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 ° 虽然化学结构不同 但作用机制都是抑制

体内 ° 的生物合成 由于抑制中枢和外周 ° 合成的差异

导致两药生物活性的不同 ≥°镇痛作用强 还具有抗炎作

用 而 ° 解热作用强 镇痛作用弱 几乎无抗炎作用≈ ∀

本次实验合成的 既含有 ≥°的结构 又含有 ° 的

结构 初步药理学试验表明 镇痛作用几乎是 ≥°和 ° 的

两倍 抗炎作用也比 ≥°强 提示分子结构中可能含有两个

抑制 ° 合成的作用点 加之毒性较低 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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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帆蚌多糖抑瘤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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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三角帆蚌多糖的抗肿瘤活性 ∀方法  给荷 腹水瘤小鼠胃饲三角帆蚌多糖 每日剂量 和

检测抑瘤率 !胸腺指数和脾指数 采用 2× 掺入法 检测三角帆蚌多糖对 腹水瘤细胞 ⁄ 合成的影

响 ∀结果  在上述三种试验剂量 三角帆蚌多糖对小鼠 腹水瘤的抑制率分别为 ! 和 与对照组比

较 试验组的胸腺指数分别提高 和 脾指数分别提高 和 在离体细胞培养试验中

仅高浓度组 Λ 三角帆蚌多糖对 瘤细胞 ⁄ 合成和细胞增殖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Π ∀结论  三角帆

蚌多糖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强胸腺免疫功能有关 ∀

关键词 三角帆蚌 多糖 腹水 抑瘤作用 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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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然产物中寻找新的防癌抗癌剂 控制和减少肿瘤的

发生 是当今国际上关注和研究的新动向 ∀从 世纪 年

代以来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已经对 万余种动植物进行了

大规模的筛选 确认这比单纯从化学合成途径寻找新抗癌药

更为经济和有效 ∀目前 国外对从生物中寻找新的抗肿瘤药

物仍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在已知的具有抗肿瘤的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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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多糖是很重要的一类 它的多方面的功能正在被人们逐

渐发现 多糖的研究已给近代肿瘤治疗开辟了新方向 世界

各国 尤其是日本 !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国内对

花刺参多糖 !灵芝多糖和虫草多糖等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

展≈ ∗ ∀

三角帆蚌多糖 ° Ηψριοπσισ χυ µινγιι 简称

≤° 是贝类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而目前国内外有关

≤°的实验研究笔者尚未见报道 ∀为探讨 ≤°的抗肿瘤及

调节机体功能等作用 本研究采用由实验室从三角帆蚌中提

取的多糖 进行体内外抗肿瘤试验及免疫功能测定 ∀

1  材料

≤° 实验室自行提取 灰白色粉末 总糖含量 ∀

实验动物 ≤ 小鼠 由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动物中心提

供 体重 ? 雄性 鼠龄 ∗ ∀

肿瘤模型 ∏ 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肿

瘤研究所提供 按移植性实验肿瘤研究常规方法给供试小鼠

接种 ∀

2× 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出品 比放射比度为

居里 毫克分子 实验时 用 ° 液稀释成 微居

里 毫升 ∀

2  抑瘤活性试验

2 1  在体抑瘤试验

取 细胞悬液调整浓度为 ≅ 个细胞 接种

于小鼠腹腔内 每鼠 ∀ 后随机分组 每组 只

分设 个对照组和 个 ≤°给药组 和 给药组

和 组分别 和 # 剂量的 ≤° 对照

组 等体积 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停药 后

用颈椎脱位法处死小鼠 称体重 剖腹 !测出腹水癌重量和瘤

细胞总数 ∀并称胸腺和脾的湿重 计算胸腺指数和脾指数 ∀

2 2  体外抑瘤试验

瘤细胞用培养液制成 ≅ 细胞 的悬液 接种在

孔培养板上 每孔接 Λ 细胞液 实验设 个对照组

个给药组 每组重复 孔 给药组分别加入终浓度为 !

和 Λ 的 ≤° 对照组加同体积的 °

液 各孔再加 的 2× 液 ∏ 后 置 ε

≤ 细胞培养箱培养 将细胞收集于醋酸纤维滤纸上 自

然干燥后 把滤纸置于 ϕ °° 的甲苯溶液中 液体

闪烁计数器测定细胞内的 2× 掺入量 以每分钟脉冲数

表示 ∀

3  结果与分析

3 1  ≤°对小鼠腹水瘤增殖的抑制作用

小鼠 ≤° 对腹水型肿瘤 的增殖具明显

的抑制作用 并表现出明显的剂量效应 ∀以高剂量组

≈ # 对 的抑制率最明显 ∀与 鼠对照

组比较 均表现极显著性差异 Π ∀见表 ∀

表 1  ≤°对小鼠 型腹水瘤生长的抑制作用 ν

Ταβ 1  √ ≤°

∏ ν

组  别
≤°剂量 腹水重量 抑制率

对照组 ?

?

?

?

注 与对照组相比 Π

≤ ∏ Π

对 细胞数测定结果 表 也表明 个剂量的

≤°试验组对 瘤细胞增殖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其

中 和 # 二个剂量 ≤°给药组与 鼠对

照组比较均差异显著 ∀见表 ∀

表 2  ≤°对 型腹水瘤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ν

Ταβ 2  √ ≤°

∏ ν

组  别
≤°剂量

#

瘤细胞总数

≅

抑制率

对照组 ?

