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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 TCM 901 的体外抗癌研究

高　凌　王佾先　张琴芬
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　南京　210009

摘要　本文采用肿瘤细胞系体外软琼脂集落形成试验和台盼蓝 (T rypan b lue) 排斥实验研究中药 901

(TCM 901)的抗癌活性, 结果表明, TCM 901 对肝癌细胞H—7402 的集落抑制率为 83. 8% ; 对H—7402, 胃腺

癌BCG—823, 肠癌 SPS 和小鼠白血病细胞株 P388 的生长抑制可分别达 100%。上述结果提示, TCM 901 对

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本实验室对 TCM 901 抗动物移植性肿瘤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其抑瘤效果良好。因

此, 作者认为 TCM 901 有望成为一种新的抗癌制剂。

关键词　中药 901; 肿瘤细胞; 集落形成; 细胞杀伤。

表 3　上海市冬季大气悬浮颗粒物有机组分构成表 (100m gSP)

A 　　　 I　　　 E　　　

F1 　6. 1 (16. 7 　6. 4 (18. 4) 　8. 6 (17. 8)

F2 3. 5 (9. 6) 8. 4 (24. 2) 2. 2 (4. 6)

F3 6. 4 (17. 5) 4. 9 (14. 1) 14. 5 (30. 1)

F4 4. 1 (11. 2) 2. 7 (7. 8) 5. 6 (11. 5)

F5 16. 5 (45. 0) 12. 3 (35. 5) 17. 3 (35. 9)

合计 36. 6 34. 7 48. 2

　　长期以来, 人们把悬浮颗粒物中 PA H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实验证明: 大气颗粒物有

机提取物中还含有其它有机致突变物及潜在

致癌剂,W ynder
(9) 等人用颗粒物有机提取物

分组后作小鼠的皮肤致癌试验, 结果表明, 芳

烃组分与致癌性有关, 而有机酸组分、氧化芳

烃组分与促癌作用有关, 我们也对上海市大

气悬浮颗粒物作了皮肤致癌试验, 结果同样

证明非多环芳烃组分的有害作用。所以, 我们

还应该注意有机酸、有机碱及极性化合物组

分物质对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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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 ITUMOR EFFECT IN V ITRO OF TRAD IT IONAL CH INESE

M ED IC INE 901

Gao L ing,W ang Y ix ian, Zhang Q infen

J iang su Institu te of Cancer R esea rch ,N anj ing 210009

Abstract　A n titum o r effect of T rad it iona l Ch inese M edicine 901 (TCM 901) w as stud ied u s2
ing co lonyfo rm ing assay and trypan b lue exclu sion ra te.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 t TCM 901

had inh ib ito ry ra te of 83. 8% on co lonyfo rm ing of carcinom a cell line H - 7402. T he inh ib ito2
ry ra te of TCM 901 in vit ro aga in st H - 7402, BCG - 823, SPS and P388 reached 100% , re2
spect ively. T hese resu lts suggested tha t TCM 901 had m arkedly inh ib it ion on the cancer cells

and it m igh t be a new - an t itum o r agen t.

Key W ords　T radit iona l Ch inese M edicine 901 (TCM 901) ; carcinom a cell lines; co lonyfo rm 2
ing; cytocida l

