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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藜芦醇抑制 A172 脑胶质瘤细胞生长的研究 

刘宏胜，戚爱棣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天津  300192 

摘  要  目的：研究白藜芦醇对 A172 脑胶质瘤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方法：将 A172 细胞接种于 96 孔板上，每孔加入不同

浓度的白藜芦醇，放入 CO2培养箱（37 ℃），培养 24 h、48 h 和 72 h，用 MTT（噻唑蓝）检测细胞的增殖活性。

结果：白藜芦醇对 A172 脑胶质瘤细胞生长有抑制作用，且呈时间与剂量依赖性。结论：白藜芦醇对脑胶质瘤细胞

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为临床进一步探讨脑胶质瘤的发病机制及应用中医药治疗脑胶质瘤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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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藜芦醇是近年来发现的具有预防肿瘤发生作

用的天然植物成分，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如虎

杖、藜芦、葡萄中都含有此成分。据有关报道
[1-2]

，

藜芦醇对人体具有调节脂质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

保护心血管、抗炎、抗肿瘤等多种生物学活性和药

理作用，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目前的研究表明
[3-4]

，白藜芦醇对鼠肝细胞癌、

人肝母细胞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细胞均有显著抑

制作用。但白藜芦醇对脑胶质瘤的研究作用国内还

少见报道。本实验将就白藜芦醇对 A172 脑胶质瘤细

胞的生长抑制、杀伤作用做初步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白藜芦醇（resveratrol，Res），购自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1535-200801，质量分数

100％。二甲基亚砜（DMSO，Sigma 公司产品），无水

乙醇，含10％小牛血清DMEM 培养液（圣东生物科技

发展公司），0.25％胰酶-0.02％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EDTA），MTT（噻唑蓝，Sigma 公司产品），青霉素，

链霉素，96孔培养板（Sigma 公司产品），Boitek 酶

标仪（基因有限公司），AE2405 电子分析天平（梅特

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RCO3000TVBB CO2培养箱

（美国Revco）及 DJ-CJ-2N 型净化工作台等。 

1.2  细胞来源 

A172 脑胶质瘤细胞购自天津赛尔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该细胞经一系列体外和体内培养传代生长

稳定。 

1.3  细胞培养 

A172 细胞于含 10％小牛血清的 DMEM 培养液中 

（含青霉素 100 U/mL、链霉素 100 μg/mL），放入

CO2培养箱（37 ℃）培养，隔日用 0.25％胰酶- 

0.02％EDTA 消化传代。 

1.4  白藜芦醇对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分别取对数生长期细胞，用胰酶-EDTA 消化

并计数，A172 细胞按 2×10
5
将 90 μL 的细胞混

悬液分别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的各孔中。24 h 后，

待细胞融合达 75％左右时，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

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先用无水乙醇溶解再用 DMEM

培养液稀释成不同浓度），使含 A172 细胞溶液的

终浓度分别为 44、88、176 μmol/L。每孔分别

加入 10 μL 白藜芦醇，每个浓度设 3 个复孔。对

照组加 DMEM 培养液（含醇量与实验组等量），置

CO2培养箱（37 ℃）培养 24 h、48 h 和 72 h 后，

加入 MTT（临用前用 PBS 溶解，pH7.4，浓度为 

5 g/L）振荡均匀，置 37 ℃培养箱培养 4 h 后，

弃去液体每孔加入 100 μL DMSO，室温振荡 

10 min，用 Biotek 酶标仪在 492 nm 处测吸光

度（A）值，作为反应细胞代谢状况的参数。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0.0 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白藜芦醇对 A172 细胞的作用 

结果见表 1，随着白藜芦醇浓度的增加、作用

时间的延长，细胞的 A值在减少，即细胞生长的抑

制程度与剂量、时间呈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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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藜芦醇对 A172 脑胶质瘤细胞的作用 ( 3=± n , sx ) 
Table 1  Effect of Res. on A172 glioma cell ( 3=± n , sx ) 

 A  
组别 浓度/（μmol•L-1

） 
24 h 48 h 72 h 

白藜芦醇 44 0.1959±0.0148
* 0.1866±0.0351

* 0.1732±0.0668
* 

 88 0.1886±0.0220
* 0.1786±0.0430

* 0.1656±0.0743
* 

 176 0.1805±0.0301
* 0.1648±0.0538

* 0.1572±0.0826
* 

对照组 － 0.2098±0.0623 0.2208±0.0516 0.2391±0.0513 

与对照组比较：
*
P＜0.01 

*
P＜0.01 vs control group 

2.2  白藜芦醇与 A172 脑胶质瘤细胞生长率的关系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作用时间的延长，A172

的存活率呈下降趋势。且与时间、剂量呈依赖性。 

.  
作用时间/h 

    正常对照             44 μmol•L-1
 

    88 μmol•L-1          176 μmol•L-1 

图 1  白藜芦醇对 A172 脑胶质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 3=± n , sx ) 
Fig.1  Inhibition of Res. on growth of A172 glioma cell 

( 3=± n , sx ) 

3  讨论 

脑胶质瘤病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病

变，其发病率极高，属于神经外科难治性疾病之一。

近 30 年来，恶性胶质细胞瘤的治疗效果未能得到明

显改善，其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术治疗、化学疗法、

放射疗法）疗效很不理想。因此，开发研制治疗脑

胶质瘤新药、新方法、新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

意义。 

白藜芦醇广泛地存在于药、食两用植物中。白

藜芦醇是植物在遇到真菌感染、紫外线照射不利条

件时所产生的植物补体，对植物本身起保护作用。

同时对人体也具有调节脂质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

保护心血管、抗炎、抗肿瘤等多种生物活性和药理

作用，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5]
。 

本实验通过体外研究白藜芦醇对大鼠 A172 胶

质瘤细胞的抑制作用，揭示白藜芦醇对 A172 胶质瘤

细胞具有抑制、杀伤作用，并呈时间-剂量依赖性。

本实验只是初步研究，白藜芦醇对 A172 脑胶质瘤的

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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