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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s波动试验和 dAaaQR~Jdcm=dreenpcreen两种快速筛选方法评价大
黄素和芫花素的遗传毒性

文海若，宋= =捷，刘= =倩，王亚楠，耿兴超，李= =波，王= =雪G，胡燕平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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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使用 Ames波动试验和 dAaaQR~Jdcm= dreenpcreen两种快速筛选方法，对有毒中药芫花和了哥王的主要单

体成分大黄素和芫花素的遗传毒性进行评价。方法= =（N）Ames 波动试验：在非代谢活化（JpV）和代谢活化（HpV）条件

下使用鼠伤寒沙门菌 qANMM开展基于 VS孔液态培养法的细菌回复性突变试验，大黄素和芫花素（终质量浓度范围均为 MKN～
NM=μgLmi）与菌液充分混合后在 PT℃下培养 TO=Ü。（O）dAaaQR~=dreenpcreen高通量筛选试验：在非代谢活化（JpV）和代

谢活化条件下（HpV）将表达 dAaaQR~基因的 qh细胞（denjJqMN和 denjJCMN）与大黄素（MKNP～POKM= μgLmi）和芫花

素（MKMT～NSKM=μgLmi）分别作用 QU=Ü（JpV）和 P=Ü（HpV），之后通过酶标仪和流式细胞仪检测绿色荧光蛋白（enÜ~nced=green=
fäuorescent=éroteánI=bdcm）的荧光强度。结果= =有无代谢活化条件下，NM=μgLmi大黄素均可诱导 qANMM的回复性突变率显著

性升高（m＜MKMR、m＜MKMMN）；代谢活化条件下，NM=μgLmi芫花素可诱导 qANMM的回复性突变率显著性升高（m＜MKMMN），
NSKM=μgLmi芫花素诱导 qhS细胞表达的 dAaaQR~Jbdcm荧光强度也超过了遗传毒性阈值（NKP倍）。结论= =当前研究提示大

黄素和芫花素为可疑遗传毒性，需要开展深入研究明确其遗传毒性及机制。Ames波动试验和 dAaaQR~=dreenpcreen是良好

的高通量筛选备选试验，可极大优化浩繁的药物的毒性筛选工作，尤其适宜诸如中药等成分和配伍复杂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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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遗传毒性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检出存在潜在

致遗传物质断裂、致突变和 L或致癌作用的化合= =
物xNz，从而对药物的潜在致癌性进行预测。西方医

学中使用的绝大多数化学药物成分明确，除抗肿瘤

药物外，具有潜在遗传毒性的药物种类并不多见。

而中药和天然药物的成分尚不明确，在我国常作为

调节机体状态的保健食品或治疗慢性疾病被人们长

期服用。近年来，中药的遗传毒性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如含有马兜铃酸的马兜铃属植物（含马兜

