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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黄草对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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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基因表达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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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民族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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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流域特色民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广西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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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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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采用表达谱芯片研究溪黄草水提取物对人肝癌细胞
Q>

O

S'

相关基因的影响"探讨溪黄草水提取物对肝癌作

用的可能机制%方法
!

体外培养人肝癌细胞
Q>

O

S'

"加入溪黄草水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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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5?

后"表达谱芯片检测溪黄草作

用后
Q>

O

S'

基因的改变"并用
6J3T)6

和
V>1F>B2\K,F

验证芯片的结果%结果
!

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溪

黄草水提取物作用后
Q>

O

S'

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表达谱芯片结果显示"溪黄草水提取物!

".I5N

H

/

N:

#作用
'5?

后
'/5

个基因

比阴性对照组上升
'

倍以上"

!"5

个基因比阴性对照组下降
'

倍以上%基因本体!

S8

#和
P=SS

分析表明溪黄草可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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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Y(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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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1

家族多个基因"下调
<)<1

家族多个基因%

6J3T)6

检测发现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溪黄草处理组
;Y(T!

和

*S[UT!

升高"

[̂ 6

和
7:;Q47!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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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达谱芯片结果一致%

V>1F>B2\K,F

结果发现溪黄草处理组
;Y(T!

蛋白表

达也显著高于阴性对照组!

"

%

$.$!

#%结论
!

表达谱芯片研究表明溪黄草可通过调控多种基因而抑制肝癌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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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新发病

例超过
I$

万人#且其发病率仍不断增长%中药在控制肝癌病

情发展$改善症状体征及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中药溪黄草为民间常用草药#主要用于治疗急性黄疸型肝

炎$急性胆囊炎$湿热痢疾$肠炎$跌打瘀肿和养生保健等%现

代药理学研究溪黄草具有护肝利胆和抗肿瘤作用#作为多种抗

肝癌复方组分用于肝癌的治疗#也有研究报道溪黄草单方对肝

癌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3'

)

%本文利

用表达谱芯片技术#从系统药理学角度研究溪黄草水提取物对

人肝癌细胞
Q>

O

S'

相关基因的影响#以探讨溪黄草抗肝癌的

可能机制%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人肝癌
Q>

O

S'

购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

究所#胎牛血清$

;<=<

高糖培养基购自美国
S-\A,

公司#溪

4'#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Ŝ 9([77!!4'I'

"+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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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

介&罗莹!

!"#"%

"#实验师#硕士#主要从事中药药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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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

基因 正向引物!

IX3&X

" 反向引物!

IX3&X

" 引物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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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草购自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由右江民族医学院覃道光

副教授鉴定为溪黄草全株#

JB-b,K

为美国
*2C-FB,

H

>2

公司产品#

总
697

提 取 试 剂 盒 为 美 国
g

D

N, 6>1>@BA?

公 司 产 品$

[@1FcG@2F6JP-F

!

V-F?

H

;9@1>

"$

(G

O

>B6>@K

荧光定量预混试

剂增强版!

(LU6SB>>2

"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Y(T!

兔单

克隆抗体购于英国
7\A@N

公司#

S7T;Q

鼠单克隆抗体$辣根

!

Q6T

"标记羊抗兔
*

H

S

抗体$辣根!

Q6T

"标记羊抗鼠
*

H

S

抗

体为中杉金桥公司产品#其他
V>1F>B2\K,F

电泳和转膜及封闭

试剂购于碧云天生物技术公司%

!."

!

方法

!.".!

!

溪黄草水提取物的制备
!

取溪黄草全株适量#加
!$

倍

量的水#煎煮
'

次#每次
!?

#合并滤液#浓缩#经冷冻干燥机制

备成溪黄草水提取物冻干粉#

%'$ d

密闭保存%临用前用

TU(

溶解#高压蒸汽灭菌#

$.'I

"

N

无菌滤器过滤后用完全培

养基稀释
'$

倍!经
<JJ

实验证实含该浓度的
TU(

对细胞生

长无明显影响"#配制成终浓度为
".I5N

H

'

N:

的溪黄草水提

取物%

!."."

!

细胞培养及处理
!

