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尾 不仅广泛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 而且在其分布区域内较

为常见 ∀与正品丹参相比较 大紫丹参的有效部位总丹参酮

类和总酚酸类成分含量略高 有效成分丹参酮 2 !原儿茶

醛的含量约为正品丹参的一倍 ∀以上研究结果为大紫丹参

作为丹参类药用植物资源的产业开发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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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雌激素大豆苷原(δαιδζειν)对结肠癌 Λος ο细胞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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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植物雌激素大豆苷原 对结肠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方法  取对数生长期的人结肠癌细胞株 ∂ 细

胞 以不同浓度的大豆苷原处理细胞 和 然后应用 × × 法测定细胞的生长率 ∀结果  大豆苷原在高浓度 Λ

时在体外对 ∂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Π 而在低浓度 Λ 时对 ∂ 细胞又具有促增殖作用 ∀结论  大豆苷

原在体外对 ∂ 细胞的生长具有促进和抑制的双向作用 ∀

关键词 染料木黄酮 大豆苷原 ∂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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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φφεχτ οφ δαιδζειν ον τηε γροωτη οφ Λος ο χελλσ ιν ϖιτρο

≠ 2 ∏ 2 ÷ 2¬∏ ≤ ∞ ≥∏2 ( . Μεδιχαλ σχηοολ,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 . Νινγβο Υνιϖερσιτψ, Νινγβο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ΜΕΤΗΟ∆  ∂ ∏ ∏ ° √ ∏ ∏ ε

∏ ≤ √ ∂

× × Ρ ΕΣΥΛΤΣ  2 ∂ √

Λ Λ Λ ∏ ∏ ∂ ΧΟΝ2

ΧΛΥΣΙΟΝ  ⁄ √ ∂

ΚΕΨ ΩΟΡ ∆Σ : ∂

  植物雌激素是存在于多种植物中具有雌激素样作用的

一类化合物的总称 ∀大豆异黄酮 √ 就是存

在于人类食物大豆中的一类植物雌激素 ∀大豆异黄酮共

种 其中具有生物学活性的主要成分是染料木黄酮 2

和大豆苷原 ∀鉴于植物雌激素对人类的明显

保健作用 大豆异黄酮特别是其中的染料木黄酮已成为近年

来研究的热点 ∀染料木黄酮对于人体广泛的生理作用及其

生物学特性在国内外都已有了大量的报道 它对部分肿瘤细

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及能引起调亡和诱导分化作用都已得到

了确认≈ ∀然而 对于同样存在于大豆及其它豆类食品中的

另一种植物雌激素大豆苷原的相关研究报道极为鲜见 ∀因

此 本研究探讨了大豆苷原在体外对结肠癌 ∂ 细胞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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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并测定了其抑制作用的最佳浓度及作用时间 现报

道如下 ∀

1  材料及方法

1 1  材料

人结肠癌细胞株 ∂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赠送 培养液 ° 2 美国 × 公司 小牛血清 杭州

四季青公司 × × 美国 × 公司 大豆苷原 南京农业大

学动物生理生化实验室韩正康教授惠赠 ∀

1 2  方法

1 2 1  细胞培养  ∂ 细胞常规培养于含 的小牛血

清的 ° 2 培养液中 ≤ β≤ 贴壁培养 后

弱光下换液一次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进行实验 用 的

胰蛋白酶溶液消化传代收集细胞 ∀调整细胞浓度为 ≅

加入 孔培养板中 每孔 Λ ∀

1 2 2  药物配制  用二甲基亚砜 ⁄ ≥ 溶解大豆苷原 然

后用培养液制备成终浓度分别为 Λ

的含药培养液 调整二甲基亚砜的体积百分比 使其始终

为 ϕ ∀

1 2 3  细胞增殖测定  在细胞接种后 48 去除培养液 ∀加

入含有不同大豆苷原浓度的培养液 Λ 分 组进行实

验 ∀第 组为不含大豆苷原及 ⁄ ≥ 的空白对照 第 组为

含有 ϕ ⁄ ≥ 的空白对照 ∗ 组分别为含大豆苷原浓

度为 Λ 的培养液 用四块 孔板

分别在培养 后 用快速翻转培养板的方法去除培

养液 加入 × × 液 × × 溶解于 ° ≥ 液中 浓度为

Λ 孔 培养 后加入 ⁄ ≥ Λ 孔 室温下在微

孔板震荡器上震荡 待成色产物溶解后用酶标仪测

值 ∀ Κ 双波长测定 ∀

1 2 4  统计学处理  用方差分析进行数据统计 ∀

2  结果

2 1  细胞形态学变化

在大豆苷原作用下 结肠癌细胞的形态和数量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 ∀图 示大豆苷原浓度为 Λ 以及

