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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与目的：了解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的抑突变作用。 材料与方法：将来自大理市周边七里桥、小关邑的两种蚕

豆各分为环磷酰胺组、阴性对照组、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组、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 ’ 环磷酰胺组，共 ( 组，利用蚕豆根尖

微核技术，测定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对环磷酰胺所诱导突变的抑制作用。 结果：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 ’ 环磷酰胺处理

组的根尖细胞微核率明显低于环磷酰胺组 ) & * $+ $&,，其微核抑制率分别为 %$+ - . )七里桥蚕豆 , 和 -#+ -. )小关邑蚕豆 ,。 结论：

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可以降低环磷酰胺诱导的蚕豆根尖细胞的微核率，具有抑突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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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蠊 ) &/0(12*3/4* 56/0()*3* , 为昆虫纲有翅亚

纲蜚蠊目蜚蠊科大蠊属昆虫，俗称“蟑螂”。九香虫

7 58193:91;8 <=(3/38(8 >*22*8 , 为昆虫纲半翅目蝽科昆

虫。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美洲大蠊和九香虫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发现美洲大蠊对肺癌及恶性纤维癌有显著疗

效 T& 31 U，九香虫具有较强的止痛、抗癌作用 T( 3- U。但对两

药联合用药的研究目前国内外暂无报道，大理民间有中

医用 1 份美洲大蠊配 & 份九香虫治疗肺癌等恶性肿瘤，

其疗效甚佳。我们旨在利用蚕豆根尖微核技术初步探索

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抗突变作用，为进一步研究

美洲大蠊和九香虫的抗癌作用提供实验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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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七里桥蚕豆各组根尖细胞微核率及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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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小关邑蚕豆各组根尖细胞微核率及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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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 七里桥和小关邑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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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蚕豆 2 *+,+- .-/- 0 & 5选自云南省大理市小关邑村和

七里桥村；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提取物 2大理学院药学院

刘光明教授提供 5；环磷酰胺 2 EGE%$/=$D=$H>B9，1X5；微核

染色液 2席夫试剂 5、卡诺固定液：# 无水乙醇 Y # 冰醋酸Z
L Y J。

!" # 方法

!" #" ! 微核实验 按国家环保局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进行。选择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蚕豆种子，蒸馏水

浸泡 L( =，其间换水 ’ 次，待种子充分吸胀初生根长至

J [ ’ HH，放入到垫有湿脱脂棉的解剖盘中，上覆盖湿

纱布，于 ’M \条件下催芽，当初生根长至 J& ( [ ’& ( EH
时，随机分为阳性对照组 21X 组 5、阴性对照组、美洲大

蠊和九香虫 L Y J 混合成分组 2 J(!C ] H% 5、美洲大蠊和

九香虫 L Y J 混合成分 F 环磷酰胺组 2 J(!C ] H% 美洲大

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 F ’(!C ]H% 环磷酰胺各 J ] ’5。每

组在室温下浸泡处理 I =，自来水冲洗后，在 ’M \温箱

中用蒸馏水恢复培养 ’I =，切取根尖 JEH 左右于卡诺

尔氏液中固定 L* = 后，用蒸馏水冲洗 ’ 次，再用

(& (’K H$% ] ^ _1%、*( \水解 M [ R H><，水洗 ’ 次，席夫

试剂染色 L( H><，水洗 ’ 次，最后用蒸馏水浸泡待检。

!" #" # 微核观察 随机选取各组蚕豆根尖，常规

压片，高倍镜下观察蚕豆根尖分生组织区，每个处理组

观察 L 个根尖细胞，每个根尖计数 J ((( 个间期细胞，

按下式计算其微核率 201)，45 和抑制率 2 @ 5。

01) Z
含有微核的细胞数

观察细胞总数 ‘ J (((4

抑制率 Z 2 对照组微核细胞数 O 实验组微核细胞数
对照组微核细胞数

5 ‘ J((@

!" #" $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使用 aXaaJM& ( 软

件分析，显著性检验采用!
’ 检验。

# 结 果

#" ! 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及抑制率分析

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处理的蚕豆根尖细胞

微核低于阴性对照组 2 ) Q (& (J5；混合成分 F 环磷酰胺

组根尖细胞微核率也低于环磷酰胺组 2 ) Q (& (J5。美洲

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对七里桥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的