Q>

O

S'

细胞含
!$R

胎牛血清的

;<=<

培养基中培养#置于
&#d

$含
IR )8

'

的培养箱中培

养#细胞密度为
4$R

!

"$R

时可进行传代#

'

!

&+

传代
!

次%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胰酶消化成单细胞悬液#调整至合适的细

胞密度#分别接种至
'IAN

' 培养瓶和
/

孔板#实验分为
'

组&

溪黄草水提取物组和阴性对照组!加含等量
TU(

的完全培养

基"%细胞接种
'5?

后实验组分别加入溪黄草水提取物终浓

度是
".I5N

H

'

N:

的完全培养基#对照组加等量培养基#作用

'5?

后#

'IAN

' 培养瓶加入
!N:JB-b,K

#送至上海卓立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表达谱芯片检测%

/

孔板细胞用总
697

提取

试剂盒提取
697

%

!.".#

!

表达谱芯片研究
!

由上海卓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697

提取$质量鉴定合格后#与
Q87#.!

版本的芯片进行杂

交#

)

D

I

标记
@697

#杂交程序为
82>7BB@

D

TKG1

#

7

H

-K>2F$.!

;̂6

程序扫描#分析
'4'//

个基因的变化%

!.".$

!

6J3T)6

验证表达芯片的结果
!

/

孔板细胞!每组重

复
&

个复孔"提取细胞总
697

#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总

697

纯度和浓度#取
!

"

H

697

按试剂盒说明进行反转录#取

合成的
A;97

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T)6

#引物由
TB-N>BTB>N->B

I.$

软件设计#引物序列$产物大小见表
!

%反应体系按试剂盒

说明#

S7T;Q

$

;Y(T!

和
*S[UT!

反应条件为&预变性
"Id

!IN-2

+变性
"Id!$1

#退火'延伸
/$d'$1

#共
5$

个循环

!

6,A?>:-

H

?FA

D

AK>B"/

荧光定量
T)6

仪扩增"+

7:;Q47!

和

[̂ 6

反应条件为&预变性
"Id!IN-2

+变性
"Id!$1

#退火

/$d'$1

#延伸
#'d'$1

#共
5$

个循环!

U-,3B@+*cI

荧光定

量
T)6

仪扩增"#结果分析采用
'

3

$$

)F法分析%

!.".%

!

V>1F>B2\K,F

验证表达芯片的结果
!

/

孔板细胞!每组

重复
&

个复孔"提取细胞总蛋白#用
U)7

法检测总蛋白浓度#

取
!I

"

H

蛋白与
/e

十二烷基硫酸钠
3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

(;(3T7S=

"上样缓冲液按
If!

比例混匀煮沸变性
IN-2

#

(;(3T7S=

电泳#湿法转膜#

IR U(7

封闭
'?

#一抗
5d

孵育

过夜$洗膜#二抗室温孵育
'?

$洗膜#化学发光法显色#胶片曝

光适当时间#经显影$定影后#扫描后用
*N@

H

>Z

软件读取各组

条带灰度值%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Ch@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I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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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显微镜观察溪黄草水提取物对
Q>

O

S'

细胞的影响

!

相差显微镜下观察#溪黄草水提取物
".I5N

H

'

N:

处理
'5?

后#细胞形态皱缩#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见图
!

%

!!

7

&阴性对照组+

U

&溪黄草水提取物组!

".I5N

H

'

N:

"

图
!

!!

相差显微镜观察溪黄草水提取物对
Q>

O

S'

细胞的影响)

e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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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谱芯片观察溪黄草水提取物对
Q>

O

S'

基因的影响

!

溪黄草水提取物!

".I5N

H

'

N:

"作用
'5?

后
'/5

个基因上

升
'

倍以上#

!"5

个基因下降
'

倍以上%其中增加和下降至对

照组
I

倍以上的基因见表
'

%

".#

!

表达谱芯片分析溪黄草水提取物对
Q>

O

S'

功能的影响

!

基因本体!

S8

"分析发现溪黄草主要影响
'5

个
Q>

O

S'

分子

功能$

!/#

个生物进程通路和
"

个细胞组成%溪黄草处理后主

要的
S8

分析变化的通路见表
&

%

P=SS

分析溪黄草主要影

响
#

个
Q>

O

S'

信号通路#见表
5

%

表
'

!!

