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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质化"

5R;

$的作用%方法
!

将体外培养的人结肠癌细胞株"

<a0/%

$分为("

$

$正常对照组'"

1

$

;@?.

*

$

"

$%,

N

#

K:

$单独处理组'"

'

$

;@?.

*

$

"

$%,

N

#

K:

$

k

华蟾

素"

1&2

&

2

&

$%

&

1%

&

0%

&

/%K

N

#

K:

$共同处理组!并在体外培养
0/6

%

33W/

检测细胞增殖抑制情况!利用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各处

理组细胞形态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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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结肠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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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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