铃、寻风骨、天仙藤和朱砂莲等）作为中药材曾广

泛用于关节炎、痛风和炎症的治疗xOz。而自 NVUP年
起，人们逐渐发现其具有强致突变性和致癌性：马

兜铃酸在 Ames实验xPz、果蝇显性致死试验xQz、染色

体畸变实验xRz、彗星实验xSz中的结果均为阳性，其

遗传毒理机制也在逐步探索中。现明确存在遗传毒

性的中药成分还包括槟榔、羌活、汉防己甲素、细

辛等，然而相当多中药成分和中药混合物是否有遗

传毒性尚不清楚。充分了解中药成分毒性，可有效

避免药物在上市后出现严重中毒事故。

在临床前安全性评价阶段充分评价中药的遗传

毒性是当前亟需加强的环节。中药处方组成复杂，

经过不同的中药炮制方法或配伍，其遗传毒性可出

现显著性差异。如有研究提示大黄经清蒸和醋蒸处

理后 Ames 实验和彗星实验结果均降为阴性，而清

炒和醋炒后对大黄的减毒效果不明显xTz。因此对中

药组方的具体成分进行确认以及对其配伍方式的筛

选十分重要。然而传统的遗传毒理学实验主要依靠

人工观察计数、消耗大量试剂和细胞或菌株且耗时

较久，开展如此大量的筛选工作较为困难，并不适

用于中药遗传毒性的早期快速筛选。结合微孔法、

分子生物和荧光成像等技术，应用高通量而便捷的

遗传毒性筛选方法对中药进行筛选，可以在保证结

果准确率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课题组前期发现芫花和了哥王均可能具有促癌

作 用 xUz 。 本 研 究 联 合 Ames 波 动 试 验 和

dAaaQR~Jdcm=dreenpcreen两种高通量筛选方法，

对含黄酮类有毒中药芫花和了哥王的主要单体成分

大黄素和芫花素的遗传毒性进行评价。

N= =材料=
NKN= =药物及主要试剂=

大黄素标准品（批号 NNMTRSJOMMNNM，纯度 VUB）

和芫花素标准品（批号 NNNUVVJOMNOMO，纯度 VRB）
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omjf=NSQM培养基

和胎牛血清（c_p）生产厂家为 dábco；大鼠肝 pV
混合液购自北京康瑞杰科技有限公司（由苯巴比妥

钠和 βJ萘黄酮联合诱导大鼠肝脏制成）；其他试剂

ajpl、氨苄青霉素；葡萄糖；组氨酸；色氨酸；

生物素；jgplQ·ETeOlF；柠檬酸钠·EOeOlF、
hOemlQ·EPeOlF、heOmlQ、EkeQFOplQ、kAam、
dJSJm、hCä、jgCäO、m_p、溴麝香草酚蓝、遗传

毒性阳性剂 OJEOJ呋喃基FJPJERJ硝基JOJ呋喃基F丙烯

酰胺（OJOJcuryäJPJRJkátroJOJcuryä~cryä~mádeI=AcJO）、
OJ氨基蒽（OJAmáno~ntÜr~ceneI= OJAA）和甲基磺酸

甲酯（jetÜyä= metÜ~nesuäfon~teI= jjp）等均购自

págm~JAädrácÜ。=
NKO= =菌株及细胞=

Ames 波动试验选用鼠伤寒沙门菌组氨酸营养

缺陷型（ÜásJ）菌株（pK typhimurium）qANMM。试验

所用菌株引自日本（株）生物科学中心（g_p=fkC），
经本实验室筛选、扩增，特性鉴定（存在营养缺陷

型、脂多糖屏障缺陷、紫外线修复缺陷、抗氨苄青

霉素等特性）合格者置JUM=℃超低温保存。=
将 dAaaAQR~ 基因的启动子与绿色荧光蛋白

（enÜ~nced=green=fäuorescent=éroteánI=bdcm）融合后，

利用电穿孔法转入 éRP基因野生型人淋巴母细胞系

qhS（denjJqMN），同时构建一个含 bdcm 基因序

列缺失的dAaaAQR~基因的启动子与bdcm融合结

构，作为无法合成正常 bdcm 的阴性对照表达于

qhS细胞（denjJCMN）。之后分别利用潮霉素 _挑

选形成稳转细胞系xVz。denjJqMN和 denjJCMN（NM
代以内）引自 dentronáx=iámáted（CÜesÜáreIrKhK）。=
NKP= =主要仪器=

RUNMo型离心机（bééendorf）；kqpJNPMM水浴

摇床（bvbiA）；fpSMM细菌培养箱（vAjAql）；
eboAceää= NRMá 细 胞 培 养 箱 （ qÜermo ）；

pmbCqoAm~xJmirp 型 酶 标 仪 （ joäecuä~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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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váces）；cACpC~äábur流式细胞仪检测（_a）。=
O= =方法=
OKN= =波动 Ames试验=
OKNKN= =菌株扩增= =在 NM=mi营养肉汤培养基（含氨

苄青霉素 RM=μgLmi）中加入 NM=μi=qAVULqANMM菌
液或 PM=μi=tmO=uvrA菌液，PT℃、NOM=rLmán振摇

过夜培养。培养后经酶标仪检测菌液 laSMM值约为

MKQ～MKS。过夜菌液经 MKN=moäLi=m_p（éeTKQ）以 NWV
稀释，在 PT℃条件下恒温 NOM=rLmán振摇培养 P=Ü。=
OKNKO= =非活化条件下的 Ames 波动试验= =无菌条件