?

?

?

注 与对照组相比 Π . , ) Π

≤ ∏ Π . , ) Π

3 2  ≤°对荷瘤小鼠免疫器官重量的影响

小鼠荷瘤后 免疫器官逐渐萎缩 淋巴细胞减少 ∀当

小鼠 ≤°后 可使免疫器官萎缩迟缓或减轻 ∀

鼠 和 # ≤° 后 其胸腺指数与对照

组比较分别提高 和 脾指数也分别提

高 和 这表明 ≤°具有促进免疫细胞

增殖的作用 ∀见表 ∀

表 3  ≤°对荷 型腹水瘤小鼠免疫器官重量的影响

ν

Ταβ 3  ∞ ≤° ∏

∏ ν

组  别
≤°剂量

#

相对重量 体重

胸腺指数 脾指数

对照组 ? ?

? ?

? ?

? ?

注 与对照组相比 Π . , ) Π

≤ ∏ Π . , ) Π

3 3  ≤° 对 瘤细胞 ⁄ 合成的抑制作用

细胞在分裂过程中 随着 ⁄ 复制量的增加 ⁄ 合

成的前提物2胸腺嘧啶核苷 × 在细胞内的掺入量就增高 ∀

用同位素 标记的 × 掺入细胞内的数量 可以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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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成速率和数量 也间接反映了细胞的增殖能力和增殖

量 ∀离体培养的 瘤细胞各实验组的 2× 掺入量可

反映肿瘤细胞 ⁄ 生物合成被 ≤°抑制的程度 ∀见表 ∀

表 4  ≤°对培养 瘤细胞的 2× 掺入量的影响 ν

Ταβ 4  ∞ ≤° 2× ∏ ∏

∏ ν

组  别
≤°浓度

Λ

抑制率

对照组 ?

?

?

?

注 与对照组相比 Π

≤ ∏ Π

结果显示 中 !低剂量组对小鼠 腹水瘤细胞增殖

的抑制作用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甚至低剂量的 ≤°

对瘤细胞的增殖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仅高剂量的 ≤°

Λ 对 细胞的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说明

≤°对肿瘤细胞几乎无直接的杀伤能力 ∀

4  讨论

从三角帆蚌中提取的贝类多糖 ) ) ) ≤°进行小鼠体内

外抑制试验 ∀结果显示 ≤°对 癌细胞的增殖具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 也能延缓 鼠胸腺 !脾脏的萎缩 ∀

用 2× 掺入法体外培养 细胞测定 ≤°细胞毒作用

的结果也显示 ≤°对 瘤细胞 ⁄ 合成具有抑制作

用 但仅高剂量组 Λ 与对照组比较才有显著性差

异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的抑瘤作用主要是通过调节

或增强宿主的免疫功能来发挥作用的 ∀正如顾净等≈ 所报

道的蘑菇多糖一样 ≤°可能具有免疫激活作用 可抑制癌

转移 同时又可能是一种免疫佐剂 随着担负免疫机能的协

助 × 细胞与杀伤 × 细胞的活化 将会诱导出干扰素 !白细胞

干涉素等免疫信息传递蛋白 ∀ × 淋巴细胞是具有免疫潜能

的细胞 它主要参与机体的细胞免疫反应 ∀辅助的 × 淋巴细

胞主要有协助 淋巴细胞产生抗体作用 也可协同 × 杀伤细

胞和巨噬细胞发挥免疫功能 ∀陈力真等≈ 在用地黄多糖

°≥2 进行抑瘤实验时发现 °≥2 能较快地使荷瘤小鼠

脾脏的 ×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提高且较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

平 并在第 看到瘤块生长受到明显抑制 反映了 °≥2 发

挥抑瘤作用是与其调动和增强 × 淋巴细胞的功能密切相关 ∀

因为其 × 或 ≤ × 亚群的增殖可提高对肿瘤的杀伤效益 ×≥

亚群的增殖则可抑制肿瘤免疫反应≈ ∀尽管 关于动物多糖

抗肿瘤机制的实验研究尚未见报道 可以推测其发挥药用的

主要途径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这是目前公认的多糖抗肿瘤

作用的主要机制之一≈ ∀

当然 ≤° 发挥其抑 瘤作用还可能通过其他途

径 这尚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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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滴参麦注射液引起过敏反应 1 例

虞信芬 宁波市北仑区郭巨卫生院 浙江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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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女 岁 在外院 超诊断为阑尾脓肿 来我院进

行保守治疗 具体用药如下 丁胺卡那针 加入 葡萄

糖液 灭滴灵针 给予静滴 因患者自诉乏力 纳

差 后用参麦注射液 石家庄神威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

加 葡萄糖液静滴 约 后 患者即感

觉胸闷 心悸 呼吸困难 出现面部皮肤潮红 唇 !鼻尖发绀等

现象 ∀查体 血压 ° 呼吸 次 心率 次

肺部听诊无殊 考虑为过敏反应所致 立即停止输液 静

推地塞米松针 皮下注射肾上腺素 后

患者即自觉好转 后恢复正常 后此组输液给正常人使

用 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 ∀

讨论 参麦注射液每 中含红参 !麦冬各 现广泛

用于气阴两虚或有心脏疾病的患者 不良反应未见报道 此

类过敏反应发生快 症状危险 若不及时处理 即会引起严重

后果 ∀故提醒临床医师用该药时加以密切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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