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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两种细胞模型评价野菊花的寒热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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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考察野菊花对人胃癌细胞株 SGC-7901、人宫颈癌细胞株 HeLa 生长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评价其寒热属

性。方法  用 MTT 比色法考察野菊花对 HeLa 细胞和 SGC-7901 细胞增殖的影响；倒置显微镜观察野菊花对细胞形态特征

的影响；台盼蓝染色法分析野菊花对 HeLa 细胞和 SGC-7901 细胞的细胞毒活性。结果  野菊花质量浓度≤20 μg/mL 时对细

胞生长有促进作用，使细胞密度增加、结构致密、生长旺盛，单个细胞略变大。台盼蓝染色表明野菊花对两种细胞无细胞毒

活性。结论  野菊花药性温热，且对 SGC-7901 细胞、HeLa 细胞无细胞毒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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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cold and hot characteristics of dried capitulum of Chrysanthemum 
indicum by two cellular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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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ld and hot characteristic of the dried capitulum of Chrysanthemum indicum by two cellular 
models (growth promotion and inhibition of human cervical carcinoma HeLa and gastric carcinoma SGC-7901). Methods  MTT 
assa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dried capitulum of C. indicum on the growth of HeLa and SGC-7901 cells in vitro.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HeLa and SGC-7901 cells treated with the dried capitulum of C. indicum were observed through invert 
microscope. Trypan-blue stain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ytotoxicity of the dried capitulum of C. indicum on HeLa and SGC-7901 
cells. Results  The dried capitulum of C. indicum could promote the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of HeLa and SGC-7901 cells at the 
concentration≤20 μg/mL.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showed the dried capitulum of C. indicum could increase the cell density, 
structure density, and cell vitality, and single cell became bigger. Trypan-blue staining showed the dried capitulum of C. indicum had 
no cytotoxicity on HeLa and SGC-7901 cell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dried capitulum of C. indicum shows a warm or 
hot characteristic and has no cytotoxicity. 
Key words: dried capitulum of Chrysanthemum indicum L.; drug characteristic; HeLa cells; SGC-7901 cells; cell proliferation; 
cytotoxicity 
 

野菊花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野菊 Chrysan- 
themum indicum L. 的干燥头状花序[1]。《本草纲

目》记载其“苦、辛，温”；《本草汇言》言其“气

凉”；《中药学》记载其“苦、辛，微寒”[2]。文献

记载中对野菊花寒热药性的描述存在分歧。中医认

为温热药给药后使机体生理功能表现为亢奋，而寒

凉药则表现为抑制，这在用寒、热中药制备寒证和

热证动物模型的实验中得到证实，即热药使动物体

温上升、中枢兴奋、代谢增强；而寒药则相反。而

作用于人体的寒热药性也应该在培养的细胞上有类

似的体现，即温热药可能会促进细胞生长、代谢、

增殖，而寒凉药对此表现为抑制。如果能够证明中

药寒热药性与培养细胞的生长有相关性，则无疑提

供了一种新的评价中药寒、热药性的简便方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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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述分析以及为了对野菊花药性有一个客观的认

识，本实验室在前期研究中建立了评价中药寒热属

性的细胞学方法[3]，结果显示常用的 10 多种热药和

寒药对培养细胞的生长确实存在促进或抑制作用，

证明该方法在评价寒热药性方面是可行的。本实验

应用该方法、采用人胃癌细胞株 SGC-7901 和人宫

颈癌细胞株 HeLa 评价野菊花寒热属性，为其临床

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药品与试剂 

野菊花，购自西安藻露堂医药超市，经西北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房敏峰高级工程师鉴定为野菊

Chrysanthemum indicum L.的干燥头状花序。HyClone
改良型 RPMI 1640 培养液，赛默飞世尔生物化学制

品北京有限公司；无支原体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

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噻唑蓝（MTT）、二甲基

亚砜（DMSO）、磷酸缓冲液（PBS）、台盼蓝染料，

西安沃尔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0.25%胰蛋白酶，

西安舟鼎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  仪器 

μQuant 酶标仪，美国 Bio-Tek 公司；CO2培养

箱，Sanyo 公司；96 孔板、超净工作台，苏州安泰

空气技术有限公司；倒置光学显微镜，重庆光学仪

器厂。 
1.3  细胞 

人胃癌细胞株 SGC-7901 由第四军医大学提

供；人宫颈癌细胞株 HeLa 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提供。 
2  方法 
2.1  药液的制备 