下 配 制 aJj= Ü~äf 盐 溶 液 （ 含 MKMQV= gLi=
jgplQ·ETeOlF、MKOR=gLi=柠檬酸钠·EOeOlF、PKR=gLi=
hOemlQ·EPeOlF、N=gLi=heOmlQ、N=gLi=EkeQFOplQ）
和选择性生长培养基（每 ROQKO=mi选择性生长培养

基含 RMM=mi=aJj=Ü~äf盐溶液、OM=mi=OMB葡萄糖、

MKN=mi=MKNB组氨酸、MKN=mi=MKNB色氨酸、Q=mi=MKNB
生物素）。上述溶液高温灭菌后 Q℃保存。在 RM=mi
离心管内加入 OM=mi选择性生长培养基、MKN=mi稀

释后培养的菌液和 MKO=mi受试物，充分混匀后使用

多通道移液器加入 VS孔板，每孔 MKO= mi。确定受

试物浓度范围时，首先以受试物在 NBajpl 中的

最高溶解度以及在培养基中不产生明显沉淀的浓度

来确定大黄素和芫花素的最高处理浓度，再以 NWP
倍比稀释设置 R个浓度组，终质量浓度分别为 MKN、
MKP、N、P、NM=μgLmi，阳性剂 AcJO终浓度为 N=ngLmi，
阴性对照组 ajpl终体积浓度为 NB。每个受试物

每个浓度平行 P块板，置 PT℃条件下培养 TO=Ü。=
OKNKP= =活化条件下的 Ames波动试验= = aJj= Ü~äf盐
溶液配制同方法 NKO。无菌条件下配制 pV混合液（每

N=mi=pV混合液含 MKO=moäLi=mk~缓冲液（éeTKQ）、
MKN=moäLi=kAam、N=moäLi=dJSJm、NKSR=moäLi=hCä、
MKQ=moäLi=jgCäO、NMBpV）选择培养基（OMM=mi=aJj=
Ü~äf盐溶液中加入 U=mi=OMB葡萄糖溶液）和选择性

生长培养基（每 UNKSQ= mi选择性生长培养基含 SM=
mi=MKN=moäLi=m_p（éeTKQ）、OM=mi=pV混合液、MKU=mi=
OMB葡萄糖、MKMO=mi=MKNB组氨酸、MKMO=mi=MKNB色

