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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冬多糖的抗肿瘤作用

浙江奥 托康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金华 3 2 1 0 53)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 司

张文女

黄金龙

获荃 系多孔 菌科植物袂 荃 P o r ia 。 o c o 、
( S

e
h w

.

)

W ol f 的干燥菌核
,

获等多 糖是其抗肿瘤 的主要 活性

成分之一
。

近年来
,

大 量的动物 实验证明
,

与其 它真

菌多糖一样
,

获荃多糖有非常显著 的抗肿瘤作 用
。

临

床 试 用 以 治 疗 鼻 咽 癌
、

胃癌
、

肝癌 等取得 良好效

果川
。

现就其抗肿瘤作 用及其机制总结 如下
:

1 抗肿瘤作 用

日本学者 横 田 正实 z[] 报道获菩水提液 (主要 成

分为多糖 )能增 强丝 裂霉素 (M M C )的抗 肿瘤 作 用
。

以尿素为助溶 剂制成的获等多 糖复 合物
,

实验表 明

也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川
。

获荃 多糖对小 鼠体内 S
, l8(

肉瘤细胞抑制率达 48 % 闭 ;对小鼠 51
8。
和 E A c 瘤株

有 明显抑制作用圈
,

能 明显抑制小 鼠腹水 型肉瘤
、

人

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 K 56 2

细 胞增殖
,

对 51
8。

细胞膜磷脂

酞肌醇 ( P D 转换有明显抑制作用 (尸 < 0
.

0 5 ) ;能 显著

改变其磷脂 的脂肪 酸组成
,

降低花生 四 烯酸〔C
Z。

,
;

]

( P < 0
.

0 5 )和豆范酸 [ C
, 4 , 。

〕( P < 0
.

0 1 )的含量 ;且能

使肿瘤细胞膜唾液酸 ( S A )升高 (尸 < 。
.

0 5 ) ,
一们

。

2 作用机制

目前 普遍认 为主要 是通过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

激活免疫监视系统来实现 的
。

近年发现其 对肿瘤细

胞有一定的直接杀伤作用
。

笔者认为
,

获荃多糖可能

通过 以下途径起到抗肿瘤作用
。

2
.

1 依赖 宿主的免疫 系统
,

激活机体对 肿瘤免疫监

视 系统 ( 包括特 异性 和非特 异性 免疫 )
,

而抑制 肿瘤

细 胞的增殖和 杀伤肿瘤细胞作用是其抗肿瘤的主要

机制
,

具体主要包括 以下环节
:

诱 导 T 淋 巴细胞 产生 I L
一
2

,

提 高 I L
一
2 的 活性

。

I L
一
2 能诱导 T H

细胞和 T c
细 胞增殖

,

增 强 N K 细胞

及 淋 巴 因子活化 的杀 伤细胞 ( L A K )的 活性 ;诱导干

扰素的产生
。

获等多糖 还 能增强 巨 噬细胞识别 功 能
,

提 高巨

噬 细胞 的吞噬 率和吞 噬指数
,

并 能通 过增 强肿 瘤坏

死 因 子 ( T N F ) 基 因 的转 录 而 增 加 巨 噬 细 胞 释 放

T N F
,

并增强 T N F 的活性
。

T N F 是 巨 噬细胞分泌的

一 种多肤
,

是 一种能 直接造成肿 瘤细 胞死 亡的细 胞

因子
。

T N F 不仅直接参于单核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

伤
,

而且能通 过抑制基 因转 录活性
,

特异 地降低 m yc

基因 m R N A 的表达水平 l0[ 」 ,

使 H L A 的 m R N A 表达

水平 增加
,

增强细胞免疫尤其 是细胞毒性 T 淋 巴细

胞 ( C T L )活性
,

间接起到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
。

获等 多糖对细胞免疫偏低者有很 强的促进 细胞

免疫作用 ll[ 〕 ,

能明显增强 脾 T 淋 巴 细胞对 C
o n A 刺

激的增殖 反应 (尸 < 0
.

0 1 )
,

同时提高小 鼠外周 T 淋

巴 细胞
a 一A N A E 阳性率 (尸 < 0

.

0 5 )[
`“

·
’ 习 ,

且能调 整

T 细胞亚群 的比值
,

增 强机体免疫 功能
,

改善机体状

张文女 33 岁
,
19 8 8 年毕业 于浙江工学院化工系分析化学专业

,

工学 士学位
,

医药工程师
,

执业 药师
。

一直在制药企
业从事新药开发和质量技术管理

,

先后 参与开发 国家级新药 10 余个
,

获 国家级 Q C 小组成果二 等奖 1 次
,

三等奖 1 次
,

获省
优秀论文奖 l 次

,

已发表科技论文 5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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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

增 强抗感染能力
,

还能激活 B 淋 巴 细胞
,

增 强其

活性
。

2
.

