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实验证实了西红花苷对过氧化氢所致内皮细

胞凋亡有保护作用, 但其对基因表达或调控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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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真菌菌丝体甲醇提取物—A7 的抗肿瘤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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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一种真菌菌丝体甲醇提取物—A7 的抗肿瘤活性。方法　M TT 法观察 A7 对人 BEL-7402 肝癌

细胞、HCT -8 结肠癌细胞、SPC-A-1 肺腺癌细胞、GLC-82 肺腺癌细胞和 EC-109 食管癌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以小

鼠移植性肿瘤 S180模型,观察 A7 的体内抗肿瘤作用。结果　A7 对前述癌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 ( IC50 ) 分别为 0. 8,

1. 7, 4. 7, 5. 0, 7. 6 �g/ mL , 均小于 10 �g / mL ; 动物实验表明, 50 mg / kg A7 对 S180实体肉瘤的抑制率达 46. 8%

(P < 0. 001)。结论　A7 在体外和体内都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

关键词: 真菌菌丝体;抗肿瘤; MTT 分析; S180实体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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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antitumor activity of A7 extracted from one fungal myce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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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发酵产物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抗辐射和

抗肿瘤等生物活性,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自然

界中真菌种类繁多,真菌发酵产物是研究、发现新化

合物和开发研制新药的重要天然宝库。Calcarisp ori-

um arbuscula Preuss是我室从四川野生灵芝子实体

中分离纯化获得的一种真菌, 我们对其发酵获得的

菌丝体甲醇提取物进行了体外和体内抗肿瘤活性实

验研究。

1　材料

1. 1　药品:菌丝体, 由本室发酵获得。菌丝体浸膏

A 7 的制备: 将菌丝体干燥后研成粉状,用 75% 甲

醇提取并浓缩得粘稠浸膏, 2. 6 kg 菌丝体得 4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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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膏。MT T 由 Sigma 公司生产。DMSO 由北京化

工厂生产。

1. 2　仪器: EL 312e 型酶标检测仪, 由 Bio-T EK 公

司生产。

1. 3　动物及瘤源: 健康昆明种小鼠, 雌性, 体重

18～22 g ,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实验动物

室提供。S180腹水型肉瘤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

所传代保存。BEL-7402、GLC-82、SPC-A-1、EC-

109、HCT -8 癌细胞系均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

究所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

2　方法与结果

2. 1　A7 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采用 MT T

法[ 1～ 3] , 取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BEL-7402、HCT -8、

SPC-A-1、GLC-82、EC-109 癌细胞系, 用 RPM I

1640 培养基稀释为 3×10
4
/ mL, 按每孔 100 �L 种

入 96孔板。37℃、含 5% CO 2条件下培养 24 h 后加

样品 A 7,设 0. 5, 1. 0, 2. 0, 5. 0, 10. 0 �g / mL 5 个浓

度,同时设空白对照组和对照组, 每组设 3 个平行

孔。37℃、含 5% CO 2条件下培养 96 h 后, 弃去孔中

培养液,每孔加用无血清 RPM I 1640稀释 10 倍的

MTT ( 0. 5 mg / mL) 150 �L, 37℃、含 5% CO 2条件

下培养 4 h, 弃去 MT T 液, 每孔加 DMSO 150 �L
溶解甲肷, 酶标仪检测 A 570, 按抑制率= (给药组平

均 A 值- 空白对照组平均 A 值) / (对照组平均 A

值- 空白对照组平均 A 值)×100% 计算 A7 对几

种癌细胞的生长抑制率, 并通过浓度-抑制率曲线求

IC50。结果显示, 当样品作用 96 h 时, A7 对 BEL-

740、HCT -8、SPC-A-1、GLC-82 和 EC-109 癌细胞

生长抑制作用的 IC50分别为 0. 8, 1. 7, 4. 7, 5. 0 和

7. 6 �g / mL, 均低于 10 �g/ mL, 可见 A7 对肿瘤细

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见图 1。

图 1　A7 对几种肿瘤细胞系生长

抑制作用的量效关系曲线

2. 2　A7 的体内抑瘤活性实验
[ 4] : 于每只小鼠的右

腋皮下常规接种 S180肉瘤细胞悬液 ( 2×107/ mL)

0. 2 mL, 接种后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给药组, 每组 10

只, 接种 24 h 后, 给药组小鼠 ip A7 溶液 50 mg /

kg ,对照组小鼠 ip 等量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8 d。末

次给药 24 h 后, 颈椎脱臼处死小鼠, 剥离出瘤块称

重, 计算抑瘤率,抑瘤率= (对照组平均瘤重- 给药

组平均瘤重) /对照组平均瘤重×100% ,采用 t 检验

比较组间差异。结果显示, ip 50 mg/ kg A7 可显著

抑制 S180实体肉瘤的生长, 抑瘤率为 46. 8% ( P <

0. 001)。给药组的平均体重在实验前后无明显改变,

说明 A7 无明显毒性,见表 1。

表 1　A7 水溶液对 S180实体肉瘤的生长抑制作用

组别
剂量

( mg/ kg )