氨酸、NKS=mi=MKNB生物素）。在 NR=mi离心管内加

入 Q=mi选择性生长培养基、MKMO=mi稀释后培养的

菌液和 MKVU=mi受试物，充分混匀后使用多通道移

液器加入 VS孔板，每孔 MKMR=mi。大黄素和芫花素

的终浓度同方法 NKO，阳性剂 OJAA终质量浓度为 O=
ngLmi，阴性对照组 ajpl 终体积浓度为 NB。每

个受试物每个浓度平行 P块板。置 PT℃条件下培养

约 NT=Ü后，每孔加入 MKNR=mi选择培养基，继续在

PT℃下培养至 TO=Ü。=
OKNKQ= =结果观察及数据处理= = VS 孔培养板在 PT℃
条件下培养 TO=Ü后，每孔加入 OM=μi溴麝香草酚蓝

（SMM=μgLmi）。黄色孔计为阳性，蓝色为阴性，介于

蓝黄之间的为阴性。阴性对照组每 VS孔回复突变孔

数不超过 NM 孔，阳性对照组回复突变孔数超过 RM
孔认为试验体系成立。回复突变孔数均数表示为

–x s，各剂量组与阴性对照组的回复突变孔之间差

异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neJt~y=AklsA）对数据

显著性进行分析。

OKO= = dAaaQR~=dreenpcreen高通量筛选试验=
OKOKN= =细胞培养及给药处理= =使用人类淋巴母细胞

qhS 作为检测细胞（denjJqMN）和无荧光的对照

细胞（denjJCMN）的表达系统。denjJCMN用来校

准 化 合 物 的 自 发 荧 光 ， 而 denjJqMN 表 达

dAaaQRJbdcm 融合基因。当后者暴露于遗传毒性

化合物时，dAaaQR~Jbdcm表达水平增加，从而诱

导细胞内的荧光增加。

无菌操作条件下，用omjf=NSQMHdäut~jAuqj
培养液（含 NKU=mmoäLi丙酮酸钠、OMM=μgLmi潮霉

素 _、NB青链霉素混合液、NMB马血清）分别培养

细胞。对照细胞系 denjJCMN 和测试细胞系

denjJqMN到达对数生长期后，经 m_p冲洗后使用

含 OMB马血清的培养基调整细胞密度为 O×NMS个L=
mi。使用黑色板壁的 VS孔板，每孔加入 TR= μi细

胞（终浓度 N×NMS个Lmi）和 TR= μi受试物溶液。

以受试物在 ajpl 中的最高溶解度确定大黄素和

芫花素的最高检测浓度，并设置 V个浓度梯度（大

黄素终质量浓度为 MKNP、MKOR、MKR、NKM、OKM、QKM、
UKM、NSKM、POKM=μgLmi；芫花素终质量浓度为 MKMT、
MKNP、MKOR、MKR、NKM、OKM、QKM、UKM、NSKM=μgLmi），
同时设立jjp阳性对照孔（NM、RM=μgLmi）和 NB=
ajpl 阴性对照孔，分设添加或不添加 pV 代谢活

化组（pV的配制方法同方法 NKP），每个组每浓度平

行 P孔。denjJCMN和 denjJqMN平行给药处理。

将细胞与受试物溶液混合均匀后在 VS 孔板上覆盖

塑料板盖，在 PT℃、RBClO、VRB湿度条件下培养。=
OKOKO= =检测方法= =非代谢活化条件组培养QU=Ü后采

用酶标仪检测（吸光度检测波长为 SOM=nm；荧光激

发波长为 QUR=nmI=发射波长为 RPR=nm）。代谢活化

条件组在 P= Ü后，每孔加入 SM= μi的碘化丙啶（UP=
μgLmi）混合均匀，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激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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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 QUU=nm，发射波长为 RMV=nm），每孔收集 N×
NMR个细胞。=
OKOKP= =数据分析方法= = VS 孔板分别检测细胞吸光

度（反应细胞增殖水平，即细胞毒性）和荧光水平

（反应 akA 修复活力，即遗传毒性），测试细胞系

的荧光读数需扣除对照细胞系的荧光读数。各浓度

组荧光读数均数表示为 –x s。受试物给药组细胞毒

性检测值低于阴性对照组 UMB时认为是阳性结果；

遗传毒性荧光检测值在非代谢活化条件下超过阴性

对照组数值的 NKR 倍时，代谢活化条件下超过阴性

对照组数值 NKP倍时，认为是阳性结果。=
P= =结果=
PKN= = Ames波动试验检测大黄素和芫花的致突变性=

在非代谢活化条件下 Ames 波动试验结果见图

N，OJAc 阳性对照组的回复性突变平均阳性孔数=
（ST±V）与阴性对照组平均阳性孔数（U±O）比较，

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升高（m＜MKMMN），提示试验

体系成立。大黄素给药质量浓度在 MKN～NM= μgLmi
时，只有 P=μgLmi的回复性突变阳性孔数量（OM±R）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显著性升高（m＜MKMR），其他浓

度组则未见统计学差异。芫花素给药质量浓度在

MKN～NM=μgLmi范围内时，所有浓度组未见回复性突

变阳性孔数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升高。上述结果提

示大黄素在非代谢活化条件下只有 N 个浓度呈阳

性，对 qANMM的致突变性作用为可疑阳性。当处理

浓度增加为 NM=μgLmi时，可能由于药物毒性作用较

大，阳性孔数反而有所降低。芫花素在非代谢活化

条件下对 qANMM无明显的致突变性作用。=

=
=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Gm＜MKMR= = GGGm＜MKMMN=
Gm Y=MKMR= = GGGm Y=MKMMN=vs=neg~táve=controä=groué=