不含药物的空白对照在培养 后的结果 ∀从图中可以看

出 在 Λ 和 Λ 浓度作用下 细胞数量明显变

少了 细胞形态变小变圆 呈多形型 而在 Λ 下 细

胞数量又较空白对照增多 ∀这说明在高浓度时药物对 ∂

细胞有抑制作用 而在低浓度时药物对细胞又具有促增殖作

用 ∀

图 1  大豆苷原对 ∂ 细胞生长的影响

Φιγ 1  ∞ ∂

注 ∗ ≤ 分别为 Λ 大豆苷原处理 ∂ 细胞 后的照片 ⁄为含 ϕ ⁄ ≥ 的空白对照 放大倍数为 ≅

∗ ≤ ∂ ≤ ∏ ∏ ⁄ Λ ⁄ ≅

2 2  不同浓度的大豆苷原对 ∂ 生长的影响

图 2  不同药物浓度对 ∂ 细胞作用的影响

Φιγ 2  ∞ ∂ ≤

注 纵坐标是以空白对照的吸收值为 而转化来的抑制率 其中每

一组为 个孔的均值 ∀

¬ ∏

√ ∏ ∏ 2

不同大豆苷原浓度对 ∂ 细胞生长的影响不同 图

示不同药物浓度作用于 ∂ 后的 × × 实验结果 ∀从图

中可以看出 在 Λ 下大豆苷原对细胞的生长具有强

烈的抑制作用 Π 并随着浓度的减少抑制作用逐渐

降低 呈一定的浓度依赖性关系 ∀而在 Λ 浓度以下

大豆苷原对 ∂ 的生长则具有促进作用 以 Λ 最

为明显 Π ∀

2 3  不同作用时间对 ∂ 细胞生长的影响

为了解大豆苷原在不同处理时间对 ∂ 细胞生长的影

响 选择了 种不同的浓度来观察药物作用下细胞

和 的生长情况 ∀结果显示 在 Λ 和 Λ 大

豆苷原处理 ∂ 细胞后 开始细胞就受到抑制 随着作用

时间的延长 抑制作用增强 ∀当用 Λ 的大豆苷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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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细胞时 开始细胞生长增快 ∀

图 3  不同作用时间对 ∂ 细胞作用的影响

Φιγ 3  ∞ √ ∂ ≤

3  讨论

大豆苷原和染料木黄酮是共同存在于大豆中的一种结

构十分相近的植物雌激素≈ ∀它们和大豆中的其它类黄酮

一起被统称为大豆异黄酮 √ 是大豆具有广泛生理

活性的主要物质 ∀本次实验考察了其中的大豆苷原 ⁄ 在体

外对结肠癌 ∂ 细胞生长的影响 第一次发现了 ⁄对结肠

癌细胞的生长具有双相作用 ° 在低浓度时

Λ 细胞明显增多 高浓度时 ∗ Λ 细胞

数量减少 细胞形态变小变圆 并呈一定的浓度依赖关系 ∀

目前对于结肠癌是否为雌激素依赖性肿瘤尚无定论 但

国内外有报道称结肠癌细胞中有雌激素受体 的表达≈

等≈ 做的实验中 雌激素 2Β2雌二醇 ∞ 也可以刺激结

肠癌 ∂ 细胞的生长 并且这种作用可以被雌激素受体阻

断剂三苯氧胺阻断 这说明 ∞刺激细胞生长是通过和雌激素

受体结合而表现为雌激素样作用或抗雌激素样作用 ∀比较

我们的实验和以上雌激素 ∞刺激结肠癌 ∂ 细胞的生长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 在低浓度时 大豆苷原可以和结肠癌细

胞内的雌激素受体结合 以这种符合物进入核内 作用于

⁄ 的某些部位 增加有丝分裂或增加 ⁄ 的合成 造成

肿瘤细胞增殖≈ ∀

大豆苷原 ⁄ 在结构上和染料木黄酮相似 但不具有抑

制酪氨酸蛋白激酶 °× 和抑制 2 的活性 它在高浓度时

也表现出抑制细胞 这说明了大豆苷原和染料木黄酮在抑制

细胞生长方面的作用机制不同 或者是它们通过其它共同的

作用机制来抑制细胞的生长 ∀

大豆苷原的抗氧化性在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过程中不容

被忽视 活性氧尤其是被激活的免疫系统在癌变的发生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促癌阶段 ∀最近发现≈ 它能减少

肿瘤细胞和免疫系统细胞活性氧 ≥的含量 ∀大豆苷原的抗

癌作用也许跟它能使 ⁄ 变性有关 鉴于自由基在癌变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 结合大豆苷原自身的抗氧化以及可以诱导机

体抗氧化酶活性增加的特性 可以认为大豆苷原的抗癌作用

也许部分是通过抗氧化机制实现的 ∀另外 ≥ 等≈ 认

为 和 ⁄都可以抑制 ≤ ≠° 酶的活性 并认为这可能是大

豆苷原抗癌的机制之一 ∀ ⁄抑制结肠癌 ∂ 细胞是否通过抑

制 ≤≠° 酶活性而起作用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

因为我们实验中的低浓度 Λ 正好是大豆苷

原在人体内的血浆生理浓度 在这个浓度下它对结肠癌细胞

有刺激生长的作用 这和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相矛盾 就其

原因可能是大豆苷原在结肠部位的浓度远远大于在血浆中

的浓度 表现出在高浓度下抑制细胞的作用 或者可能是大

豆苷原在体内的作用机制和其在体外的完全不同 有可能是

在低浓度下就对癌细胞有阻遏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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