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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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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氧化苏木素对人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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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凋亡作用及其对内质网应激通路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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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噻唑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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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实验检测氧化苏木素对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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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毒性作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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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显著的升高!细胞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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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苏木素通过内质网应激途径诱导了人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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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一个全球范围内高发的恶性肿瘤#在我国因为环境

污染的加剧#近年来的统计显示其发病呈逐年增加和年轻化的

趋势#尽管手术*化疗*放疗及靶向治疗相联合的肺癌综合治疗

策略在临床上的使用#但肺癌的
2

年生存率并没有得到显著的

改善#再加上肿瘤多药耐药的产生#肺癌的
2

年生存率仅仅不

到
$)N

'

$

(

)寻找新的抗肺癌药物仍然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从

中药中寻找抗肿瘤药物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氧化苏木素

$

9BÊ#CA#,

&是从中药苏木中分离的一个小分子化合物#以往的

研究显示氧化苏木素具有抗肿瘤的活性'

1

(

#本研究观察了氧化

苏木素对肺癌的抗肿瘤活性#并探讨了其相关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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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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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人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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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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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酶消化对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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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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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XZZ$(&%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IQ<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Z=>!A,=c+.8

检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氧化苏木素对人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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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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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实验结果显示#氧化苏木素对人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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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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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学分离鉴定技术的进步#大量的小分子化合物

从我国传统中药中分离鉴定出来#氧化苏木素是从苏木提取物

中分离的一个单体成分#笔者前期在乳腺癌上的研究显示其可

以显著抑制乳腺癌的生长'

1

(

#

7+#A@

等'

'

(的研究也发现了氧化

苏木素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本研究使用氧化苏

木素处理人肺癌
:20(

细胞#

4<<

细胞毒实验显示了氧化苏

木素对人肺癌细胞具有显著的毒性作用#进一步的凋亡流式细

胞仪分析显示氧化苏木素诱发了人肺癌细胞凋亡的产生#并且

呈现剂量依赖性)

细胞凋亡途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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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死亡受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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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性$线粒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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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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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8Z

近年来逐渐受到学

者的关注#内质网是哺乳动物细胞蛋白质*脂类*糖类合成和修

饰的重要场所#属于体内比较敏感的膜性细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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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体内未

折叠蛋白或错误折叠蛋白增加时#就会导致
P8Z

的发生#当

P8Z

状态不能恢复时#就可诱导细胞凋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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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研究

表明#在多数细胞株
P8Z

促发的凋亡主要是通过内源性线粒

体凋亡途径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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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结合于内质网的一些分子伴侣蛋

白在
P8Z

促发的凋亡中起到主要的调节和促发作用#其中

W8X-/

是通路中一个关键的分子伴侣蛋白'

(

(

#

W8X-/

激活后

进一步诱发钙离子进入线粒体#线粒体膜电位改变#使
;

?

=".;

外漏释放到胞质#激活下游的
;E+

I

E+A

级联反应#诱导细胞凋

亡的发生'

$%.$$

(

)本研究
6A+=AB,9C"=

检测显示#

P8Z

中的关键

调节分子
W8X-/

表达上调#细胞质中的
;

?

=".;

也出现相应的

升高#上述结果提示了氧化苏木素处理肺癌
:20(

细胞后激活

了
P8Z

#随后经线粒体途径诱导了细胞凋亡的发生)

综上所述#氧化苏木素通过
P8Z

途径诱导了人肺癌
:20(

细胞凋亡#具有开发为抗肺癌新药的前景#但其体内的抗肿瘤

活性及药物的毒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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