溪黄草水提取物)

".I5N

H

+

N:

*处理肝癌
Q>

O

S'

细胞
'5?

后变化达
I

倍以上的基因

基因库
*;

基因 倍数 !溪'阴" 基因库
*;

基因 倍数 !溪'阴"

9<

,

$$$5"" )LT!7! !I.4$ 9<

,

$$!$$I&&" 6S(!$ I.&'

9<

,

$$'5'' <<T& !I.$4 9<

,

$!5&&! (:)#7!! I.''

"'#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续表
'

!!

溪黄草水提取物)

".I5N

H

+

N:

*处理肝癌
Q>

O

S'

细胞
'5?

后变化达
I

倍以上的基因

基因库
*;

基因 倍数 !溪'阴" 基因库
*;

基因 倍数 !溪'阴"

9<

,

!5I$I! 69[!4& !5.4& 9<

,

$$!$###!$ [7<!!$) I.''

9<

,

$$5"'I 7cT& !!.$' 9<

,

$$!'!/ )7" I.'!

9<

,

$$$I"4 *S[UT& 4.45 9<

,

$$!"/5 =S6! I.!'

9<

,

$$$5/& YSJ!7! #.I" 9<

,

!#$##! 7:;Q47! $.$"

9<

,

$'5"5& J<=<!I/ #.$& 9<

,

$$'!/# *;& $.$"

9<

,

$$!"II =;9! /.5& 9<

,

!4!&I& *;! $.!!

9<

,

$$$I"/ *S[UT! /.5$ 9<

,

$$!'I#!!" )7(T! $.!I

9<

,

$$#$'! )!$,BE!$ /.&# 9<

,

'$#&4! J9[7*T4:& $.!#

9<

,

$$&""! =;96U /.!! 9<

,

$'$""I QT6

&

QT $.!4

9<

,

$$55!" ;Y(TI I."' 9<

,

$$#'&! (:)/7!5 $.!4

9<

,

$!##$I T7c6I I.4" 9<

,

$$!'5'44" ;;) $.!"

9<

,

$#454# );P9'U I.4# 9<

,

!4!#!' P79P5 $.'$

9<

,

$$/5$4 7S6' I.#5 9<

,

$$'!// *;' $.'$

9<

,

$$!!'5 7;< I./" 9<

,

$$I"5" <J![ $.'$

9<

,

$$/&I$ [(J I.5#

表
&

!!

溪黄草水提取物影响
Q>

O

S'

的表达谱芯片
S8

分析结果

S8*;

筛选目标 差异基因

$$$II'$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
*S[UT!

$

*S[UT&

$

*S[UT5

$

*S[UT/

$

*S[UT#

$

)L6/!

$$5&I//

结构特异性
;97

结合
P:[/

$

=S6!

$

=6))!

$

[=9!

$

[8(

$

<(Q/

$

Q<SU'

$

<)<5

$

<)<#

$

<(Q'

$

U):/

$

[̂ 6

$$&&I5" <7TP

磷酸酶活性
;Y(T!

$

;Y(TI

$

;Y(T/

$

;Y(T"

$

;Y(T!&

$$!/I&4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

酶调节活性
);P9!7

$

);P9'U

$

);P9')

$

))9;!

$$$4'4&

细胞增殖

[(J

$

)LT!7!

$

=6))!

$

[67J'

$

YQ6[!

$

*;5

$

*S[UT5

$

)L6/!

$

*JS7'

$

)6*T&

$

<)<#

$

<P*/#

$

97(T

$

T;gP!

$

T*<!

$

)(S7:97)J!

$

P*[!I

$

(PT'

$

[()9!

$

(6)

$

JS[U*

$

JS[U6&

$

Ĵ 96;!

$

='[4

$

8(<6

$

S*9(!

$$$/'/$ ;97

复制
;YJ

$

[=9!

$

Q<SU'

$

<)<'

$

<)<&

$

<)<5

$

<)<I

$

<)<#

$

97(T

$

86)!

$

S*9('

$

T8:='

$

<)<!$

$

T8:;5

$

;())!

$

S*9(!

$$$#$5"

细胞周期

);P9!7

$

);P9'U

$

);P9')

$

)=J9'

$

T:P&

$

;Y(T!

