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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Q

作用
"

种肿瘤细胞
8"F

后!细胞增殖均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且呈浓度依赖性$

B̂&Q

对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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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之一,随着对肿瘤

形成机制研究的深入#化疗在肿瘤的治疗中日益重要,由于传

统的抗肿瘤药价格昂贵#且对机体均有明显的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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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研究开发廉价)低毒的抗肿瘤药物已成为当前面临的迫切

问题,本实验所用的新型八核铜配合物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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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内外

抗肿瘤作用进行了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将其开发成为廉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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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水瘤小鼠的体内抑瘤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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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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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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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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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抽取全部腹水#测量腹水体积,停药次日将每组剩余的
,#

只小鼠正常饲养#每日观察小鼠的状况并记录死亡时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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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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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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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周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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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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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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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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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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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

#

Z$9

%冲洗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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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打使团块

细胞分离#细胞分布均匀#制成单细胞悬液,置入离心管离心

后待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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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9Z99,=*#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以
B+;

表示,组间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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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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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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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实验
!

B̂&Q

分别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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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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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细胞增殖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且在药物浓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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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抑制率都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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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其中#对
YC3'

细胞的抑制作用最明显#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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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浓度范围内呈剂量依赖性#作用时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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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抑制率上升,

见表
,

,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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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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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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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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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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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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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

体内实验
!

体内实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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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剂量组小

鼠平均体质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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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剂

量组腹水体积与生理盐水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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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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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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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其中#高剂量组作用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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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组织培养方法的发展#采用体外培养的癌细胞进行抗

癌新药的筛选已成为重要的手段,目前抗肿瘤药物体外筛选

的常用实验方法主要有
_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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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入法)

&&%B(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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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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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法快速简便)应用广泛#是目前各实验室最常用

的体外筛选方法,本实验
_55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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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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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肿瘤细胞的增殖都有抑制作用#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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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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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浓

度范围内呈剂量依赖性关系#尤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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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抑制作用最

强#增殖抑制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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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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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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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细胞中#对
YC3'

细胞最为敏感,

动物移植性肿瘤具有成活率高#且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肿

瘤模型的特点#应用也比较广泛,本组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B̂

&Q

对荷瘤小鼠自身的生长无明显的抑制作用#对肿瘤细胞的

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与对照组相比#中高剂量组的平均腹

水量显著降低#生命延长率明显提高#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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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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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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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抑制腹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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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增殖,

细胞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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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连续分裂细胞从一次有丝分裂

结束到下一次有丝分裂结束所经历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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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正

常组织细胞还是肿瘤细胞#其增殖均与细胞周期密切相关,细

胞周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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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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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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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
X̂ 7

损坏因素的作用下

可发生阻滞,肿瘤细胞的特点是细胞周期运行失控和不分化#

细胞群体主要处于
X̂ 7

合成活跃的
9

期(而分化的细胞群体

则主要处于
X̂ 7

合成静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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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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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抑制细胞

周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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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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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L̂ 7

及核蛋白体的合成#可间接地使肿瘤

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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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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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细胞周期结果表明#

B̂&Q

能明显抑制
9,(#

细胞周期的变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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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细胞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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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细胞减少,其中#高剂量组作用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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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剂量组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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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

B̂&Q

在体内)外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活

性#其作用机制及活性成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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