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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抗肿瘤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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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黄芪对荷瘤小鼠的抑瘤作用及抑瘤机理 ∀方法  将 只昆明种小鼠随机分为阴性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 !低

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复制荷瘤小鼠模型后 阴性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 !阳性对照组给予环磷酰胺 其余三个组给予

不同剂量黄芪多糖 ∀观察抑瘤率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 细胞毒活性等指标 ∀结果  随着黄芪剂量增加 抑瘤率逐渐

增加 Π 使用黄芪的三个不同剂量实验组的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 细胞毒活性均高于阴性对照组 Π

且随着剂量的增加 以上指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结论  黄芪多糖可通过增强小鼠细胞免疫水平起到抑制肿瘤的作用 ∀

关键词 黄芪多糖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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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芪为多年生豆科草本植物 以蒙古黄芪 ∏

∏ 和膜荚黄芪 ∏ ∏

的根为正品 ∀含黄芪皂甙 !黄芪多糖 !Χ2氨基丁酸 微量元素

硒 !锰 !铁 !钙等 等多种有益成分 ∀传统医学认为黄芪具有

补气 !升阳 !益卫 !固表 !利水 !消肿和托疮生肌的功效 ∀现代

医学关于黄芪的抗肿瘤研究是一个热点课题 本研究着重观

察了黄芪多糖 ∏ °≥ 的抗肿瘤作用及

其免疫学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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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受试物及主要试剂

°≥粉剂购自上海药物研究所 用 ε 生理盐水溶解

为浓度 ! ! # 溶液 过滤除菌 分装后置

ε 保存备用 ∀

≥ 细胞株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细胞库提供 ∀

环磷酰胺 规格 # 支 2 由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

司提供 ∀

1 1 2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 ∀体重 ? 雌雄各半 ∀根据实验目

的按体重随机分组 ∀动物分笼饲养 自由饮水和进食 ∀

1 2  方法

1 2 1  肿瘤小鼠模型建立

在无菌条件下取 ≥ 腹水癌细胞 放入无菌容器内 置

冰块中保存 ∀另取少量腹水 置于加有肝素的试管中 作为

观察细胞形态及细胞计数用 ∀癌细胞数为 以上方可使

用 ∀腹水用无菌生理盐水作 Β 稀释 使肿瘤细胞数为每毫

升 ≅ 个 ∀于小鼠右前肢腋窝下注射 ≥ 细胞悬液

∀第三天后开始正式实验 ∀

1 2 2  动物分组及处理

随机将 只小鼠分为 组 即阴性对照组 !阳性对照

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阳性组给予环磷酰胺

阴性组给予生理盐水 低剂量组予以 # °≥ 中

剂量组予以予以 # °≥ 高剂量组予以予以

# °≥ # 灌胃 次 # 2 连续 第

天处死小鼠 ∀

1 2 3  观察指标

1 2 3 1  抑瘤率

称量体重 取瘤称重 计算抑瘤率 ∀

抑瘤率
实验组瘤重

阴性对照组瘤重
≅

1 2 3 2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无菌取小鼠脾脏制备细胞悬液 ≅ # 2 加入