$

='['

$

[Û 8I

$

6S))

$

YQ6[!

$

<(Q/

$

Q'7[̂

$

*;5

$

)̂ ):4

$

P*[!!

$

P*[''

$

(J<9!

$

<)<'

$

<)<&

$

<)<#

$

<;<'

$

<P*/#

$

<(Q'

$

97(T

$

;Y(T!&

$

T*<!

$

T(<U"

$

P*[!I

$

))9;!

$

(PT'

$

;())!

$

='[4

$

);)7&

$

))9=!

$

7Y3

6PU

$

JTI&*9T!

表
5

!!

P=SS

分析溪黄草改变
Q>

O

S'

的信号通路

信号通路 差异基因

细胞周期
);P9!7

$

);P9'U

$

);P9')

$

='['

$

<)<'

$

<)<&

$

<)<5

$

<)<I

$

<)<#

$

<;<'

$

86)!

$

))9;!

$

(PT'

$

))9=!

;97

复制
[=9!

$

<)<'

$

<)<&

$

<)<5

$

<)<I

$

<)<#

$

T8:='

$

T8:;5

癌症通路
);P9!7

$

);P9'U

$

)=UT7

$

='['

$

[S[6'

$

[9!

$

[8(

$

<(Q/

$

)̂ ):4

$

*JS7'

$

<;<'

$

<(Q'

$

=S:9!

$

))9;!

$

(PT'

$

(:)'7!

$

(8(!

$

))9=!

O

I&

信号通路
);P9!7

$

*S[UT&

$

<;<'

$

(=6T*9=!

$

T<7*T!

$

))9;!

$

))9=!

膀胱癌
);P9!7

$

='['

$

)̂ ):4

$

<;<'

$

))9;!

小细胞肺癌
);P9'U

$

='['

$

[9!

$

*JS7'

$

))9;!

$

(PT'

$

))9=!

前列腺癌
);P9!7

$

='['

$

[S[6'

$

<;<'

$

))9;!

$

(8(!

$

))9=!

".$

!

6J3T)6

验证部分芯片结果
!

将溪黄草水提取物处理的

Q>

O

S'

提取总
697

#实时定量
T)6

检测
;Y(T!

$

*S[UT!

$

7:;Q47!

和
[̂ 6

!

96!Q5

"表达发现#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溪

黄草水提取物处理后可明显增加
;Y(T!

和
*S[UT!

的
N697

表达#降低
7:;Q47!

和
[̂ 6

的
N697

表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与芯片结果基本一致%

".%

!

V>1F>B2\K,F

验证部分芯片结果
!

将溪黄草水提取物处

理的
Q>

O

S'

提取总蛋白#

V>1F>B2\K,F

检测
;Y(T!

蛋白表达

$&#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发现#与阴性对照组相比!蛋白条带灰度值
;Y(T!

'

S7T;Q

为
!.!Ih$.!"

"#溪黄草水提取物处理后!蛋白条带灰度值

;Y(T!

'

S7T;Q

为
'.4#h$.&I

"可明显增加
;Y(T!

蛋白表

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图
'

#与芯片结果一致!溪

黄草水提取物处理后
;Y(T!N697

表达增加为阴性对照组

的
'.!4

倍"%

表
I

!!

溪黄草水提取物对
Q>

O

S'

中
;Y(T!

&

*S[UT!

&

!!!

[̂ 6

和
7:;Q47!N697

表达的影响)

Ch@

*

组别
;Y(T! *S[UT! 7:;Q47! [̂ 6

阴性对照组
!.$$h$.$/ !.$$h$.!! !.$$h$.$4 !.$$h$.!!

溪黄草水提取物组
!.&4h$.$#

#

'.!"h$.'4

#

$.!"h$.!$

#

$.!/h$.$'

#

芯片结果!倍"

'.!4 /.5$ $.$" $.'!

!!

#

&

"

%

$.$!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芯片结果中倍数值是指溪黄草水

提取组'阴性对照组

图
'

!!

V>1F>B2\K,F

检测溪黄草水提取物对
Q>

O

S'

细胞
;Y(T!

蛋白表达的影响

#

!

讨
!!

论

!!

