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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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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最为常见

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病率较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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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于

组织结构特殊#生长位置较深#常不易发现#且手术切除困难#

临床上主要以高剂量放化疗为主要治疗手段'

'

(

)但是放化疗

在起到一定治疗效果的同时#也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及不

良反应#长时间放化疗还可导致耐药性的产生#因此#开发新的

高效低毒治疗药物仍是目前治疗
C>?

的关键)姜黄素因具有

抗炎*抗肿瘤*抗氧化等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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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目前抗肿瘤药物研究的

热点)大量研究表明#姜黄素对胃癌*肺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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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姜黄素对
C>?

细胞

-$(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2

期

"

基金项目!

1%$$

年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

1%$$.%1$

&%江苏省苏州市科技局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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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为姜黄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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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研究)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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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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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检测不同浓度姜黄素处

理后对
?CY.1

细胞增殖的影响#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使

用说明书进行)细胞增殖抑制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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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吸光度值"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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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染色法观察细胞凋亡情况#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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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形态)以弥散均匀蓝色荧光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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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细胞#细胞质或细胞核出现致密浓染颗粒状荧光者为凋亡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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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形态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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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处理
?CY.1

细胞
10L

后#细胞凋亡

小体数量增多#出现大量核碎裂#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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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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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生长抑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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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凋亡小体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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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姜黄素对
?CY.1

细胞凋亡形态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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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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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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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及侧壁的头颈部恶性肿

瘤'

)

(

#是我国高发性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位居耳鼻咽喉恶

性肿瘤首位)

C>?

临床上以鼻塞*涕中带血*听力下降*耳闷

堵感*头痛*复视等为主要症状#由于其解剖结构较为特殊#手

术治疗难度较大#临床上常采用放射治疗为其首选治疗方

法'

-

(

)放射治疗在取得一定疗效的同时#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

痛苦及不良反应#且存在一定的局部病灶残留#

1%V

"

'%V

患

者经放射治疗后存在局部或者颈部复发及远处转移#可见放射

治疗对于
C>?

仍存在较高的失败率)因此#寻找高效*低毒*

特异的治疗性药物是目前
C>?

治疗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之一)

中药以其安全性高*治疗多靶点*毒性小等特点在临床抗

肿瘤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发掘新的有效中药活性成分是目

前肿瘤治疗的潜在策略)姜黄素是姜科姜黄属植物根茎中所

提取的多酚化合物#因具有抗炎*抗氧化*抗细菌*抗病毒*抗肿

瘤等作用#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

(

)

$(/2

年有学

者提出姜黄素具有抗肿瘤作用#此后多项研究证实#姜黄素可

通过调控肿瘤细胞生长信号传导通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

制肿瘤血管生成及增加肿瘤细胞对放射治疗敏感性等发挥抗

肿瘤作用'

$$

(

)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及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是抗肿

瘤药物发挥抗肿瘤作用的共同途径)刘斌等'

$1

(研究表明#姜

黄素可诱导人黑色素瘤细胞发生凋亡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郭

立达等'

$'

(研究提出#姜黄素可明显抑制人结肠癌
\"g"

细胞

增殖并诱导其凋亡%李会宣等'

$0

(提出姜黄素可通过抑制丝裂

原活化蛋白激酶$

3D>A

&信号通路诱导人肝癌
W33?.--1$

细胞凋亡)有关姜黄素对人
C>?

细胞增殖及凋亡影响的研究

较少#本研究选用国内临床最为常见的
C>?

低分化鳞癌细胞

株
?CY.1

为研究对象#探究姜黄素对其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姜黄素可显著抑制
?CY.1

细胞增殖作

用#且随姜黄素浓度增加#

?CY.1

细胞抑制率呈上升趋势#姜

黄素作用
?CY.1

细胞
10

*

0/

*

-1L

的
4?

