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癌变·畸变·突变　　1999 年第 11 卷第 5 期　　　　　　　　　　　　　　　Carcinogenesis Teratogenesis and Mutagenesis Vol 11 No 5 1999

安徽省常见蔬菜的抗突变性研究

黄晓沐 　赵恒奎 　姜宗荣 　姚根和 　邢卫平
安徽省卫生防疫站 　合肥 　230061

摘要 　为了筛选天然的抗突变物 ,我们运用致突/ 抗突变同步快速试验方法对安徽省常见的 9 种蔬菜的致突变性与抗突变性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九种蔬菜汁、片或渣均无致突变性 ,而韭菜、胡萝卜、茄子、大蒜 (茎和叶) ,山芋、菠菜、卷心菜、绿花菜、

花菜均具有抗突变性 ,大白菜 (梗)无抗突变性。研究还发现不同种类的蔬菜其汁 (水溶性提取物)和渣的抗突变性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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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是我国人民膳食的主要成份 ,与人类的健康

密切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蔬菜的消费量与肿瘤

的发生率呈负相关 (1 ,2) 。国内外有大量有关蔬菜具

有抗突变作用的报告 (3 - 5) 。本研究采用大肠杆菌溶

原性菌株 GY5027 ,根据它在遇到致突变物时 ,其 DNA

系列受到损伤 ,发生 (SOS) 反应出现基因突变而释放

噬菌体 ,致使对该噬菌体敏感的 GY4015菌体溶解 ,产

生肉眼可见的噬菌斑的原因 ,对安徽省常见的九种蔬

菜进行了致突变性与抗突变性检测。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111 　蔬菜标本的制备

11111 　菜片的制备 :胡萝卜、大蒜 (叶及茎) 、大白菜、

山芋等洗净后 ,用蒸馏水洗涤三遍 ,沥去水珠 ,用

75 %酒精棉球消毒其表皮 ,用无菌手术刀切取长 2.

5cm ,宽 0. 5cm 的长条待用。

11112 　菜汁和菜渣的制备 :花菜、茄子、卷心菜、绿花

菜、胡萝卜、菠菜和大蒜洗净 ,蒸馏水洗涤三遍 ,沥去

水珠。取可食部分 120g ,切碎、加 120ml 蒸馏水 ,在

食品匀浆器中处理 3min ,打成匀浆 ,二层纱布过滤到

刻度试管中。将菜渣置无菌平皿中备用。菜汁可经

Á35mm 滤膜除菌过滤 ,滤液置 - 10 ℃冰箱保存。

112 　各种对照剂的配制

丝裂霉素 C(MMC)日本进口分装。为致突变阳

性对照 ,按 50mg/ L 浓度配制。维生素 C(Vit C)合肥

利民制药厂生产。为抗突变阳性对照 , 按 567.