中药治疗疾病具有多组分$多靶点的特点%本研究采用表

达谱芯片技术研究了治疗肝病的经典中药溪黄草对肝癌

Q>

O

S'

细胞的影响#发现溪黄草水提取物可改变肝癌
Q>

O

S'

细胞
5I4

个基因的表达#并影响多个分子功能$生物进程$细胞

组分和相关的信号通路%

本研究发现溪黄草水提取物处理后促进细胞增殖的细胞

周期蛋白
;

!

A

D

AK-2;!

#

))9;!

"$细胞周期蛋白
=

!

A

D

AK-2=!

#

))9=!

"$

(

期激酶相关蛋白
'

!

(3

O

?@1> -̀2@1>3@11,A-@F>+

O

B,3

F>-2'

#

(PTg'

"

(

&

)及起始识别复合物
!

!

,B-

H

-2B>A,

H

2-F-,2A,N3

O

K>W1G\G2-F!

#

86)!

"

(

5

)均明显降低#而抑制细胞增殖的细胞

周期依赖性激酶抑制因子
);P9!7

!

A

D

AK-23+>

O

>2+>2F -̀2@1>

-2?-\-F,B!7

#

O

'!

"及
);P9'U

!

A

D

AK-23+>

O

>2+>2F -̀2@1>-2?-\-3

F,B'U

#

O

!I

"则明显升高#表明溪黄草可通过多种调控细胞周

期的基因和蛋白抑制细胞增殖%

微小染色体维持蛋白!

N-2-A?B,N,1,N>N@-2F>2@2A>

O

B,3

F>-21

#

<)<

"是真核细胞
;97

复制准许因子中的一个重要成

员#可启动和参与
;97

复制#对细胞
;97

复制和周期具有调

控作用(

I

)

%其家族主要有
<)<'

!

<)<#

#已有研究表明

<)<'

$

<)<&

$

<)</

$

<)<#

等在肝癌组织或肝癌细胞中异

常表达#

697

干扰降低
<)<#

的表达可使肝癌细胞增殖减

少$凋亡增多#细胞周期
(

期缩短#裸鼠移植瘤生长减慢(

/3"

)

%

本研究发现溪黄草水提取物处理的肝癌
Q>

O

S'

细胞
<)<'

$

<)<&

$

<)<5

$

<)<I

$

<)<#

均表达明显降低#分别降至阴

性对照组的
$.&I

$

$.&'

$

$.5!

$

$.&"

和
$.5$

倍#提示溪黄草可

能通过抑制
<)<

家族表达#进一步抑制肝癌细胞增殖及使其

更多处于静止期#并促进其凋亡%

本研究结果发现溪黄草水提取物处理
Q>

O

S'

细胞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超家族!

-21GK-23K-̀>

H

B,]F?E@AF,B\-2+-2

H

O

B,F>-21G

O

>BE@N-K

D

#

*S[UT1

"中
*S[UT!

$

*S[UT&

$

*S[UT5

$

*S[UT/

$

*S[UT#

$

)L6/!

均明显增加#分别增加至对照组的

/.5$

$

4.45

$

'.$/

$

'.4$

$

'.$'

和
&.$"

倍#其中
*S[UT!N697

表达已通过
6J3T)6

验证与芯片结果一致%已知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

-21GK-23K-̀>

H

B,]F?E@AF,B

#

*S[

"与胰岛素结构相似#是

具有促进物质代谢$降低血糖$促进细胞分裂等多种功能的细

胞增殖调控因子%

*S[UT1

可与其结合#结合后
*S[

作用减

弱(

!$

)

%有研究报道
*S[UT!

和
*S[UT&

在肝癌组织或肝癌患

者血清均低于正常水平#其与肝癌的预后呈正相关(

!!3!'

)

%也

有研究报道
*S[UT&

可通过非
*S[

途径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促

进其凋亡(

!&

)

#提示
*S[UT1

可能参与肝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

本研究结果表明溪黄草能提高部分
*S[UT1

表达#通过
*S[

和

非
*S[

途径抑制肝癌细胞增殖#促进其凋亡%

已知
<7TP

!

