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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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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身肿

瘤疾病的
$̂

)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习惯变化#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吸引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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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病例资料发现#甲状

腺癌的发病率近年有明显升高的趋势)因此#努力开发抑制甲

状腺癌细胞生长作用的新药#并进一步探讨其内在的作用机制

是当前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环磷酸腺苷$

3;?B

%是细胞内

重要的信号转导因子#在细胞增殖和分化的调控中起重要作

用)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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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抑制或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诱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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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粘连#有少量细胞突起)随着培养的时间增加#细胞数

量增长#有时会出现复层生长#有细胞聚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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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曲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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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数生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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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细胞数为纵坐标绘制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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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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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酶进行消化+吹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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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离心
2C#,

+弃上清液并收集细胞沉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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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细胞的百分比)实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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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计算平均

值和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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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转录的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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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免疫印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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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5L@,FG"55#,

O

%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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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
MEJ$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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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8.$''

细胞处于对数生长期时#经过酶消化后#计数
)[$%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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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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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包括实验组$加入
%&2CC"G

"

H

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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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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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提细胞的总

MZ;

#逆转录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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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
B8M

扩增#

通过湘桂定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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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值代表基因的相对表达强度)抽提细

胞总蛋白#采用蛋白质定量试剂盒$

F8;

法%进行蛋白浓度测

定#然后进行电泳+转膜#用
MEJ$

抗体$

$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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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5#,

抗体

$

$_1%%%

%进行免疫杂交#最后显影和定影#经
F#"@E!

凝胶成

像分析系统扫描成像#蛋白相对表达强度采用
hRE,5#5

=

Y,L

软件进行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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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用
B 2̀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多组间均值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
)

k%&%2

#以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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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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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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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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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及时间对
9P8.$''

细胞生长抑制率的影响
!

随

着浓度增加+时间延长#

9P8.$''

细胞株
/

值越低#

!D3;?B

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呈时间
.

剂量依赖性#见表
$

+

图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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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及时间对
9P8.$''

细胞吸光度的影响

组别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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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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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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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长曲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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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长曲线可知#对照组

9P8.$''

细胞在试验的第
1

天即表现出良好增殖趋势#第
'

天

时细胞数已显著多于各浓度
!D3;?B

组)处理组中#随着时

间的延长及浓度的增加#

!D3;?B

对
9P8.$''

细胞生长的抑

制作用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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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周期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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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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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
<

%

"

<

$

期为$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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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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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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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细胞的数量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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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组中#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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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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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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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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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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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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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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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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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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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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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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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的数量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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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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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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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及时间对
9P8.$''

细胞增殖抑制率的影响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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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
!D3;?B

下
9P8.$''

细胞生长曲线

A&C

!

!D3;?B

对
9P8.$''

细胞中
MEJ$

表达的影响
!

相对于

对照组#实验组
MEJ$CMZ;

相对表达水平为
%&0$'`%&%-$

(

其蛋白相对表达
%&/$'`%&%-0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0̀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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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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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J$CMZ;

表达(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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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J$

蛋白表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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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B

显著抑制
MEJ$CMZ;

和蛋白的表达

B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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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细胞内重要的第二信使#具有调节细胞增殖+分

化等广泛的生物学功能)

3;?B

及其衍生物
!D3;?B

能够使

细胞的形态+行为发生逆转性改变#有效抑制恶性肿瘤生长#对

多种体外培养的癌细胞有一定的诱导分化作用)因此设法提

高肿瘤细胞内腺嘌呤核糖核苷酸$

;?B

%水平#抑制增殖+诱导

分化#成为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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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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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B

衍

生物#能有效提高细胞内
;?B

水平#它是通过化学方法对环

磷腺苷的结构进行改造#在其分子中加入
1

个丁酞基制备而成

的#因其具有高亲脂性#且对酸碱环境比较稳定#可被口服吸

收#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经腺苷酸环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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