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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较强的抗炎*抑制肝纤维化和肝炎病毒增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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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

内外文献报道#长期使用复方甘草酸苷能预防肝硬化的发生#

且明显减少肝癌的发病率'

($/

(

#但
0W

对肿瘤是否具有抑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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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具有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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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浓度依赖性降低

细胞的存活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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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抑制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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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显微镜下

观察#与对照组比较#

0W

作用后#细胞形态逐渐变得不规则#

细胞质内出现空泡#大部分细胞贴壁不良#细胞膜出现皱缩*细

胞变圆*脱落凋亡#且此现象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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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增大而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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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
1/H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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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明显上调#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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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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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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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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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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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1/H

后#

L

2A

蛋白表达明

显提高#见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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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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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组%

-

!中浓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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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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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显微镜观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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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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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组%

A

!中浓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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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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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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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肝癌为世界上恶性程度极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预后极

差)每年全球约有
%&2

万人患病#而在我国肝癌处于恶性肿瘤

病死率的第
&

位#广西尤其为肝癌高发地区#对人民群众健康

造成极大威胁)近年来#肝癌的病因学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

认为肝癌的发生是在遗传易感性的基础上#各种环境致癌因子

的作用#以致体细胞多种原癌基因激活及抑癌基因的失活#最

终导致细胞生长*增殖*分化发生紊乱的结果'

%)

(

)如能寻找有

效药物抑制原癌基因激活或者抑癌基因的失活#则可能对肝癌

的治疗效果有显著提高)

0W

是从中药甘草中提取的一种有效成分#现代研究表

明#

0W

具有抗炎#抗病毒$肝炎病毒*艾滋病病毒等&#防治肿

瘤和保护肝细胞等多方面作用'

%%$%A

(

#临床应用广泛)但其对

肝癌细胞增殖是否有抑制作用#目前未见相关报道)本实验采

用不同浓度的
0W

作用于肝癌细胞
,::-$((&%

#

:99

法测定

结果显示细胞生长受到明显的抑制#作用细胞
1/H

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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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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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0W

具有较强抑制肿瘤细胞增

殖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

为了进一步阐明
0W

抑制肝癌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本实

验选取了与肝癌发生过程有着密切联系的
L

2A

基因进行分子

水平研究)

L

2A

基因与肿瘤发生有很高的相关性'

%1

(

)本研究

结果显示#

0W

上调了
L

2A

基因及其蛋白的表达#但其具体调

节机制尚未明确)

L

2A

是细胞凋亡反应和细胞周期调控的重

要因子#在人类多种肿瘤中均具有较高的突变率#将
L

2A

用于

肿瘤基因治疗可能具有潜在应用价值)不少证据表明
L

2A

与

肝癌发生的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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