2%

分别为$

1'&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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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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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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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姜黄素可

显著抑制
?CY.1

细胞增殖#且呈现明显的浓度*时间依赖性%

流式细胞检测结果显示#姜黄素处理
?CY.1

细胞后细胞凋亡

率增加#提示一定浓度姜黄素可明显诱导
?CY.1

细胞凋亡#且

随着姜黄素浓度增加#

?CY.1

细胞凋亡率呈现明显升高趋势%

荧光染色结果可见#未经姜黄素处理
?CY.1

细胞培养
10L

后#细胞呈圆形或者椭圆形#细胞核大小均匀一致#染色质分布

均匀的淡蓝色荧光%

$%

$

B";

"

\

姜黄素处理
?CY.1

细胞
10L

后#细胞胞体缩小#细胞核染色质凝聚#呈颗粒状亮蓝色荧光%

1%

$

B";

"

\

姜黄素处理
?CY.1

细胞
10L

后#细胞出现细胞胞

体缩小#细胞核浓缩*染色质不均匀#出现凋亡小体#甚至出现

核碎裂%

0%

*

)%

$

B";

"

\

姜黄素处理
?CY.1

细胞
10L

后#细胞

凋亡小体数量增多#出现大量核碎裂#细胞形态学改变是细胞

凋亡的典型特征#证实姜黄素可诱导
?CY.1

细胞凋亡#且一定

浓度范围内#随姜黄素浓度的增加#

?CY.1

细胞凋亡逐渐

增强)

综上所述#姜黄素对
C>?

细胞株
?CY.1

细胞增殖具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且诱导
?CY.1

细胞凋亡#为姜黄素应用于
C>?

治疗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细胞凋亡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

过程#姜黄素诱导
?CY.1

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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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过渡型
U

淋巴细胞*初始
U

淋巴细胞*新生
U

淋巴

细胞&分化成免疫球蛋白形成细胞并分泌大量的抗体'

(

(

#

4\.1$

还可促使
4

O

Z

与
4

O

D

之间的型别转换'

$%

(

)

本研究发现
<D

活动组外周血
=ML

细胞百分率显著高于

<D

稳定组#

<D

稳定组亦高于健康对照组#此结果提示
<D

患

者体内存在异位且增多的
=ML

细胞#且该细胞数量随疾病活动

度的增强而增加)

\#Q

等'

(

(发现#

<D

患者除外周血中出现

=ML

细胞数量增多外#其血清中的
4\.1$

水平也出现异常升

高#且血清
4\.1$

水平与
SDW1/

*抗
??>

抗体水平呈显著正相

关)本研究虽未检测
<D

患者
4\.1$

水平与疾病的相关性#但

患者外周血
=ML

细胞百分率与
SDW1/

*抗
??>

抗体水平的相

关性可表明#

<D

患者外周血
=ML

细胞数量的增多与病情活动

度及
<D

特异性自身抗体有关)除
<D

中出现了
=ML

细胞异

常外#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其他自身

免疫病中#

=ML

细胞数量变化的趋势与本研究相似#且与疾病

特异性自身抗体呈显著正相关'

$$.$1

(

)

由于
=L$-

细胞也分泌
4\.1$

'

$'

(

#故血清
4\.1$

水平与
<D

的相关性并不能代表
=ML

细胞与
<D

的相关性)在后续工作

中#笔者将用流式细胞仪无菌分选出
=ML

细胞进行培养#用培

养物上清液中的
4\.1$

水平验证
=ML

细胞分泌
4\.1$

的能力#

并观察
4\.1$

与
U

淋巴细胞功能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

<D

患者机体内的
=ML

细胞可能出现了异位#

异位的
=ML

细胞可能发生扩增#而扩增的
=ML

细胞可能引发
U

淋巴细胞的过度活化#从而导致
U

淋巴细胞分泌大量的致病

性自身抗体#引起
<D

患者的免疫损伤)今后#除数量外#笔者

将对
<D

患者
=ML

细胞的功能进行研究#以进一步明确
=ML

细

胞在
<D

发病机制中的确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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