精确称取野菊花 20 g，每次加水适量，煎煮 3
次，每次 30 min，煎液合并后浓缩、定容至 20 mL，
质量浓度为生药 1 g/mL。药液在 10 000 r/min 条件

下离心 30 min，上清液用 0.22 μm 微孔滤膜滤过，

无菌水稀释至生药 10 mg/mL，备用。 
2.2  细胞培养 

将HeLa细胞及SGC-7901细胞消化于含有10%
胎牛血清的 RPMI 1640 培养液（pH 7.0～7.4）中，

恒温培养箱中在 37 ℃、5% CO2 及饱和湿度条件下

进行传代培养。 
2.3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 

分别取对数生长期 HeLa 细胞及 SGC-7901 细

胞，胰酶消化后调整细胞密度为 5×107/L，接种于

96 孔板，每孔 200 μL，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待

细胞贴壁后更换新鲜培养液（每孔 200 μL）。实验

分成 9 组：8 个给药组加入不同体积的野菊花煎液

（10 mg/mL），使其终质量浓度分别为 5、10、20、
50、100、200、400、800 μg/mL，对照组加培养液，

同时设调零孔，每组 3 个复孔。加药完毕将培养板

置于 CO2培养箱中培养 48 h，更换新鲜培养液（每

孔 180 μL），每孔加入新配制的 5 g/L MTT 溶液 20 
μL，继续培养 4 h。吸弃上清液，每孔加入 DMSO 150 
μL，震荡 10 min（60 次/min）后用酶标仪测定 490 nm 
处吸光度（A）值。计算细胞增殖抑制率。抑制率为

正值，表示对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抑制率为负值，

表示对细胞增殖有促进作用[4]。实验重复 3 次。 
抑制率＝1－实验组 A 值 / 对照组 A 值 

2.4  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改变 
按“2.3”项方法对 HeLa 细胞及 SGC-7901 细

胞进行分组和给药，细胞培养 48 h，更换新鲜培养

液（每孔 200 μL），在倒置光学显微镜（×4）下寻

找视野，然后观察（×10）细胞形态。 

2.5  台盼蓝染色观察细胞形态的改变 
按“2.3”项方法对 HeLa 细胞及 SGC-7901 细

胞进行分组和给药，细胞培养 48 h，更换新鲜培养

液（每孔 180 μL），每孔加入 0.4%台盼蓝染液 20 μL，
作用 5 min 后在普通光镜下观察。 
2.6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以 ±x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对细胞增殖的影响 

野菊花煎液质量浓度为 5、10、20 μg/mL 时，

对 HeLa 细胞和 SGC-7901 细胞增殖的抑制率为负

值，即对这两种细胞生长表现为促进作用；质量浓

度≥50 μg/mL，细胞增殖抑制率均为正值，即对细

胞生长表现为抑制作用，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P＜0.05、0.01）。结果见表 1。这与先前对肉桂、

花椒、仙茅的实验结果一致，即有些热药在低质量

浓度时对细胞生长、代谢、增殖表现为促进作用，

而在高质量浓度时则表现为抑制；寒药不论给药量

大小均表现为抑制作用[5]。 
3.2  对细胞形态的影响 

在野菊花煎液对两种细胞增殖具最强促进作用

的质量浓度（10 μg/mL）和对 SGC-7901 细胞具有

最强抑制作用的质量浓度（200 μg/mL）下，HeLa
细胞和 SGC-7901 细胞的形态观察见图 1。可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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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野菊花煎液对 HeLa 细胞和 SGC-7901 细胞增殖的影响 ( ±x s , n = 3) 
Table 1  Effect of dried capitulium of C. indicum decoction on proliferation of HeLa and SGC-7901 cells ( ±x s , n = 3) 

