究所联合沈阳药科大学就

托盘根乙醇提取物 ∞ ≤ 抗肿瘤作用作了以下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1  动物

昆明小鼠 ⎯ 沈阳药科大学动物室提供

≤ 小鼠 ⎯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肿瘤室提供 ∀

1 2  瘤株

≥°≤2 2 人肺癌 吉林省肿瘤研究所保存

∏ 由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肿

瘤室提供

1 3  样品与试剂

托盘根 采于辽宁省开源县 由沈阳药科大学生药教研

室鉴定 ∀

托盘根乙醇提取物 黄褐色粉末 性质稳定 每 相当

于 原药材 于 ∗ ε 的生理盐水中溶解度可达

沈阳药科大学药理室提供 灌胃给药时以生理盐水制成

所需混悬液 加入细胞培养液中时以 ∗ ε 的生理盐水溶

解 过滤后稀释至所需浓度使用 ∀

× × 比利时 ≥≥∞ ≤ ≤ 公司产品 批号

° ≥ ≤ × 2

小牛血清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材料研究所产品 批号

1 4  仪器

≤ 培养箱  ÷ °÷2 型  日本

≥°∞≤ ×  型酶标仪  奥地利 ≥ × 公司

2  实验方法

2 1  对体外培养肿瘤细胞的影响≈

将指数增长期的 ≥°≤2 2 人肺癌细胞用含 小牛血

清的 ° 培养液 内含青霉素 !链霉素各 Λ 配

制成 ≅ 个细胞 悬液 ∀于 孔培养板上每孔加细胞

悬液 Λ 每组三个孔 ∀试验孔含 ∞ ≤ 生理盐水溶解 过

滤 灭菌后用 ∀分别为 Λ 所加不同

浓度药物容积均为 Λ 对照孔加 Λ 生理盐水 于

≤ 培养箱内 ε 培养 ∀培养结束前 每孔加 Λ

的 × × Λ ∀培养结束时 快速翻板法除去培养液 每孔加

⁄ ≥ 二甲基亚砜 Λ 振荡 于 ≥°∞≤ × 型酶

标仪上 处测各组吸收度 计算细胞生长抑制率 求

≤ ∀

抑制率
对照组 给药组

对照组
≅

2 2  对 实体型肿瘤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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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接种 生长良好的荷 肺癌 ≤ 小鼠处死 剥

离瘤块 加无菌生理盐水于组织研磨器内研磨成细胞匀浆

调细胞数 为 ≅ 个细胞 于小鼠 均为雄性 前肢右腋

下接种 只 ∀接种后将小鼠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其中 组分别为 ∞ ≤ 高 !中 !低剂量组 所给容积均为

剂量分别为 ! ! 对照组给生理盐

水 阳性对照组给 2ƒ∏ 容积为

∀接种后次日各组均 给相应药物 每天 次 连续

∀停药后次日处死小鼠 剥离瘤块 称重 计算抑瘤率 ∀

本实验重复 次 所用小鼠均为雄性 ≤ 小鼠

抑瘤率
对照组平均瘤重 给药组平均瘤重

对照组平均瘤重
≅

2 3  对 肺癌转移的影响≈

瘤细胞悬液制法同前 调细胞数为 ≅ 个细胞

于小鼠 均为雄性 尾部 √接种 只 ∀接种后将小鼠随

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其中三组分别按高 !中 !低剂量给

∞ ≤ 所给药物容积 !剂量均同前 对照组给生理盐水

∀另设一组未接种小鼠为正常肺组 与接种小鼠平

行饲养 ∀接种后次日各组 给相应药物 隔日 次 共给

次 ∀末次给药后次日处死小鼠 切离肺脏 称重 以实验组小

鼠肺重与正常小鼠平均肺重的差值作为瘤重 计算抑瘤率 ∀

将称重后的肺按其原始 叶切开 以 ∏ . 液 苦味酸饱和

水溶液 福尔马林 冰醋酸 固定 再用

乙醇冲洗 计数肉眼可见各组肺癌转移结节总数 ∀ 本

实验重复 次 所用小鼠均为雄性昆明小鼠

2 4  对 肺癌相伴免疫反应的影响

小鼠 只 雄性 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一组为正

常对照组 不预先用肿瘤细胞免疫 二组灌服生理盐水

其余三组分别按高 !中 !低剂量灌服 ∞ ≤ 所给药物

容积 !剂量均同前 每天 次 连续给药 ∀第 次给药当

天 除正常对照组外 各组小鼠均于距尾根约 处 ≥≤ 接种

≅ 个 的 瘤细胞悬液 只进行免疫 ∀停

药次日 组小鼠均按上述 实验方法于右前肢腋部 ≥≤

接种 ≅ 个 的 瘤细胞悬液 只 剪去各组

免疫小鼠尾部有癌结节的鼠尾 继续正常饲养 后处死

剥离各组小鼠腋部瘤块 称重 计算抑瘤率 ∀

3  实验结果

3 1  对肿瘤生长的影响

∞ ≤对体外培养的人肺癌 ≥°≤2 2 细胞有明显杀伤作

用 ≤ 为 Λ 见表 对小鼠体内移植 肺

癌的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 实验重复 次 结果相似 高 !中 !

低三个剂量的平均抑瘤率分别为 Π

见表

3 2  对 肺癌转移的影响

∞ ≤对 肺癌转移有抑制作用 高 !中剂量均能明

显减少肺癌转移结节数 且对转移后的肿瘤生长有明显抑制

作用 实验重复 次 结果相似 高 !中两个剂量的平均抑瘤

率分别为 Π 见表

表 1  ∞ ≤ 对 ≥°≤2 2 细胞生长的影响

组  别
浓  度

Λ

吸收度 抑制率

生理盐水

∞ ≤

≤ Λ

表 2  ∞ ≤ 对 肺癌生长的影响

组别
剂量 瘤重

¬ ? σ

抑瘤率

生理盐水 ?