图 N= =非 pV代谢活化条件下大黄素和芫花素 Ames波动试

验结果（ P=± n I sx ）=
cigK=N= = Ames=cluctu~tion=qest=of=bmodin=~nd=denkw~nin=

without=pV=jet~bolic=Activ~tion=E P=± n I sx F=

代谢活化条件下 Ames 波动试验结果见图 O，
OJAA 阳性对照组的回复性突变平均阳性孔数= =

（TM±S）与阴性对照组平均阳性孔数（U±O）比较，

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升高（m＜MKMMN），提示试验

体系成立。大黄素给药浓度在 MKN～NM= μgLmi范围

内时，只有 NM= μgLmi 的回复性突变阳性孔数量= =
（OV±S）与阴性对照组比较显著性升高（m＜MKMMN），
其他浓度组则未见统计学差异。芫花素给药浓度在

MKN～NM=μgLmi范围内时，同样仅最高浓度 NM=μgLmi
的回复性突变阳性孔数量（OR±R）与阴性对照组比

较显著性升高（m＜MKMMN）。上述结果提示大黄素和

芫花素在代谢活化条件下对 qANMM 的致突变性作

用均为可疑阳性。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GGGm＜MKMMN=
GGGm Y=MKMMN=vs=neg~táve=controä=groué=

图 O= = pV代谢活化条件下大黄素和芫花素Ames波动试验结

果（ P=± n I sx ）=
cigK=O= = Ames=cluctu~tion=qest=of=bmodin=~nd=denkw~nin=

with=pV=jet~bolic=Activ~tion=E P=± n I sx F=

PKO= = dAaaAQR~= dreenpcreen 高通量筛选试验检

测大黄素和芫花素对 akA损伤的影响=
在非代谢活化条件下，细胞毒性及 dAaaAQR~

基因表达水平检测结果见图 P。大黄素处理质量浓

度高于 QKM= μgLmi时，细胞相对密度低于 UMB，提

示上述浓度存在一定细胞毒性；而芫花素 V个浓度

梯度条件下处理的细胞相对密度不低于阈值，提示

芫花素在质量浓度为 MKMT～NSKM= μgLmi 无细胞毒

性。当前给药浓度范围内，O 种中药单体大黄素

（MKNP～POKM=μgLmi）和芫花素（MKMT～NSKM=μgLmi）
所诱导 dAaaQR~Jbdcm 荧光数值均未超过阈值。

提示在无 pV 代谢活化时，大黄素和芫花素在本研

究选择的浓度内无遗传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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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 =非 pV代谢活化条件下大黄素和芫花素给药 QU=h=dreenpcreen高通量筛选结果（ P=± n I sx ）=
cigK=P= = dreenpcreen=eC=Ass~y=of=bmodin=~nd=denkw~nin=QUJhour=qre~tment=without=pV=jet~bolic=Activ~tion=E P=± n I sx F=

