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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L均可从细胞膜上脱落形成可溶形式的-sFas、

sFasL，当sFas与FasL结合后，抑制相应受体效应

(Fas—FasL)从而抑制细胞凋亡作用[9]，而sFasL具

有与膜Fas(mFas)同样生物学作用，可引起细胞

凋亡。

．本实验发现未用药处理的对照组K562细胞

Fas阳性表达率为(13．93士2．56)％，100 ttg／mL

TSPG诱导K562细胞凋亡时，Fas阳性表达率升

高，由此可推测TSPG诱导K562细胞凋亡可能与

上调细胞Fas表达有关；另一方面，对照组K562细

胞FasL阳性表达率为(8．65士0．8)％；在100弘g／

mL TSPG作用K562细胞9 d中，实验组与对照组

FasL表达差异无显著性。根据以上实验结果，推测

TSPG诱导K562细胞凋亡可能机制为：①TSPG

诱导K562细胞表达Fas，Fas直接导致细胞凋亡，

即Fas阳性细胞自杀的结果。②在体外K562细胞

培养体系中，虽然TSPG不能使K562细胞表达

FasL的阳性细胞升高，但考虑到仍有部分K562细

胞FasL阳性，也可通过相邻细胞膜表面Fas与

FasL结合而相互残杀，从而导致细胞凋亡。③有文

献报道急性白血病细胞可自分泌肿瘤坏死因子

(TNF)[1¨，是否Fas阳性细胞对自分泌TNF敏感

而促进细胞凋亡，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此外，本实验还分析了100／lg／mL TSPG诱导

K562细胞凋亡时，细胞培养上清液中sFas的变化

情况，结果显示在9 d的观察时间内，实验组与对照

组sFas水平无明显变化。由此可初步推测TSPG

诱导K562细胞凋亡可能与细胞Fas升高及其所产

生的受体效应有关，而与sFas作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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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芝菌粉对乙醇诱导的大鼠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ll

陆震鸣，敖宗华‘，陶文沂，邹锡良，符慧子

(江南大学工业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无锡 214036)

樟芝Antrodia camphorata(M．Zang&C．H．

Su)Sheng H．Wu，Ryvaden 8L T．T．Chang，又名

牛樟菇、牛樟芝，是一种寄生于台湾特有树种——牛

樟树腐朽内壁的多孔菌[1]。在民间，樟芝长久以来被

用来治疗食物、酒精和药物所引起的中毒，以及腹

泻、腹痛、高血压、乙型肝炎‘副、肝癌‘33和抗氧化‘幻

等。有研究证实樟芝发酵液对四氯化碳所诱发的肝

损伤也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口矗]，多糖、三萜类

化合物和酚类物质被认为是樟芝中主要的活性成

分。本实验采用大鼠急性乙醇性肝损伤模型来评价

樟芝菌粉的保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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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药物：樟芝菌粉由本实验室根据专利方法进行

生产[73，其中含多糖20．65％、三萜类化合物4．3％、

酚类物质10．54％。樟芝菌粉临用时用1％羧甲基

纤维素钠(CMC—Na)溶液悬浮。水飞蓟素(常州神

马植物提取有限公司，质量分数80％)临用时加

1％CMC—Na制成混悬液。

1．2试剂：无水乙醇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以去离子水稀释成60％溶液。血清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碱性磷酸酶(ALP)、总胆红素(BIL)和甘

油三酯(TG)测定试剂盒(罗氏诊断试剂有限公

司，上海)。丙二醛(MDA)、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Px)和谷胱甘肽还原酶(GR)测定试剂盒(ga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DTNB、还原型谷胱甘肽≮

(GSH)购自Sigma公司。
‘

1．3动物：SD大鼠，雄性，清洁级，(180土20)g，购

自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许可证号：SCXK(浙)