2ƒ∏ ? 3 3

∞ ≤ ? 3 3

? 3 3

? 3 3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3 3 Π

表 3  ∞ ≤ 对 肺转移的影响

组  别
剂量 肺结节数

¬ ? σ

瘤重

¬ ? σ

抑瘤率

生理盐水 ? ?

∞ ≤ ? 3 3 ? 3 3

? 3 3 ? 3 3

? µ ? µ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µ Π  3 3 Π

3 3  对 肺癌相伴免疫反应的影响

∞ ≤ 能明显促进小鼠对 肺癌的相伴免疫反应 高

中剂量通过提高肿瘤相伴免疫反应的抑瘤率分别为

和 Π 见表 ∀

表 4  ∞ ≤ 对 肺癌相伴免疫反应的影响

组  别
剂量 生瘤率

生瘤鼠数 实验鼠鼠

瘤重

¬ ? σ

抑瘤率

正常组 ?

生理盐水 ?

∞ ≤ ? 3 3

? 3 3

? µ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µ Π  3 3 Π

4  结论与讨论

化疗药物一般均有毒性大 !对肿瘤细胞选择性差的弊

端 免疫调节剂可通过机体自身的防御作用抑制肿瘤生长

不损伤自身细胞 但一般无直接细胞毒作用 单独应用疗效

较差 如能有药物既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 又能增强机体自

身免疫 对治疗肿瘤无疑非常有利 ∀文献证明 ∞ ≤ 有促进

淋巴细胞转化及诱生 2 作用≈ 本文结果显示 ∞ ≤ 对体

外培养的人肺癌 ≥°≤2 2 细胞及小鼠体内移植 肺癌

的生长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且有抑制 肺癌转移 !增强

小鼠对 肺癌的相伴免疫反应作用 提示 ∞ ≤ 的抗癌机

制兼有细胞直接杀伤及免疫增强两条途径 ∀另有文献报道

托盘根能促进骨折愈合≈ 有增强损伤修复作用 可能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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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癌作用机制的一部分 ∀因托盘根目前仅在民间用于

治疗肺癌 原因不明 我们首先选择了肺癌细胞株做抗癌活

性筛选 在此基础上也对 ∞ ≤ 的抗瘤谱及作用选择性进行

了深入研究 ≈均证明 ∞ ≤ 在抗癌方面不同于常规化疗药物

及免疫调节剂 对肿瘤细胞选择性较高 进一步研究有望开

发为一种新型抗癌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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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联合缺血预适应对缺血性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

梁国庆  孙  霞  亢晓冬  缪利英  汪传英 杭州 杭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理学教研室

摘要  目的 研究丹参 ≥ 联合缺血预适应 ° 对缺血性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以整体麻醉 ≥⁄大鼠心脏冠状动脉左

前降支结扎 松开作为缺血 再灌注动物模型 观察对心律失常程度和心肌梗塞范围的影响 ∀结果 °能减轻复灌性心律失常

的严重程度 缩小心肌梗塞范围 ≥ 能缩小心肌梗塞范围 ≥ 联合 °与单纯 °比较 心肌梗塞范围进一步缩小 ≥ 联合 °

与单纯 ≥ 比较 心律失常严重程度和心肌梗塞面积均进一步减小 ∀结论 ≥ 能加强 °的心肌保护作用 ∀

关键词  丹参 缺血预适应 心肌保护作用

Σαλϖια Μιλτιορρηιζα Ενηανχεστηε Χαρδιοπροτεχτιϖε Εφφεχτσ οφ Ισχηεµιχ Πρεχονδιτιονινγ ιν τηε Ρατ

≥∏ ÷ ∏ ÷ ετ αλ(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Πηψσιολογψ, Ηανγζηου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 Ηανγζηο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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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 ∆Σ  √ √

  心肌缺血再灌注后氧自由基生成 !细胞内 ≤ 超载 !能

量耗竭 !去甲肾上腺素释放和凋亡是引起心肌损伤的主要原

因 ∀缺血预适应 ° 通过阻止这些

因素的产生而发挥对心肌的保护作用≈ ∀丹参 √ 2

≥ 研究证明能对抗氧自由基和超钙负荷的毒性

改善心肌能量的代谢 具有较好的防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的疗效 ∀≈ 从药理学和心肌病理生理学角度推测 外源性 ≥

应该能加强 °的内源性心肌保护作用 ∀本实验采用整体麻

醉 ≥⁄大鼠心脏冠状动脉左前降支结扎 松开作为心肌缺血

再灌注动物模型 研究 ≥ 在加强 °的心肌保护中的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分组

雄性 ≥⁄大鼠 体重 ∗ 浙江医科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 随机分成 ! !≤ !⁄ 组 采用尾静脉给药法 ∀

组为单纯缺血 复灌对照组 手术后稳定 注射生理盐

水 继续灌流 然后缺血 复灌 组

为 °组 手术后稳定 注射生理盐水 行 ° 然

后缺血 复灌 ≤ 组为 ≥ 组 手术后稳定

注射 ≥ 剂量 外加生理盐水 继续灌

流 然后缺血 复灌 ⁄组为 ≥ °组

手术后稳定 注射 ≥ 剂量 外加生理盐水

行 ° 然后缺血 复灌 ∀

1 2  冠状动脉结扎法

雄性 ≥⁄大鼠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麻醉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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