SGC-7901 细胞 HeLa 细胞 
组 别 ρ / (μg·mL−1) 

A 值 抑制率 / % A 值 抑制率 / % 

对照 － 0.942±0.105 － 0.528±0.036 － 

野菊花煎液 5 1.046±0.113* −11.04 0.734±0.126* −39.00 

 10 1.201±0.040** −27.50 0.835±0.054** −58.10 

 20 0.981±0.042 −4.1 0.658±0.092 −24.60 

 50 0.818±0.079 13.12 0.248±0.006** 53.01 

 100 0.442±00123* 53.02 0.108±0.011** 79.50 

 200 0.320±0.068* 66.03 0.155±0.051** 70.60 

 400 0.370±0.082** 60.72 0.104±0.006** 80.30 

 800 0.405±0.104** 57.01 0.102±0.001** 80.7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0.01 
*P < 0.05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图 1  野菊花煎液对 HeLa 细胞和 SGC-7901 细胞形态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dried capitulum of C. indicum decoction on cell morphous of HeLa and SGC-7901 cells 

照组 HeLa 细胞呈上皮样贴壁生长，细胞间结构紧

密，生长旺盛，细胞呈不规则多角形，细胞均质而

透明，核膜、核大；在 200 μg/mL 时，细胞固缩变

圆，细胞透明度明显下降，颗粒感增强，部分细胞

脱落，培养基总不似对照组干净，表明有脱落细胞

残骸存在。对照组 SGC-7901 细胞形态类似于对照

组 HeLa 细胞，也呈不规则的多边形，细胞致密，

核膜、核仁轮廓明显，细胞延展、扁平。野菊花质

量浓度为 10 μg/mL 时，可见细胞结构依旧致密，生

长旺盛，但单个细胞变呈不规则的多边形，细胞致

密，核膜、核仁轮廓明显，细胞延展、扁平。野菊

花煎液为 10 μg/mL 时，可见细胞密度变化不大，单

个细胞变大，但细胞结构致密，生长旺盛；在 200 
μg/mL 时，细胞密度明显降低，细胞间结构松散、

变圆，细胞颗粒感增加，部分 SGC-7901 细胞脱落，

培养基中有悬浮的细胞残骸。 
3.3  对细胞的毒性 

HeLa细胞和SGC-7901细胞经台盼蓝染色后均

未见有着色细胞，表明野菊花煎液在实验质量浓度

范围内对这两种细胞均无细胞毒作用。 
4  讨论 

对中药寒热药性的传统认识是前人用药经验的

总结，但也会因为时代、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出现认

识分歧[5]。虽然可用寒热证动物模型评价和验证中

     

     
对照                   野菊花煎液 10 μg·mL−1             野菊花煎液 200 μg·mL−1  

HeLa 细胞 

 

 

 

 

 

SGC-7901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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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寒热药性[6]，但动物个体之间的差异对实验结

果影响很大，大部分情况下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

微量量热法的提出和实践是中药寒热药性研究的突

破[7]，但也应该看到细菌与人体在很多方面上存在

巨大差异，故该方法尚需更多的验证。人体细胞是

组成人体的基本单位，与人体有更多的相似性，推

测中药作用于人体表现的寒热属性在其细胞上也应

有类似的效应，故本实验室建立了评价寒热药性的

细胞学方法，经过对常用寒热中药的实验证明是可

行的[3]。中药寒热药性在不同细胞上的表现是否一

致，这是本实验想解决的问题之一，本实验结果表

明野菊花在两种细胞上的效应是一致的。 
野菊花的寒热属性历来就有争议，本实验结果

显示其药性为温热，这与《本草纲目》言其“温”

是一致的。至于温还是热，本实验方法尚不能区别，

原因是每味中药使用量不同，所含成分不同，缺乏

比较的共同基础。中医对中药药性最普遍的认识有

寒、热、温、凉四性说；也有人认为应是五性说（应

加上平性）；还有人认为温热本质相同，只是程度上

有差异，而寒凉依然，因此应该只有寒热两性，若

再加上平性，就是寒热平三性[8-12]。至于几性说更

合理、更科学，尚需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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