2003--0001]。大鼠于实验开始前在温度和光照严格

控制的房间内先适应一周，饲料和饮水不受控制。

2方法

2．1大鼠急性乙醇性肝损伤模型：大鼠随机分为6

组，分别为正常组、樟芝菌粉对照组(1 000 mg／

kg)、乙醇损伤模型组、水飞蓟素组(200 mg／kg)、樟

芝菌粉组(500、1000 mg／kg)，每组8只。正常组和

模型组每天ig 1％CMC—Na，其他各组每天ig相应

药物，连续10 d。第11天时，除正常组和樟芝菌粉

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外，其余各组大鼠ig

60％乙醇(1 mL／kg)，禁食18 h后摘眼球取血，分

离血清；取肝脏用0．86％氯化钠溶液制备10％肝

脏匀浆；取肝左叶小块置10％福尔马林中固定。

2．2肝功能评价：于全自动分析仪上用试剂盒方法

测定血清AST、ALT、ALP、BIL和TG水平。

2．3病理学观察：肝组织进行苏木精一伊红染色，光

镜下观察。

2．4肝组织MDA、GSH水平和GPx、GR活性测

定：GSH水平采用Ellman方法测定印]。其他指标严

格按试剂盒说明分别进行测定。

2．5数据分析：数据以至土s表示，采用SPSS 13．0

统计程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采用Dunnett

方法比较。

3结果

3．1 对急性乙醇性肝损伤大鼠血清AST、ALT、

ALP、BIL和TG的影响：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

鼠血清AST、ALT、ALP、BIL和TG明显升高

(尸<0．01)；樟芝菌粉对照组大鼠各项指标与正常

组比较没有差异；与模型组相比，水飞蓟素组和樟芝

菌粉高、低剂量组大鼠血清AST、ALT、ALP、BIL

和TG明显下降(P<0．05)。见表1。

3．2对急性乙醇性肝损伤大鼠肝组织病理变化的

影响：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肝脏出现肝细胞肿

大，胞浆疏松，脂肪空洞，汇管区炎症细胞浸润等现

象；樟芝菌粉高、低剂量组除了肝窦和血管周围还有

少量炎症细胞之外，对于其他病变具有很好的保护

作用：樟芝菌粉对照组的观察结果与正常组相似。

3．3 对急性乙醇性肝损伤大鼠肝脏MDA、GSH

水平和GPx、GR活性的影响：与正常组相比，模型

组大鼠的肝脏MDA水平显著升高(P<o．05)；模

型组GSH水平、GPx和GR活性与正常组比较，分

别下降42．1％、26．2％和33．7％，差异具有显著性

(尸<o．05)；樟芝菌粉高、低剂量组均能够抑制乙醇

所致的MDA升高，并显著提高GSH水平及GPx

和GR活性。见表2。

4讨论

乙醇摄入能够通过两种途径导致脂质过氧化的

发生，即增加活性氧系(ROS)的产生和降低内源

性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E、谷胱甘肽的水平Ddo]。

MDA为脂质过氧化产物之一，机体组织MDA的

增加或减少间接反映了机体细胞受自由基攻击的严

表1 樟芝菌粉对急性乙醇性肝损伤大R an清AST、ALT、ALP、BIL和TG水平的影响(；士s，席=8)

Table 1 Effect of A．camphorata powder on serum AST，ALT,ALP，BIL，and TG levels

‘

in acute ethanol—induced liver damage of rats(；士s，靠=8)

与正常组比较：&Ap<o．01；与模型组比较l。P<0．05 一P<O．01

AAp<o．01"05 normal group；‘P<0．05。’P<0．01 w mode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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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樟芝茵粉对急性乙醇性肝损伤大鼠肝脏MDA、GSH水平和GPx、GR活性的影响(i土s，露一8)

Table 2 Effect of A．camphorata powder on hepatic MDA，GSH levels，and GPx，and GR activities

in acute ethanol—induced liver damage of rats(；土s，辟一8)

与正常组比较；zxp<0．05I与模型组比较I’P<0．05 一尸<O·01

△P<0．05 w normal group；。P<0．05’。P<0．01 V5 model group

重程度。细胞内，尤其是线粒体上的GSH是能起到

阻碍乙醇性肝病发展的体内抗氧化系统中的主要抗 M

氧化剂。同时，肝脏GPx和GR活性也与谷胱甘肽

的水平有关。本实验证实乙醇可使小鼠血清ALT一 ⋯

和AST活性明显上升，同时肝组织MDA水平明

显增加，GSH水平减小，GPx和GR活性降低。樟芝

菌粉高、低剂量均可显著降低小鼠血清AST、ALT、
⋯

ALP、BIL和TG水平，在某些指标上(AST、

ALT)，其保护程度可与水飞蓟素相比。同时樟芝菌
N。

粉能降低肝组织MDA水平，提示具有明显的抗脂

质过氧化作用，其作用机制与上调肝脏GSH水平
∽J

以及GSH相关酶系GPx和GR的活性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樟芝菌粉高剂量组在某些指标方

面，如ALT，ALP、TG、MDA等，其作用效果没有
⋯。

低剂量组好，此结果表明樟芝菌粉预防急性乙醇性 [8]

肝损伤作用没有剂量依赖性。樟芝中主要成分有甾

体、三萜类化合物、多糖、倍半萜内酯、酚和二酚类衍 r9]

生物等，其中发挥保肝作用的有效成分及最佳剂量

有待进一步研究。 ，，．、
Lj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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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重楼提取物及化学成分的抗肿瘤活性研究

张兰天1，左予桐1，高文远1，张富庚1，陈海霞1，段宏泉”

(1．天津大学药物与科学技术学院，天津300072；2．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天津300070)

云南重楼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yun—

nanensis(Franch．)Hand．一Mazz．为百合科重楼属

植物，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川，其干燥根茎具

有止血、免疫调节、心血管作用‘幻等药理活性，尤其

在抗肿瘤方面，已经作为云南白药、楼莲胶囊、博尔

宁、金复康等多种成药的组成成分之一，用于治疗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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