在代谢活化条件下，细胞毒性实验结果及

dAaaAQR~基因表达水平检测结果见图 Q。大黄素

质量浓度为 POKM= μgLmi 时细胞相对存活率低于

UMB，提示存在一定细胞毒性；芫花素在 MKMT～NSKM=
μgLmi细胞相对存活率均高于 UMB，未见明显细胞

毒性。大黄素在 MKNP～POKM=μgLmi诱导 qhS细胞表

达的 bdcm荧光的强度均低于阈值，提示不具有遗

传毒性；而芫花素浓度为最高处理浓度 NSKM=μgLmi
时细胞表达的dAaaQR~Jbdcm荧光强度超过阈值，

提示可疑阳性遗传毒性结果。

Q= =讨论=
高通量遗传毒性评价方法对药物毒性筛选，尤

其是成分复杂的药物毒性成分筛选有重要意义。黄

酮类化合物是广泛存在的一类中药有效成分，根据

qoxtree毒理学预测软件分析结果，所有含黄酮类化

合物均为有遗传毒性结构预警或毒性较强的 fff 类
化合物xNMz。本课题组前期在 _Ü~sQO 细胞转化试验

中发现含黄酮类中药芫花和了哥王（VRB乙醇浸提

物）的促癌试验结果分别为可疑阳性和阳性xUz，提

示可能具有潜致癌性。大黄素和芫花素是两者的重

要单体成分。本研究联合检测致突变性的 Ames 波
动试验和针对遗传毒性生物标志物 dAaaQR~ 基因

的 dreenpcreen 筛选试验两种高通量方法检测两者

遗传毒性，结果发现大黄素和芫花素具有可疑遗传

毒性：即有无代谢活化条件下，NM=μgLmi大黄素均

可诱导 qANMM 的回复性突变率显著性升高（m＜
MKMRI=m＜MKMMN）；代谢活化条件下，NM=μgLmi芫花

素可诱导 qANMM 的回复性突变率显著性升高（m＜
MKMMN），NSKM=μgLmi芫花素可诱导 qhS细胞表达的

dAaaQR~Jbdcm荧光强度超过阈值。故需要开展深

入研究明确其遗传毒性及作用机制。

传统 Ames 试验是对致癌物预测性最好的遗传

毒性试验，是药物遗传毒性初筛的首选方法，也是

npAo 构效关系建立的遗传毒性数据库的重要数据

基础xNNz。然而开展传统的 Ames试验需制作大量琼

脂糖平板（评价一个化合物需约 OMM个平板）且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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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 = pV代谢活化条件下大黄素和芫花素给药 P=h=dreenpcreen高通量筛选结果（ P=± n I sx ）=
cigK=Q= = dreenpcreen=eC=Ass~y=of=bmodin=~nd=denkw~nin=PJhour=qre~tment=with=pV=jet~bolic=Activ~tion=E P=± n I sx F=

落计数繁复。相比传统的 Ames 试验方法，Ames
波动试验采用了液态多孔板培养的方法，在微孔板

中进行受试物和菌株的孵育，利用培养基中的特殊

指示剂溴甲酚紫显色。当孔中有回复突变的菌株生

长使培养基 ée值降低时，指示剂由紫色变为黄色。

试验通过计数黄色孔的数量来反映受试物的致突变

性，从而省去了平板制作和菌落计数等步骤，实现

高通量，具有节省耗材、节约药量、缩短试验周期、

结果客观、适宜大量药物筛选的优点。dee等xNOz于

NVVQ年开发了商业化的基于 PUQ孔板液态培养法的

Ames= ff试剂盒，该方法使用了 qATMMNJqATMMS共
S种混合菌株同时对受试物潜在诱导 q׃A和 C׃d点

突变能力进行检测。h~mber 等xNPz比较传统 Ames
和 Ames=ff检测 TN种化合物结果发现，O种方法对

突变剂和非突变剂的检测结果一致性达 UQB，且对

啮齿类动物致癌性的预测度接近。Ames 波动试验

不依赖于试剂盒且实验成本低于 Ames=ff，但在实验

室间在菌株的选择、培养基的配方、显色剂的选择、

培养方式、计数和评价方法上都存在差异，缺乏规

范化的试验流程和评价方法。在确定规范化试验流

程的基础上，菌株的扩增和培养时使用浓度、阳性

剂的选择及浓度也决定了不同菌株的回复性突变孔

数背景值范围，从而影响结果了判定。

本研究利用检测d׃C碱基置换的qANMM对大黄

素和芫花素的致突变性进行初步评价，发现当前给

药浓度下，个别浓度组结果为阳性。大黄素含有蒽

醌环结构，这一共平面稠环母体结构可嵌入 akA
碱基对，影响 akA 的复制与转录。文献报道传统

Ames试验中大黄素可诱导 qAVU、qANRPR、qANRPT
在有无代谢活化条件下发生突变xNQJNRz，Ames 波动

试验显示大黄素可诱导 qANMM产生可疑阳性结果、

qANRPT 产生阳性结果xNSJNTz，与本研究数据基本相

符。文献报道中芫花酯甲、芫花酯乙和芫花萜的

Ames 试验结果均为阴性xNUz，本研究首次对芫花素

开展 Ames 试验而结果提示为可疑阳性，该结果有

待在其他菌株的 Ames 试验和 jiA、mágJ~ 基因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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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试验等其他针对致突变性的进一步研究中得到

