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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一种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据统计#每年宫颈癌

的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瘤中仅次于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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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发病率

高#世界范围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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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宫颈癌患者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

我国每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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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新增宫颈癌患者#占世界宫颈癌发病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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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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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传统的治疗方法有手术治疗和放疗$这

些治疗方法疗效有限#而且不良反应大$寻找新的安全有效的

治疗方法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血根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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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博落回的提取物$血根碱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具有抗菌%

消炎%杀虫%抗病毒%抗氧化%抗真菌等多种药理作用#可以改善

肝功能#提高免疫力$近年来研究发现#血根碱具有抗肿瘤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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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根碱对胰腺癌%肝癌都具有治疗效果$血根碱对宫

颈癌的作用机制尚少见相关报道$本研究以宫颈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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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治疗宫颈癌提供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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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根碱对宫颈癌细胞迁移能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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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根碱对宫颈癌细胞侵袭力影响
!

血根碱作用后宫颈癌

细胞的侵袭能力减弱$随着血根碱作用浓度的增加#侵袭力减

弱越明显#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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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Q(32

检测细胞中相关蛋白表达
!

经血根碱作用

后的宫颈癌细胞中
JC',?>.1)*

和
UPJS

的表达量与
@

'

F3(

)

7

相比明显增加#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表达量也增加$经血根碱

作用后的宫颈癌细胞中
(

C+,2.*)*

和
OOU&

的表达量与
@

'

F3(

)

7

相比明显减弱#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表达量也减弱#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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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Q(32

检测血根碱作用后宫

颈癌细胞中相关蛋白表达水平

#

!

讨
!!

论

!!

宫颈癌发病率在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国家#农村高于城

市$目前宫颈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治疗%放疗等$随着治

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宫颈癌的治疗也越来越规范#但这些治疗

方法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癌细胞的迁徙和侵袭是宫颈癌

治疗失败和复发的重要原因*

!@

+

$研究宫颈癌细胞的迁移和侵

袭能力对于治疗宫颈癌具有重要意义$血根碱具有消炎%抗

菌%增强免疫力等多种作用#在细胞凋亡和增殖中具有重要作

用$近年来研究发现#血根碱对胰腺癌%肝癌都具有很好的治

疗效果#对癌细胞的增殖%凋亡%转移%侵袭都具有一定作

用*

!!

+

$本研究中
OPP

检测血根碱药物作用后的宫颈癌细胞

增殖能力明显降低#且随着药物作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流式

细胞仪检测结果表明#血根碱可以显著促进宫颈癌细胞的

凋亡$

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是肿瘤发生和发展中关键的阶段$

肿瘤细胞从发病部位扩散到远处的正常器官需要癌细胞黏附

于正常组织#穿过血管内皮下基底膜进入血液中#随着血液扩

散到周围组织中#黏附于靶器官内皮细胞中#在靶器官中克隆

生长#促进转移灶的发生$细胞黏附有两种#一种是细胞与细

胞之间的黏附#另一种是细胞与基质之间的黏附*

!&

+

$黏附蛋

白!

JC+,?>.1)*

"在细胞间的黏附中起重要作用#是一种钙依赖

型的跨膜糖蛋白$有研究表明#

JC+,?>.1)*

在结肠癌%胰腺癌%

卵巢癌%胃癌中表达下调#

JC+,?>.1)*

表达量越高#癌症的预后

越好*

!=

+

$本研究通过检测宫颈癌细胞经血根碱作用后的细胞

黏附力证明#血根碱可以抑制宫颈癌细胞的黏附力$

a./2.1*

Q(32

检测结果表明#药物作用后的宫颈癌细胞中
JC+,?>.1)*

的

表达量明显上升#说明血根碱抑制宫颈癌细胞黏附力作用机制

与
JC+,?>.1)*

蛋白有关$

JC+,?>.1)*

在细胞侵袭和转移过程中与
',2.*)*/

有密切

关系#

JC+,?>.1)*

传递细胞信号时需要与
',2.*)*/

蛋白结合诱

导肌动蛋白发挥作用$

',2.*)*/

水平降低可以阻断
a*2

信号

通路#抑制癌细胞的发展$

OOU&

是一种基质蛋白#在恶性肿

瘤的侵袭和转移中具有重要作用#

OOU&

在癌细胞中表达上

调*

!D

+

$

UPJS

是一种抑癌基因#在癌细胞中表达下调$

UPJS

的缺失和突变是癌症发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

+

$本研究中通

过细胞划痕实验检测血根碱对宫颈癌细胞迁徙能力的影响#血

根碱作用后的宫颈癌细胞的迁徙能力与对照组相比明显下降$

经过
P1,*/H.((

小室检测到血根碱可以抑制宫颈癌细胞的迁

移能力和侵袭能力#药物浓度越大#抑制能力越强$

a./2.1*

Q(32

检测药物作用后的宫颈癌细胞中
JC+,?>.1)*

%

(

C',2.*)*

%

UPJS

%

OOU&

的表达水平的变化#血根碱可以抑制
(

C',2.*)*

%

OOU&

的表达#促进
JC+,?>.1)*

和
UPJS

的表达#说明
JC+,?C

>.1)*

%

(

C',2.*)*

%

OOU&

%

UPJS

参与了血根碱抑制宫颈癌细胞

的侵袭转移机制$

综上所述#血根碱可以抑制宫颈癌细胞增殖%黏附%迁徙%

转移%侵袭能力#抑制能力随着血根碱药物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血根碱可以促进宫颈癌细胞的凋亡$作用抑制机制与
JC+,?C

>.1)*

%

(

C',2.*)*

%

OOU&

%

UPJS

蛋白有关#为进一步研究血根

碱对癌细胞的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为治疗宫颈癌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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