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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芝提取液对辐射的防护作用研究

中山 医科大学 肿瘤研究所 (广 州 5 1 0 0 6 0) 梁永能
`

陈小君 李永强 孙 艳

摘 要 采用
“℃ 。 y 射 线 7

.

5 G y 对 N IH 小 鼠进行一 次性全身照射
。

结果表 明云芝提取液对 60 C
。 下

射线 照射的小 鼠有显著 的保 护作用
,

3 次实验中小 鼠的平均生 存期 ( d ) :

正 常对照组 (不加 放射 )3

次实验均 为 30
.

0士 0
.

0 ;云芝保护组 分别为 24
.

1士 5
.

9
,

23
.

7士 6
.

3 和 23
.

9 士 6
.

1
;
单纯放射组分别

为 7
`

7士 1
.

7
,

8
.

3士 1
.

2 和 8
.

1士 0
.

9
。

云芝保护组 的平 均生存期与单纯放射组 比较差 异非常显著
,

均 尸 < 0
.

沮
。

正常对照组 30 d 的存活率 3 次实验均为 10 0 % ; 云芝保护组存活率分别为 60 %
,

50 %

和 5 0%
;
单纯放射组 3 次实验 均为 O

。

云芝保护组的指数 (K
,

1
.

2 以 上为有意义 )3 次实验分别为

3
.

4
,

2
.

8 和 3
.

0
。

云芝保护组放射后外周血 W B C 和 P L T 数降低不明显
,

且第 6 天 明显回升
,

而单

纯放射组 明显降低
,

第 6 天 回升 不明显
,

两组 比较差异非常显著 (尸 < 0
.

01 )
。

关键词 云芝
“℃。 了射线 辐射防护

放射治疗是治疗肿瘤病人的主要手段之

一
,

如何提高其疗效
,

达到最大限度的杀死肿

瘤细胞和保护正常组织是近年来国内外广大

医务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

作者采用
6

℃0

y 射线对小鼠进行一次性全 身照射
,

观察 云

芝提取液对辐射的防护作用
,

为临床使用云

芝提供有意义的资料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1
.

1
,

1 动物
: N IH 雄性 小 鼠由第 一军 医大

学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
,

体重 2 0一 22 9
,

实验动

物合格证
:

95 A 02
;广东省实验设施条件检测

合格证
: 9 4 1 1

。

1
.

1
.

2 药 品
:

云芝提取液 (简称云芝液
,

2 9

干药 /m L ) 由香港维特健灵健康产品有限公

司提供
。

1
.

1
.

3 照射条 件
:

用 P H O E N L X
一 6 0

C o y 照

射治疗机
,

源距 80
c m

,

照射面积为 25 c m 只

2 5 c m
,

一次性全身照射
,

单放组和云芝保护

组各 接受总剂量分 别为 7
,

S G y
,

剂量 率为

0
.

8 0一 0
.

9 4 G y /m i n
。

1
.

2 方法

小 鼠随机分成 3 组 (1 O 只 /组 )
:

正常对

照组
,

P o 生理盐水 2 0 m L / ( k g
·

d )
,

不加放

射 ;
单纯放射组

,

放射加 20 m L / k( g
·

d) 生理

盐水和 云芝保护组放射加云芝液 20 m L / k( g

·

d )
。

每次实验为照射前给药 3 d
,

照射后继

续给药 7 d
。

观察并记录各 鼠的生存状况
、

存

活期并定 期检测各组 鼠的外周血的 白细胞

(W B C )和血小板 ( P L T )数的变化
,

计算各组

鼠在 30 d 中的平均生存期
、

存活率及保护指

数并计算在照射后的不同时间内 (第 2 天
、

第

6 天 ) 各组 鼠外周血 白细胞和血小板平均数

为正常对照组的平均数的百分数
。

2 结果

2
.

1 对生存期的影响
:

在 3 次实验 中
,

正常

对照组平均生存期 d( ) 为 3 0士 0
.

0 ,

云芝保护

组分 别为 2 4
.

1 土 5
.

9
、

2 3
.

7 士 6
.

3 和 2 3
.

9 士

只,ùn
引
111一a

二钾
奉

A d d r e s s

医学院检验专业大专班
,

现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技师
,

主要从事肿

n g ,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a n e e r ,

S u n Y a t 一 s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 e d i e a l S e i e n e e s ,

G u

梁永能 男
工作

,

曾参与
“
八

学 方面的研究
。

五
”
国家医学科 技公关课题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及一些省
、

部级课题的研究
,

发表论文数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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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单纯放射组分别为 7
.

7士 1
.

7
,

8
.

3士 1
.

2

和 8
.