　　TCM 901 系江苏地区古老的蛇药秘方,

由雄黄、珍珠、　砂等七味传统中药配制而

成。民间在长期救治蛇伤的基础上用其治疗

多种肿瘤亦发现有良好效果。为了验证

TCM 901 的抗癌活性, 我们对其进行了体外

抗肿瘤药理研究。

材料和方法

1. 　待测物与试剂

TCM 901 散剂用磷酸盐缓冲液 (PBS) 配

制成不同浓度, 灭菌备用。R PM I- 1640

(G IBCO ) 三蒸水配制, 含小牛血清 10% , 青

霉素 200U öm l, 链霉素 200Λgöm l。氟脲嘧啶

注射液 (5—Fu) , 南通制药厂生产。

2. 　肿瘤细胞系

肝癌H—7402, 胃腺癌BCG—823, 肠癌

SPS 和小鼠白血病细胞 P388 均由解放军八

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赠送, 本室传代保种。

3. 　实验方法

3. 1　H—7402 细胞软琼脂集落形成检测　

本实验采用在 H am bu rger- Sa lm on 双层软

琼脂法基础上改进的单层软琼脂培养法 (1, 2)。

将生长良好的贴壁细胞 H—7402 用 0. 02%

ED TA 消化成单细胞, 经 R PM I—1640 洗涤

后加至预热的含琼脂 0. 3% 的 R PM I—1640

完全培养基中, 并加待测的 TCM 901, 使细胞

终浓度为 1×103öm l, 接种于 24 孔塑料培养

板, 每孔 0. 5m l。每剂量药物设三个平行孔。

将此细胞置 5% CO 2 温箱 37℃培养 7d。倒置

显微镜下观察每孔集落数, 以平行孔的均值

为准计算集落形成率 (p la t ing efficiency PE)

和集落抑制率。

3. 2　台盼蓝排斥实验　贴壁细胞H—7402,

BCG—823 和 SPS 分别以 0. 02% ED TA 消

化, R PM I—1640 培养液洗涤二次, 将 4×

104öm l 细胞接种于 10m l 的培养瓶, 每瓶 3.

6m l, 加待测的 TCM 901 0. 4m l, 各剂量组均

设三个平行瓶。悬浮细胞 P388 采用微量实

验法。将浓度为 4×104m l 的 P388 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 每孔 180Λl, 加 TCM 901 20Λl, 各

剂量组均设三个平行组。上述细胞置 5%

CO 2 温箱 37℃培养。贴壁细胞于 72h 后取

出, 消化洗涤。P388 分别于 24h 后和 48h 后

取出。台盼蓝排斥法计数各组死活细胞数。取

三批实验均值计算细胞抑制率 (3)。

结　果

1. 集落形成检测　结果见表 1, 从表 1 可见

TCM 901 浓度为 1Λgöm l 时对H—7402 细胞

在软琼脂上的集落形成即产生较强的抑制作

—902—



用, 其抑制率达 80% 以上, 强于 5—Fu 对

H—7402 的抑制作用, 组间 t 检验结果表明

实验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本实验未观

察到明显的量效关系。

表 1　TCM 901 对H—7402 集落形成的抑制作用

组别
药物浓度

(Λgöm l)

平均集落数ö孔

(x ±s)
EP% 集落抑制率%

RPM I- 1640 　129. 00±7. 00 　　32. 25

TCM 901 　　1. 0 21. 50±0. 503 5. 38 83. 80

TCM 901 5. 0 44. 33±12. 973 11. 08 65. 64

TCM 901 10. 0 32. 33±9. 103 8. 08 74. 94

TCM 901 50. 0 21. 73±3. 403 6. 38 78. 50

TCM 901 100. 0 45. 67±7. 583 11. 43 64. 60

5- Fu 5. 0 40. 67±7. 363 10. 18 68. 74

　　　　　　3 P < 0. 01

2. 台盼蓝排斥实验

2. 1 TCM 901 对H—7402,BCG—823 和 SPS

三种癌细胞的杀伤作用见表 2。从表 2 可见,

药物浓度在 0. 1Λgöm l 至 5Λgöm l 的范围内,

对上述癌细胞的抑制呈量效关系, 其最大抑

制率达 100%。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结果, 多见

细胞碎片而少见形态完整的死细胞, 推测

TCM 901 对上述癌细胞有溶解作用。

表 2　TCM 901 对三种人癌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药物浓度

(Λgöm l)

