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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是传统

中药材枸杞的主要成分之一#由阿拉伯糖*葡萄糖*半乳糖*甘

露糖*木糖*鼠李糖等
'

种单糖组成)近年来对
9,?0

的药理

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
9,?0

具有调节机体免疫*抗肿

瘤等功能'

!>%

(

)

9,?0

的研究已成为当前热门课题#但国内外还

未见
9,?0

对人树突状细胞$

:I6:5232HHINN

#

W/

&成熟和功能影

响的报道)本研究观察
9,?0

诱导
W/

成熟和增强
=

细胞增

殖作用#研究其具体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研究
9,?0

调节特异

性免疫应答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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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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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人外周血购自北京市血库#淋巴细胞分离液

购自上海试剂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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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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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用型二步法生物素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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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二抗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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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美国泛

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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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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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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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正常人外周血
"&&89

#以淋巴细胞

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于培养皿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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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贴壁细胞即单

核细胞#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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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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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照%

#CZ

培养
%DL

后收集

细胞)观察
W/

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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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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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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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固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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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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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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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除内源性过氧化酶)蒸馏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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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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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洗
#

次#每次
E826

)滴加一

抗$鼠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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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

抗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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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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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洗
#

次#每次
E826

)滴加
?(A&&&

试剂盒内

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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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

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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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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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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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Z

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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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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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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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
E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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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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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
E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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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

显色#显色

时间
E

$

!&826

)用自来水充分冲洗#复染核后#脱水*透明*封

片*光镜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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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获得
!

取同种异体外周血#按以上方法获得

单个核细胞于培养皿培养
"L

后#收集非贴壁细胞即为淋巴细

胞#将
#Y!&

C 个"
89

淋巴细胞注入尼龙毛柱#放入培养箱静置

!L

)用培养液洗柱#洗下的即为
=

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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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激活和增殖
!

调节按以上方法获得的
=

细

胞浓度为
"Y!&

E 个"
!&&

%

9

#以每孔
!&&

%

9

加入
A'

孔板#作

为反应细胞)收集按以上方法获得的两组
W/

作为刺激细胞)

调整
W/

浓度为
"Y!&

#

*

!Y!&

%

*

"Y!&

% 个"孔#分别与
=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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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

年
D

月第
#A

卷第
!'

期



混合#总体积为每孔
"&&

%

9

#每组设
E

个复孔)培养
!"&L

#于

最后
!DL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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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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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离心#弃上清液#加入

!E&

%

9

二甲基亚砜$

W-.U

&)用酶标仪检测
UW

值#并计算细

胞增殖指数)增殖指数
h

$实验组
UW

值
e

反应细胞对照组

UW

值
e

刺激细胞对照组
UW

值&"反应细胞对照组
UW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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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所得数据用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实验结果以
Ng9

表示)以
L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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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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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的体外诱导与培养
!

在倒置相差显微镜下可见正常

人外周血分离的单核细胞在培养过程中体积逐渐增大#细胞形

态由圆形变为逗点状*蝌蚪状*长梭形或不规则形#并向四周伸

出不规则状的突起)经
9,?0

作用的
W/

呈悬浮状生长#体积

较大#大小不等#呈圆形#细胞表面有突起且在培养液中可摆动

或伸缩)而经
<?-_!'%&

培养的
W/

对照组与培养前无明显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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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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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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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

等分子表达的影响
!

经
9,?0

诱导培养的
W/

分子表达有明显变化$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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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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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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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
<?-_!'%&

培养的
W/

分子表达与培养

前变化不明显$表
!

&)

表
!

!!

两组培养
":

后
W/

分子表达的图像

!!!!

分析结果#

Ng9

&

分子表达 实验组
-UW

$

-h"&

& 对照组
-U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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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T/

-

&$"DC%g&$&!%E &$&"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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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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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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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 &$!A"'g&$&&#D &$&"E#g&$&&!A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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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增殖实验结果
!

培养液中有
9,?0

时
W/

激发
=

细胞增殖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L

$

&$&E

&#且在此浓度范围内随

着
W/

浓度增加
=

细胞增殖指数也增加$表
"

&)

表
"

!!

=

细胞增殖指数#

Ng9

%

-h!&

&

W/

浓度 实验组 对照组
L

"Y!&

#

&$#'"g&$&!A &$"!#g&$&!!

$

&$&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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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D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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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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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g&$&&A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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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肿瘤患者在接受放*化疗时#射线和药物对机体的免疫系

统有抑制作用#致使机体的免疫功能进一步下降#影响了治疗

效果并可导致一些不良反应#所以解决肿瘤患者免疫功能低下

问题成为肿瘤治疗非常关键的环节)最近国内外学者提出生

物反应调节剂$

J2@N@

7

2H4N5I0

P

@60I8@:2O2I5

#

,<-

&的概念#强调

在肿瘤放*化疗及手术治疗的同时应用
,<-

#不但能提高患者

的免疫功能#还可减轻上述治疗对免疫系统及造血系统的损

害#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在我国中药取自天然#来源广泛#容易

获得#不良反应小)因此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作为
,<-

显

示其明显优势)为此作者对
9,?0

免疫调节作用进行了研究#

显示了很好的免疫促进作用#为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作者

进一步研究了
9,?0

对外周血巨噬细胞增殖及功能的影响)

9,?0

已经很多实验证明具有调节免疫功能和抗肿瘤的功

能)已有文献报道了
=,?0

对巨噬细胞*

=

淋巴细胞*

R[

细胞

的影响'

"

(

#但对
W/

的表型和功能的影响却未见报道)

W/

是一种重要的专职抗原提呈细胞#对启动辅助性
=

细

胞和细胞毒性
=

细胞的免疫应答具有重要作用'

#>E

(

)

28W/

俘

获和处理外源性抗原后成为
8W/

#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

物$

-T/

&分子提呈抗原多肽激活
=

细胞#启动特异性免疫应

答)有实验证明#

W/

的成熟状态与其功能有关#

28W/

有较强

的抗原摄取和加工能力'

'>!&

(

)

-T/

-

*

/WD'

*

/WD#

分子是与

W/

抗原提呈作用密切相关的分子#也是与
W/

对
=

细胞的激

活作用密切相关的分子)本实验结果显示#经过
9,?0

刺激作

用后的
W/

#

-T/

-

*

/WD'

*

/WD#

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且
W/

激活
=

细胞能力及
=

细胞增殖能力增强#说明
9,?0

能诱导

W/

成熟#同时刺激
=

细胞增殖能力增强)

本实验从
W/

形态*表面抗原*抗原提呈功能方面显示了

9,?0

对人
W/

成熟的影响)

9,?0

促进
W/

成熟的机制是什

么*是否与多糖的种类*结构*剂量有关等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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