1士 0
.

9
。

云芝保护组与单纯放射组小 鼠

生存期相比
,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非常显著

性
,

均 尸 < 0
.

01
。

3 O d 存活率 3 次实验中正常

对照组为 1 0 0%
,

云芝保 护组分 别 为 60 %
、

50 %和 5 0%
,

而单纯放射组则为 O
,

见表 1
。

表 1 云芝提取液对小鼠受
`。 C o y 照射后 3 0 d

存活率及平均存活天数的影响

剂量

( X 10d)

动物数 存活数 存活

(只 ) (只 ) 率(%)

l

云芝保护组 2

3

1

单纯放射组 2

3

1

正常对照组 2

3

20 9 / ( kg
`

d )

20 9 /( kg
·

d)

20 9/ (掩
·

d)

20 m L / (kg
·

d )

2。而 / (k g
·

d )

20 m L / (kg
·

d )

Zo mL / (kg
·

d )

20 m L / (kg
·

d )

20 m L / (kg
·

d )

l O

l 0

10

10

l 0

10

l 0

10

l 0

平均存活

时间 (d)

24
.

1士 5
.

9

23
.

7士 6
,

3

2 3
.

9士 6
.

1

7
.

7士1
.

7

8
.

3士1
.

2

8
.

1士0
.

9

30
,

0土0
.

0

30
.

0士0
.

0

30
.

0士0
.

0

2
.

2 保护指数 ( K
,

1
.

2 以上为有意义 )
: 3 次

实验分别为 3
.

4
,

2
.

8 和 3
.

0
。

2
.

3 对外周血 的影 响
: 3 次实验 中

,

照射后

第 2 天和第 6 天白细胞数云芝保护组分别为

正 常对 照组 的 7 0
.

5 %
,

7 1
.

5%
, 7 3

.

6%和

了8
.

0%
,

81
.

1%
,

86
.

6%
。

单纯放射组为正常

对照组的 2 1
.

5%
,

2 3
.

5%
,

2 5
.

5%和 3 6
.

5%
,

23
.

5%
,

2 4
.

6%
,

照射后第 2 天及第 6 天云芝

保 护组 血 小 板 为 正 常 对 照 组 的 74
.

4 %
,

7 8
.

2%
,

7 5
.

3%和 8 0
.

5%
,

8 4
.

4 %
,

8 5
.

0 %
;

单纯放射组分别 为正 常对 照组 的 22
.

5%
,

2 3
.

5%
,

2 4
.

6%和 2 6
.

5%
,

2 8
.

2 %
,

2 7
.

5%
。

单纯放射组与云芝保护组 比较经统计学处理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

均 尸 < 0
.

01
。

2
.

4 照射后第 2 天到第 6 天见 云芝保护组

小鼠仍活动活跃
,

毛色有光泽
,

未见有松毛
、

脱毛和死亡现象
。

而单纯放射组则小 鼠活动

比较迟钝
,

有松毛
、

脱毛及死亡现象
。

3 讨论

结果表明云芝提取液对辐射有明显的防

护作用
,

其作用可能与云芝提高机体免疫功

能
、

增强免疫调节功能和保护造血系统有关
。

云芝是一种较为珍贵的药用真菌
。

1 9 8 0 年 日

本科学家已成功地在云芝提取液中找到它的

最有效成分 P S K
,

即一种含蛋白质及多糖肤

的物质
,

证实 P S K 有抗细菌
、

抗霉菌及病毒

的能力
,

更能刺激巨噬细胞转化
,

增加血液里

的白细胞介素 I
、

y 干扰素及肿瘤坏死因子等

的作用
,

临床上能抑制癌细胞之生长
。

本实验

的云芝提取液采用一级野生云芝
,

用先进的

科技提练而成
,

含有 P S K
、

木质素及其 他有

效成分
,

经中山 医科大学分析测试 中心分析
,

尚含有丰富的硒和有提高免疫功能的有机锗

等微量元素 l[,
’ 〕。

因骨髓型急性放射病动物死

亡的主要原因是免疫缺 陷所 致的感染合并

症 l[ 一 5〕
。

云芝对小鼠脾脏淋巴细胞 转化和 白

细胞介素
一

2 (I L
一

2) 的分 泌有 明显 的促进 作

用闭
。

在本研究 中也见单纯放射组小鼠外周

血的白细胞和血小板在放射后第 2 天明显降

低
,

第 6 天未见 明显 回 升
,

且 大部分 小 鼠死

亡
。

而云 芝保护组降低不 明显
,

且第 6 天迅速

回升
。

可见云芝抗辐射的防护效果
。

本研究

为临床进行辐射防护提供有意义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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