2 通过抑 制肿瘤细 胞 D N A
、

R N A 的合成 而实现

其对肿瘤细胞 的直接杀伤作用
。

2
.

3 获荃 多糖升高肿瘤 细胞膜上的唾 液酸 (S A )含

量可能是其抗 肿瘤机制之一
。

S A 与细胞膜的许多功

能有 关
,

并涉及 肿瘤 转移
,

肿 瘤相 关抗原 的暴露
,

免

疫细胞活 化等过程 14[ 」 。

S A 增多
,

影响细胞表面电荷

特性
,

细胞膜 的物质转运
,

抗原决定簇的暴露
,

免疫

活性细胞 的活化膜表面受体 功能的改变等与细胞增

殖有关 的因素而起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
。

PI 是 80 年代发现的肌醇脂质信使系统 的重 要

成分
,

存在于 质膜和 内质网
,

膜上 PI 在 P l 激酶作 用

下 发生磷酸 化反应生成 P IP (即 PI 转换 )
,

P IP 再进

一步代谢产生第二信使
,

从而完成生物信息 的跨膜

传递
。

自从 1 9 7 7 年 压
r
i n g

e r
首次报道 R

o u s
肉瘤病

毒 转化细 胞 P l 转换率增加 [ ` s〕 ,

随后 R
a n a [ ` 6〕证实 了

这一点
。

近年发现某些肿瘤细胞的 P l 转换也增强
,

而且在肿瘤形成早期也发现 P l 激酶 活性增加
,

此外

PI 转换增 强还与癌基因有关
,

许多癌基因编码 产物

如 E G F
、
P D G F

、

T G F 等亦促进细胞的 P l 转换 [ , 6
·
` , 〕 ,

说明 PI 转换增强是 肿瘤 细胞 的一个特征性生化 改

变
。
B er ir d g

e
认为 P l 转换增强与细胞的快速增殖有

着不可分 割的关系 ls[ 〕 。

抑制或干扰 P l 转换具有一定

的抗癌作 用 l9[
,

20]
。

因此获荃多糖对 5 180 细胞膜 P l 转

换的 明显 抑制效应可能是其抗癌机制之一
。

细胞膜的脂肪酸有一定 的组成 以维持正常的生

理功 能
,

文献报道肿瘤细 胞膜磷脂 的脂肪酸组成明

显 异 常
,

其 中最 显 著 的 是 花 生 四 烯 酸 ( C Z。
.
` ) 升

高21[ 〕
。

而 C
Z。

.
`
与肿瘤细胞 的生长有 一定关系

。

一方

面
,

C
Z。 . ;

是前列 腺素
、

血栓素
、

白三烯类物质的前体
,

现 已发现
,

在乳腺癌
、

结肠癌
、

肺癌等许多癌组 织 中

前列腺素 ( P G S )
,

尤其 P G E
:

异常增高
,

且前列腺素

在肿瘤发生发展的各 阶段均起促进作 用 22[ 〕 。

前列腺

素合成 阻滞 剂阿 司匹林具有抑制 肿瘤 生长
,

增强 肿

瘤对抗癌药 的敏感性 的作 用田〕 ; 另一方 面
,

C
Z。 : `
是

高度 多不饱 和脂肪 酸
,

易被细胞内 自由基攻击发 生

过氧 化反应
,

产 生具有致 癌和促进肿瘤 生长 的毒性

物质丙二醛 ( M D A )
,

而 花生 四烯酸代谢抑制剂和

P G E
:

合成抑制剂都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川
,
2叼 。

所 以

获菩 多糖降低 肿瘤细 胞膜 的 C
Z。

:
。
可能 也是抑 制肿

瘤细胞增殖的一个重要原 因
。

另外
,

获荃多糖能增强肝脏 S O D 活性 而清除氧

自由基
,

这也是其抗肿瘤机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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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及其制剂不宜长期过量服用

江苏省丹徒县皮肤病 防治所 ( 2 1 2 0 0 4) 朱怀 宝

甘草
,

又 名 国老
,

系 豆科植物甘草 的 根或根状

茎
,

是临床常 用的 中草药之一
,

因其有润 肺解毒
、

补

中缓 急
、

调和 诸药等功效
,

在中医处方中
,

甘草的出

现频率相当高
。

据统计
,

《伤寒论 》中 1 10 个处方中就

·

附 4
·

有 74 个用甘草
,

频率为 67 %
,

《中 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

一部 3 98 个中成药成方制剂 中
,

用甘草的有 12 2 个
,

频率为 31 %
。

同时它的粗提物也是一些药物制荆中

的主要成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