动物数 平均体重( g)

始 末 始 末

平均瘤重

( g)

抑瘤率

( % )

对照组 - 10 10 19. 6 20. 1 2. 63±0. 832 -

给药组 50 10 10 19. 5 19. 6 1. 40±0. 457* 46. 8

　　与对照组比较: * P< 0. 001

3　讨论

肿瘤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 世界各国都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研制新的高效抗肿瘤药。化

学治疗在肿瘤治疗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寻找高

效低毒的抗肿瘤化疗药是许多药学工作者的追求。

从动植物组织中可以提取获得结构独特而作用

机制新颖的抗肿瘤化合物,但受资源限制很大,且易

破坏自然植被, 破坏生态环境。利用发酵法从真菌中

获得原料药,具有大规模发酵生产和容易控制质量

等特点。过去从真菌发酵产物中开发的抗肿瘤药大

多是一些多糖类化合物, 通过提高人体免疫力来抗

肿瘤
[ 5, 6]
。自然界存在的真菌种类繁多,从这些真菌

的发酵产物中是否能寻找到作用机制新颖的抗肿瘤

成分, 是开发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工作。我们利用

MT T 法对 43 种真菌的发酵产物——菌丝体和发

酵液共 86 个样品进行初筛, 从中找到 3 个对实验

所用癌细胞系敏感的样品, 并对效果最好的样品

A 7进行了深入研究。

采用 MTT 法对 A7 的体外抑瘤活性进行了研

究, 结果显示 A7 对上述肿瘤细胞系的 IC50均低于

10 �g / mL, 其中 BEL-7402 肝癌细胞系对 A7 最敏

感,提示 A7 的抑瘤活性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可选择

BEL-7402肝癌细胞系作为敏感细胞系,对 A7抑瘤

活性和作用机制作更深入的研究,有望从中找到对

肝癌有特效的抗癌新药。

A 7 的体内抑瘤活性实验结果显示, 当 ip 50

mg/ kg A7 水溶液时, 对 S180实体肉瘤的抑瘤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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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8% ( P< 0. 001)。说明 A7具有显著的体内抑瘤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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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血归颗粒对初老雌性大鼠生殖器官抗氧化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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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精血归颗粒改善围绝经期生殖器官衰萎状况的作用机制。方法　将初老雌性大鼠随机分为 5

组, 设精血归颗粒高、中、低剂量组, 尼尔雌醇阳性对照组, 初老空白组; 另设青年空白组。检测生殖器官 MDA 含

量, SOD 活力。结果　精血归颗粒能降低生殖器官 MDA 含量,提高 SOD 活力, 与初老空白组相比具有极显著性差

异 (P < 0. 01) , 作用类于尼尔雌醇,并达到青年空白组水平。结论　“填补精血, 濡润阴器”之精血归颗粒能提高初

老雌性大鼠生殖器官的 SOD 活力, 减少 M DA 的堆积,增强其抗氧化作用,从而改善生殖器官的衰萎状况。

关键词: 围绝经期;生殖器官; 精血归颗粒;初老雌性大鼠; SOD ; MDA ; 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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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绝经期由于卵巢功能逐渐减退,雌激素水平

低下,由雌激素支配的靶器官出现萎缩性退化, 生殖

器官逐渐衰萎,正常的性生活能力下降,严重影响其

生活质量。现代医学多采用雌激素替代疗法,但其有

一定的副作用和禁忌症[ 1]。本课题组从实践中提出

绝经前后“肝肾不足,精血双亏, 阴器失于濡养”这一

病理机制, 并提出“填补精血, 濡润阴器”的治疗方

法,拟方精血归以改善围绝经期妇女生殖器官的衰

萎状况,为绝经期后妇女健康的性生活提供良好的

内环境。本研究通过检测精血归颗粒对初老雌性大

鼠生殖器官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 和丙二醛

( MDA) 的影响,探讨中医药改善围绝经期妇女生

殖器官衰萎状况的多途径作用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 1　动物: Wistar 雌性大鼠 60 只, 其中 50 只为

15月龄, 体重 ( 332. 19±30. 78) g, 另 10只,约 3月

龄,体重 ( 206± 20. 11) g, 由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

坪医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验动物合格证号:川实

动管质第 050 号。大鼠全价颗粒饲料由成都中医药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验中保持室温: 16 ℃～

20 ℃, 相对湿度 65%～75% ,动物购回后驯养 1 周

进行实验。

1. 2　药物:精血归颗粒药物组成: 熟地、当归、白芍、

山茱萸等。精血归颗粒浸膏: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制剂室提供,批号: 990526。每毫升含生药 5 g, 用

蒸馏水稀释为不同的浓度备用。尼尔雌醇:上海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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