H—7402

细胞数×105 抑制率%

BCG—823

细胞数×105 抑制率%

SPS

细胞数×105 抑制率%

　0 　8. 06±1. 04 10. 03±2. 13 　6. 90±1. 04

0. 1 6. 00±0. 413 　30. 23 4. 23±0. 673 　57. 83 3. 10±0. 703 　55. 07

0. 2 3. 17±0. 623 3 63. 14 3. 67±0. 473 63. 41 1. 97±0. 863 3 71. 45

0. 5 0. 67±0. 243 3 92. 21 1. 60±0. 293 3 84. 03 0. 43±0. 093 3 93. 77

1. 0 0. 57±0. 093 3 93. 37 0. 93±0. 333 3 90. 73 0. 40±0. 083 3 94. 20

5. 0 0. 00±0. 003 3 100. 0 0. 00±0. 003 3 100. 0 0. 00±0. 003 3 100

50. 0 0. 00±0. 003 3 100. 0 0. 00±0. 003 3 100. 0 0. 00±0. 003 3 100

100. 0 1. 03±0. 373 3 88. 02 6. 00±0. 413 40. 18 3. 10±0. 293 3 55. 07

5- Fu 5. 0 2. 77±0. 273 3 67. 79 4. 50±1. 083 55. 13 2. 77±0. 213 3 59. 85

　　　　　　3 P < 0. 05, 3 3 P < 0. 01

2. 2 TCM 901 对 P388 的杀伤作用见表 3。从
表 3 可见, 在 48h 内, TCM 901 对 P388 的抑

制强度与药物剂量及作用时间呈正相关, 最
大抑制率达 100%。

表 3　TCM 901 对 P388 白血病增殖的抑制作用

药物浓度

(Λgöm l)

24h

细胞数×105 抑制率%

48h

细胞数×105 抑制率%

　　0 　3. 04±0. 30 　10. 80±0. 20 　　　

1. 0 2. 20±0. 103 　　35. 29 3. 83±0. 183 3 　　　　64. 53

10. 0 0. 80±0. 453 76. 47 0. 42±0. 033 3 96. 11

100. 0 0. 45±0. 153 3 86. 76 0. 00±0. 003 3 100. 0

　　　　　　3 P < 0. 05, 3 3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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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氮供体药物硝普钠的遗传毒性的研究①

林慰慈1　薛宏伟1　刘胜英2　何轶勤2　付娟玲1　周宗灿1

1北京医科大学卫生毒理教研室　北京　100083　2 北京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 91 级学生

摘要　本文以硝普钠 (SN P) 为NO 供体药物, 研究慢性升高的NO 对哺乳动物细胞的诱变作用和微核形成

的影响。结果 SN P (2- 8mM , 不加或加 S9)处理, 均以剂量—反应方式诱发 g12 细胞 gp t 位点突变, 在最高受

试剂量, 诱变率分别超过本底 13 和 25 倍。在处理组还观察到含微核的双核细胞数显著增多。在 0. 5- 4mM

(+ S9)或 2- 8mM (- S9) SN P 剂量范围内, 双核微核细胞率、微核率及含多微核的双核细胞比率均以剂量—

依存方式增加。结果表明 SN P 释放的NO 过量积累可能是导致 g12 细胞遗传毒性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硝普钠; NO ; g12 细胞; 遗传毒性

STUD IES ON GENOTOX IC ITY OF SOD IUM N ITROPRUSSID E

讨　论

从传统中医药中发掘寻找高效低毒的抗

癌药物是现代药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

成就和前景日益引人注目。据报道, 雄黄对慢

粒型白血病有较好疗效 (4) ;  砂在中医临床

被广泛用于治疗鼻咽癌、食道癌和皮肤癌 (5) ;

而珍珠则有解毒生肌及安神之功效 (6) ; 这说

明 TCM 901 的组方成份有直接和间接的抗

癌作用。

肿瘤干细胞 (Stem cell) 在肿瘤的发生、

转移和复发过程中充当重要角色, 这种干细

胞在软琼脂上附着而形成集落。在H—7402

集落形成试验中, 观察到 TCM 901 对集落形

成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药物剂量与效应

关系不明显, 这与本室报道的 TCM 901 抗动

物移植性肿瘤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7)。

台盼蓝排斥实验证实, TCM 901 对 H—

7401, BCG—823, SPS 和 P388 的细胞增殖

有强烈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 其

作用呈量效关系。就贴壁细胞而言, 在抑制率

达到 100% 之后有一稳定的平台期, 但药物

浓度上升到 100Λgöm l 之上, 抑制强度又开

始下降。这种生物学现象, 以及实验中观察到

的溶解细胞的作用机理, 都有待我们进一步

研究。

本实验为 TCM 901 的抗癌作用提供了

一定的药理学基础。提示 TCM 901 有望成为

一种新的中药抗癌制剂。
(本文承薛开先老师指正,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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