N-F,

H

>23@AF-C@F>+

O

B,F>-2 -̀2@1>

"是细胞内

一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可将细胞内的信号转导到细胞

外#参与细胞的生长和分化$调节细胞周期和凋亡及血管的生

成等(

!5

)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
<7TP

相关信号转导通路

!

=6P!

'

'

$

O

&4

$

Z9P

和
=6PI

"通过调节肝癌细胞的增殖$凋

亡$侵袭及转移(

!I3!/

)

#在肝癌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

用#成为肝癌防治的重要作用靶点%而双特异性磷酸酶!

+G@K3

1

O

>A-E-A-F

DO

B,F>-2

O

?,1

O

?@F@1>1

#

;Y(T1

"则可使
<7TP

去磷

酸化#而抑制其活性#进一步调控肝癌的发生$发展(

!#

)

%目前

已有研究证实#

;Y(T!

在抑制肝癌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

用#它的表达与
=6P

的表达呈负相关#与肝癌细胞增殖指数#

细胞的凋亡和存活率#以及微血管密度紧密相关(

!4

)

%可通过

调控
O

3&4

'

<7TP

磷酸化增强
O

3I&

的磷酸化水平#诱导其下

游靶基因
O

'!

和
O

'#

的表达#调控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

!"

)

%

研究表明
;Y(TI

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通过调控
<7TP

信号通路#调控多种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侵袭转移等过程#

与肿瘤的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

'$3'!

)

%但是对肝癌细胞的影响

方面尚未见有相关研究%本研究发现溪黄草水提取物处理的

肝癌
Q>

O

S'

细胞
;Y(T!

!

'.!4

倍#

6J3T)6

及
V>1F>B2\K,F

结果均已证实"$

;Y(TI

!

I."'

倍"$

;Y(T/

!

'.4"

倍"和

;Y(T!&

!

5.4/

倍"表达均明显升高#而
;Y(T"

!

$.55

倍"表达

下降#提示溪黄草水提取物可通过升高部分
;Y(T1

活性#抑制

<7TP

的细胞增殖作用#从而达到抗肝癌或其他肿瘤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芯片和
6J3T)6

技术均发现溪黄草处理后肝

癌细胞
7:;Q47!

!

@K+>?

D

+>+>?

D

+B,

H

>2@1>4E@N-K

D

#

N>N\>B

7!

"显著降低#

7:;Q47!

主要参与
"3

顺式视黄醛转化为
"3

顺

式视黄酸的过程(

''

)

#目前关于其与肝癌的关系研究较少#溪黄

草显著下降
7:;Q47!N697

表达!已通过
6J3T)6

验证与

芯片结果一致"的作用究竟对肝癌治疗的是利还是弊有待进一

步研究%法尼酯
^

受体!

E@B2>1,-+^B>A>

O

F,B

#

[̂ 6

"调节胆汁

酸代谢$胆固醇代谢$脂代谢#有研究报道
[̂ 6

在肝癌组织表

达高于癌旁组织#去除
[̂ 6

则可自发生成肝脏肿瘤#激活

[̂ 6

则可抑制肝癌细胞增殖(

'&3'I

)

%本研究显示#溪黄草水提

取物可显著降低肝癌细胞
[̂ 6

的表达#是否会抑制其抗肝癌

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有研究表明溪黄草含有多种活性抗肿瘤成分如二萜类化

合物$三萜类化合物$多酚类化合物及活性多糖(

'/

)

#溪黄草水

提取物的抗肝癌作用可能是这多种抗肿瘤活性成分的协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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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体这些活性成分在溪黄草抗抗肝癌中的比重还需进一步

通过谱
3

效关系确定%

综上所述#表达谱芯片表明溪黄草水提取物主要可上调

*S[UT1

$

;Y(T1

及
);P91

等抑癌基因的表达#下调与肿瘤细

胞增殖和
;97

复制相关的
<)<1

等基因的表达#进而抑制肝

癌细胞增殖和
;97

复制#从而发挥其抗肝癌作用%但也可能

上调促肝癌发生$发展基因!如
<<T&

$

)LT!7!

等"的表达#

下调抑制肝癌发生$发展基因!如
[̂ 6

等"的表达#需要辨证或

整体看待溪黄草对肝癌的作用#以及进一步研究这些基因整体

对肝癌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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