孔培养板 每孔 Λ ≤ 终浓度为 Λ # 均

设 复孔 对照孔加培养液 Λ 置 ≤ 温箱 ε 培

养 ∗ 每孔加 ××溶液 Λ # 继续

培养 ∗ 然后每孔加酸化异丙醇 Λ 充分震荡

后静置 检测波长 参考波长 比色分

析 用 ⁄ ∗ 代表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程度 ∀

1 2 3 3  细胞毒活性检测

无菌 取 鼠 脾 制 备 细 胞 悬 液 调 整 细 胞 浓 度 至

≅ # 2 为效应细胞 ∀离心洗涤 培养瓶中的 ≠ ≤ 2

细胞调整细胞浓度至 ≅ # 2为靶细胞 ∀取效应细胞

Λ 加入 孔细胞培养板 个复孔 ∀ 个复孔加靶细胞

Λ 个复孔不加靶细胞为效应细胞对照孔 ∀另外 取

Λ 靶细胞悬液加入 孔板中 复孔为靶细胞对照孔 ∀

将培养板置于 ≤ 孵箱内 培养 后 每孔加 ××液

Λ 继续培养 再加酸异丙醇 Λ 充分震荡

用酶标仪波长 测定吸光度 值 ∀计算

细胞毒活性 以 值的 ξ ? σ表示 ≈ ∀

细胞毒活性

实验孔 值 效应细胞对照孔 值 ≅
靶细胞对照孔 值

2  结果

2 1  对瘤重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不同剂量的试验组的瘤重均低于阴性对照组

Π 且随着黄芪剂量增加 抑瘤率有逐渐增加的趋

势 表明黄芪的抑瘤效果具有剂量反应关系 ∀

表 1  黄芪对小鼠 ≥ 瘤重的影响

Ταβ 1  × ∏ ≥ ∏

组别 ν 剂量 # 瘤重 抑瘤率

阴性对照组 ?

阳性对照组 ?

低剂量组 ?

中剂量组 ?

高剂量组 ?

注 表示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Π

≤ √ ∏ Π

2 2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结果表明 阳性对照组的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与 细

胞毒活性均低于阴性对照组 Π 表明环磷酰胺对免

疫系统有一定损伤 使用黄芪的三个实验组的 ×淋巴细胞增

殖反应与 细胞毒活性均高于阴性对照组 Π 且

随着剂量的增加 上述两指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表明黄芪

可增强小鼠免疫功能 且有剂量反应关系 ∀

表 2  黄芪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Ταβ 2  × ∏ ∏

组别 ν 剂量 # 瘤重 抑瘤率

阴性对照组 ? ?

阳性对照组 ? ?

低剂量组 ? ?

中剂量组 ? ?

高剂量组 ? ?

注 三个剂量组之间作两两比较 Π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Π

≤ 2 ∏ Π

√ ∏ Π

3  讨论

肿瘤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关于肿瘤的

治疗是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课题 ∀中药由于

毒副作用小 在肿瘤的治疗中已经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黄芪是一种有效的生物调节剂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

黄芪在肿瘤的防治中具有巨大的潜力 ≈ ∀本研究在成功

复制小鼠荷瘤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不同剂量的黄芪多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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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干预 结果显示所有实验组的小鼠在实验结束时瘤重均低

于阴性对照组 Π 且随着剂量的增加 瘤重有逐渐降

低的趋势 Π 表明黄芪多糖具有抑瘤作用 且这种作

用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

在正常情况下 肿瘤与机体防御之间处于平衡状态 肿

瘤的发生乃至增殖与播散 完全是这种动态平衡的失调所

致 ∀如果将已经失衡状态人为地调整至正常水平 则可控制

肿瘤生长甚至使其消退 ≈ ∀肿瘤患者其宿主免疫功能已失

去平衡 肿瘤晚期机体的免疫反应几乎消失 传统的化疗药

物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 无选择地杀伤正常细胞 特别是

造血组织细胞 常常导致机体发生严重并发症 ∀本研究结果

表明 黄芪可提高荷瘤小鼠的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还可提高

细胞的活性 说明黄芪很可能是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力来

抑制肿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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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葛根素对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本实验采用大鼠右侧大脑中动脉阻塞 ≤ 再灌注

模型 每组最终保证 只成活大鼠 ∀ ≤ 前 药物组大鼠分别腹腔注射葛根素 # 尼莫地平 #

次 # 2 连续 ∀操作后 分别用 . 法 !红四氮唑 ××≤ 染色法及干燥失重法来评价大鼠的神经功能状态 !脑梗塞

面积及脑水肿 ∀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 葛根素 # 可明显减少大鼠 ≤ 后脑梗塞面积 !降低脑水肿的程度及改善

神经功能症状 具有显着性差异 Π 或 Π ∀结论  葛根素对大鼠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

关键词 葛根素 大鼠 脑缺血 再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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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脑血管病是临床常见疾病 脑缺血是脑血管病最主要的

病种 死亡率仅次于恶性肿瘤 ∀目前治疗方法着重于尽可能

快地恢复血流 防止或减轻缺血蔓延 改善缺血脑组织的代

谢 !减轻脑组织的缺血 再灌注损伤 阻止细胞死亡的蔓延 ∀

研究表明 葛根素可扩张脑血管 增加脑血流量 !改善大脑氧

供 ≈ 保护动脉血管内皮细胞 阻止动脉粥样硬化 防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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