验证。

dAaaQRJdcm= dreenpcreen= eC 试 验 以

dAaaQR 基因为生物标志物来评价受试物的遗传

毒性。dAaaQR基因（droïtÜ=~rrest=~nd=akA=d~m~ge=
ánducábäe=genes）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éRP调控的细胞

增殖负调控基因xNVz，在控制细胞周期、akA 的修

复损伤xOMz、细胞凋亡xONz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可与多种细胞增殖和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联合发

挥 akA 修复、细胞周期检查点调控和诱导和细胞

凋亡等功能。该方法将质粒中的 dAaaQR基因启动

子与 bdcm基因序列融合，再将质粒转入人淋巴瘤

qhS细胞表达，通过检测反应 dAaaQR~基因表达

水平的 bdcm的荧光强度来评价受试物的细胞毒性

和遗传毒性xOOz。dreenpcreen=eC测定方法具有特异

性强、灵密度高、高通量筛选、简便快速等特点。

_árreää等xVz使用dreenpcreen=eC评价其对SO种化合

物的检测结果，发现该方法对体外哺乳类动物细胞

遗传毒性检测方法显示具有致癌性的 OM 种化合物

和体外遗传毒性检测方法显示不具有致癌性的 OP
种化合物的检测结果文献符合率高达 VPB，对体外

哺乳类动物细胞遗传毒性检测方法不具有致癌性但

是诱导小鼠淋巴瘤细胞染色体畸变或者 qh 基因突

变的 NT种化合物的检测结果文献符合率为 TSB。=
dAaaQRJdcm= dreenpcreen= eC 试验结果提示

大黄素在有无代谢活化条件下均对 dAaaQR~ 基因

无明显影响，但芫花素在代谢活化条件下存在可疑

阳性结果。本课题组前期在 _Ü~sQO细胞转化试验中

发现黄芫花和了哥王具有潜在促癌作用，芫花具有

可疑促癌作用xUz，而芫花素是上述三者的主要单体

成分，而其致癌性评价结果未见文献报道。As~d~
等xOPz建立的 _Ü~sQO 细胞转化实验包括启动和促癌

两阶段细胞转化实验两部分，该方法除检测遗传毒

性致癌物外，还可对非遗传毒性致癌物进行筛查。

然而，OMNP 年欧洲替代方法验证中心（bCsAj）

的报告指出xOQz，_Ü~sQO细胞高通量转化试验是一种

体外致癌性的检测方法，该试验方法并不用于明确

区分致癌物属于遗传毒性致癌物或非遗传毒性致癌

物。_Ü~sQO 细胞高通量转化实验由于给药周期与

dreenpcreen= eC实验相比较长，而 pV本身具有一

定细胞毒性，长期给药可造成细胞大量死亡，因此

不适合在 _Ü~sQO 细胞转化实验中添加 pV。
dreenpcreen= eC实验在添加 pV条件下发现芫花素

存在遗传毒性，是对 _Ü~sQO细胞转化实验结果的重

要补充。因此不排除芫花素同时具有遗传毒性和非

遗传毒性致癌性的作用，当前结果提示有必要从多

种检测终点深入探究芫花素的毒性和作用机制，并

警惕含芫花素药物的潜在致癌性。

综上所述，Ames 波动试验和 dAaaQR~=
dreenpcreen筛选试验不依赖于形态学分析，可利用

VS孔板和特殊菌株、细胞模型实现高通量化，且在

国际上正处于改良和小规模实验室间验证阶段，是

良好的高通量筛选备选试验。两者可极大优化浩繁

的药物的毒性筛选工作，尤其适宜诸如中药等成分

和配伍复杂的药物。现阶段这两种方法在国内仍处

于探索阶段，亟需建立标准化方法和一套背景数据

来提高评价的可靠性并促进方法学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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