8mmol/ L 浓度配制。生理盐水 :称取分析纯 Nacl 配

成 0. 85 %生理盐水 (NS)为阴性对照。

113 　试验菌株

GY5027和 GY4015由河北省肿瘤研究所提供 ,经鉴

定均具备原生物学特征。

2 　试验方法

211 　菌种的处理 :将 GY5027及 GY4015分别接种于

1mlLB 液体培养基中 , 37 ℃恒温水浴振荡 (180 次/

min)培养 15 小时 ,将 GY5027菌液倒入无菌小离心管

中 ,10000r/ min 离心 3min ,弃上清液 ,加入 1ml 的无

菌生理盐水 (NS) ,混匀再次离心弃上清液 ,补充 NS ,

混匀再次离心弃上清液 ,补充 NS 至 1ml 混匀 ,取其

10μl 加到 0. 99ml 的 NS 中混匀。将 50ml 半固体顶

层培养基加热融化后置 48 ℃恒温水浴中 ,30min 后加

入已处理的 GY5027菌液 ,0. 5μl 和 GY4015菌液 0. 5ml ,

迅速混匀 ,取 3ml 注入到营养琼脂平皿上 ,铺皿平放

冷凝。

212 　检品及对照剂的处理 :用长 7cm 宽 0. 5cm 无菌

滤纸条沾 MMC 液贴在上述铺好的半固体层琼脂表

面平皿直径线上 ,再用长 2. 5cm ,宽 0. 5cm 的灭菌滤

纸条分别沾各种对照剂及蔬菜水溶液 ,与直径线的

MMC 上纸条垂直相交贴到半固体表面 ,每皿可贴 3

条呈“7 ”字状 ,菜条或菜渣 (用无菌镊子挑取少许)以

同样方式与 MMC 长条垂直相交。处理完毕后将全

部平皿放 37 ℃恒温培养 ,6 - 12h 内观察结果。

2. 3 　结果判断标准 :平皿半固体的菌苔背景生长良

好 ,有分布均匀的自然回变噬菌斑 ; MMC 纸条周围

有密集的噬菌斑 ;Vit C 纸条与 MMC 相交处周围的

噬菌斑减少 1 倍以上 ,NS 纸条周围无变化。同时具

备上述条件证明试验成功。被检品的反应与 Vit C

一致判为抗突变阳性 ;与 MMC 一致判为致突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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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与 NS 一致判为既无致突变性也无抗突变性。试

验重复一次 ,每样平行样三份。

结果与讨论

1 　结果见下表 :九种蔬菜均无致突变性。韭菜、胡萝

卜、茄子、大蒜、菠菜、卷心菜、山芋和花菜均具有抗突

变性 ,大白菜 (梗) 既无致突变性又无抗突变性与 NS

的反应一致。结果还发现蔬菜的汁和渣其抗突变性

不同 ,胡萝卜、菠菜、茄子 ,其汁未检出抗突变性而渣

则有抗突变性。大蒜、韭菜、花菜和卷心菜不论其汁

还是渣均具有抗突变性。胡萝卜、大蒜及山芋的菜片

也有抗突变性。

表 1 　九种蔬菜致突变性及抗突变性结果

名　　　称
致突变性

菜汁 菜渣 菜片

抗突变性

菜汁 菜渣 菜片

胡萝卜 - - - - - -

大蒜 (茎与叶) - - - + + +

大白菜 - -

山芋 - +

韭菜 - - + +

菠菜 - - - +

茄子 - - - +

花菜 - - + +

卷心菜 - - + +

绿花菜 - - - +

阴性对照 - - -

阳性对照 + -

抗突变阳性对照 - +

2 　从实验中可知黄绿色蔬菜如菠菜、胡萝卜、茄子、

山芋 ,它们的汁未能检出抗诱变性 ,而渣或片均具有

抗诱变性。这可能由于菠菜、胡萝卜等的抗突变成份

如β- 胡萝卜素、叶绿素等不易溶于水的缘故。有研

究表明蔬菜的丙酮提取物 ,大多有抑制突变作用。含

有叶绿素的蔬菜具有抗诱变活性 ,其活性大小和叶绿

素含量有关 (6) 。有人发现胡萝卜和菠菜可以对抗环

磷酰胺 (CP)引起的损伤中起重要作用。本次实验结

果也证明胡萝卜、菠菜、茄子等蔬菜中的某些非水溶

性成分对 MMC 引起的损伤具有抑制作用。

3 　花菜和卷心菜是十字花科类蔬菜 ,其防癌和抗癌

的主要成份认为是芸苔甙类 (glucobrassicins) 及一些

分解产物如吲哚类、芳香异硫氰酸酯类、二硫酚硫酮

等。已有实验证明芸苔甙及其分解产物可诱导机体

混合功能氧化酶 ,谷胱甘肽转移酶 ( GST)等生物转化

酶 ,提高组织免受亲电物质的损伤 ,防止外来化合物

的诱变和癌变作用 (7 ,8) 。本实验中花菜、卷心菜不论

汁或渣均具有抗 MMC 引起的突变作用 ,与国内外的

试验结果一致 (3 ,8) 。

4 　韭菜、大蒜属百合科 ,大蒜含有的有机硫化物是大

蒜抗癌的活性成份 (9) 。陆敦等的研究表明韭黄、韭

菜和大蒜叶 ,蒜瓣的水溶性提取物能抑制 MNN G ,

MMS和 BaP 诱导的 SOS 反应 (4) 。本实验也证明大

蒜和韭菜不论是汁 (水溶性提取物) 还是渣或片均可

抑制 MMC 诱导的 SOS 反应。它们抗诱变的机理可

能是直接灭活致突变物 ;也有可能是通过抑制微粒体

酶活性以抑制前致突变物转变成致突变物。

5 　抗突变试验方法是在常用的致突变检测方法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 ,本研究是根据赵泽贞教授首创的抗突

变和致突变同步快速法 (10) ,成功地检测了九种蔬菜

的致突变性与抗突变性。为筛选天然的抗突变物 ,对

肿瘤的化学预防提供了科学依据。本研究进一步证

明了该法具有简便、快速 ,可同时筛检物质的几种性

质等特点 ,在检测诱变剂和抗诱变剂中的应用前景广

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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