抑制率为 IM& I@，且对环磷酰胺诱导的七里桥蚕豆根

尖细胞微核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抑制率为 *(& M@ 2表
J5；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对小关邑蚕豆根尖细胞

微核的抑制率为 IJ& K@，且对环磷酰胺诱导的小关邑

蚕豆根尖细胞微核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抑制率为

M’& M@ 2表 ’5。

#" # 七里桥和小关邑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及抑

制率对比分析

实验过程中，随机选择两种蚕豆 b* c，并严格控制实

验条件，两组实验平行进行，除保证两组实验所使用的

蚕豆为不同地区外，其他实验条件均一致。实验结果表

明两种蚕豆微核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W (& (M5，说

明实验具有很好的一致性，结果可靠 2表 L5。

$ 讨 论

微核是常用的遗传毒理学指标之一，指示染色体的

损伤情况，微核产生的数量与诱变因子的致突变作用成

正比，其频率可反映细胞 d)e 受损的程度，而 d)e 损伤

是组织癌变的机制之一，因此可以用微核率来评价诱变

因子对癌变的影响程度。蚕豆根尖微核试验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和灵敏性，蚕豆与小鼠在分类上属于同一个层

次，蚕豆细胞染色体的损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同样

暴露条件下高等动物遗传物质的损伤。JfRR 年国际化学

品安全委员会组织了一次涉及世界 * 个国家 JK 个实验

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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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珍珠祛斑美容片小鼠精子畸形试验结果 , !" - # .
’/012 + #234153 67 3829: /0;69:/1<5= 5235 67 82/91 /;5<>3865 ?63:25616@=
31<?23 <; :<?2, !" - # .

H(3162*P Q87R >(=72(@ ,2(<1 ! !’ S $E $&

&$E $ , - ., 范围内，对小鼠精子无致畸作用。

!" # 骨髓微核试验 结果见表 L，珍珠祛斑美容

片与小鼠胸骨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发生率无剂量 T 反

应关系。经 ( 检验，各试验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微核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U $E $F/，而阳性对照组与阴

性 对 照 组 及 各 试 验 组 比 较 差 异 均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 S $E $F/。说明珍珠祛斑美容片在 #E F V &$E $ , - ., 范

围内，未引起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发生率的升

高。

$ 讨 论

本次试验中，对珍珠祛斑美容片进行了 # 个阶段的

毒性试验。在第一阶段急性毒性试验中，大鼠、小鼠经口

灌胃给予珍珠祛斑美容片，其 GW’ 均大于 #$E $ , - ., 体

重。据急性毒性分级标准判定，珍珠祛斑美容片属于实

际无毒级别。在第二阶段遗传毒性试验中，通过小鼠精

子畸形试验、微核试验和 43*) 试验，对珍珠祛斑美容片

的短期诱变性进行研究，这 L 项试验结果均为阴性，说

明在本试验剂量范围内 + #E F V &$E $ , - .,/，该受试物未

显示遗传毒性作用。珍珠祛斑美容片的人体推荐日用量

为 #E $ , !因此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初步认为在推荐剂量

范围内使用珍珠祛斑美容片是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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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大型试验，分别用几种不同的植物检测系统来鉴定

未知样本的致突变性。结果表明，蚕豆根尖染色体畸变

试验的假阴性率最低，可以检出最多的阳性致变物 XM Y。

环磷酰胺是一种染色体断裂剂，可以使遗传物质损伤产

生微核等异常现象。从以上两组蚕豆的微核率来看，阴

性对照 +本底测定 /均为 &$‘以下，符合本底条件。

本研究结果表明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能有

效抑制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的升高，具有很好的抑制突

变作用，为进一步研究美洲大蠊和九香虫混合成分的抗

肿瘤作用及其机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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