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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物学最多
"

近年来
!

分子生物学在众多领域越来

越受到广泛关注
!

在寄生虫病学领域的研究中也成为

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

合作研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

科技

论文的合著率是评价科研合作程度最直观和最重要的

量化指标之一
!

也是研究学科相互交叉
#

渗透
!

以及

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因素
"

不少研究表

明
!

合作研究的论文较一般独立完成的论文更易被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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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刊的
<=;

篇载文中
!

作者合作度为
<5:

!

合著

率为
><8=?

"

与先前的分析结果比较
!

作者合著率呈

现上升的趋势$

<

!

@

%

!

说明该刊作者的合作程度较强
"

第

一作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
#

疾病防治机构和医疗机

构
!

其中来自高等院校的作者数最多
"

但略低于往年

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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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滞是指稿件在编辑过程中滞留的时间
!

即

从编辑部收到稿件到论文发表的间隔时间
!

亦称发表

周期或出版时滞$

>

%

"

据报道
!

科技论文的发表每延误

#5<

年至
!

年
A

其情报价值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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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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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

发表

时滞是评估期刊出版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C

也是作

者
#

读者
#

编者和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

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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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时滞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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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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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者期望
&

%

个月内发表
'

略长
"

建议期刊编辑部

采取适当措施
!

通过增页
!

或者提高稿件录用标准
!

既可缓解余稿的积压
!

也可缩短发表时滞
!

从而吸引

优秀的稿源
"

综上所述
!

该刊是寄生虫学研究领域中较重要的

信息来源之一
!

载文量较大
!

刊载论文的内容丰富
!

拥有较稳定的作者群
"

应进一步拓展办刊思路
!

提高

办刊质量
!

提升国内外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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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小鼠的抑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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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为探讨人蛔虫提取物对肿瘤的作用及其免疫学机制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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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GHI%

小鼠随机分为
J

#

G

#

&

#

2

和
K

等
<

组
!

每组
>

只
!

其中
G

#

2

组分别为
J

#

&

组的实验对照组
!

K

组为阴性对照组
!

不做任何处理
"

J

组每鼠隔天腹

腔注射
68# L1

蛔虫提取物
&

GKJH

'!

#6 E

后每鼠右前肢腋下皮下接种
68# L1 H3M(.

肺癌细胞
&

HH&

'!

进行肿瘤造模
-

G

组小鼠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

#6 E

后进行肿瘤造模
"

&

组每鼠注射
68# L1 HH&

细胞悬液进行肿瘤造模
!

! E

后腹腔注射

68# L1 GKJH

!

隔天
#

次
!

共注射
<

次
-

2

组小鼠肿瘤造模
! E

后
!

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

隔天
#

次
"

记录各组小鼠成瘤

时间
!

称瘤重
!

计算抑瘤率
"

结果显示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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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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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小鼠的成瘤时间分别为
&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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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JH

提前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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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重于其对照组
G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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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荷瘤后
GKJH

干预的
&

组抑瘤率最强
!

为
$$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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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肿瘤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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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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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轻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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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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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 &

!%686<

'"

提示
GKJH

可影响肿瘤的形成
!

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明显的抑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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蛔虫感染可使宿主发生变态反应和肠功能障碍等
!

并可引

起严重的并发症
)

蛔虫感染及其产物对宿主免疫系统的强烈免

疫调节作用
!

既有免疫抑制作用
!

可能削弱宿主对某些病原体

感染的免疫力
!

如其可以明显延长小鼠体内循环中
HCW

对卵清

蛋白
"

0N,1Z@S()Y f7<

'

的反应
!

并可干扰小鼠淋巴细胞对
f7<

的迟发型超敏反应
"

U31,L3U!/LB3 'LB3-.3).(/(N(/LY 2\D

'

*

A

!

!

+

#

又有免疫促进作用
!

如在
&OPQGR%

小鼠体内用牛分支杆菌感染

的早期阶段发现蛔虫提取物
,

Z0UL 3X/-,4/ 0M !"+$%&" '()*%&!

+,&-."

!

QW<G

'

可提高心肌辅酶活性和肿瘤坏死因子
!

,

\9K!!

'

水平*

$

+

)

同时
QW<G

还可以刺激
Q

淋巴细胞产生明显的多克隆增

殖*

_

+

)

这些均提示
QW<G

中可能存在多种免疫活性物质来调节或

影响宿主细胞的免疫反应
)

蛔虫体腔液是强烈的致敏原
!

具有

免疫调节
-

促有丝分裂*

$

+和细胞毒性作用*

O

+等多种生物学特性
)

本实验选用不同浓度的
QW<G

!

用体外培养的小鼠
G3T(.

肺癌细

胞
"

G3T(. 1@)C 4,-4()0S,

!

GG&

'

对小鼠进行荷瘤造模
!

探讨

其对荷瘤小鼠肿瘤的作用
)

9

材料与方法

A8A

材料

A8A8A

实验动物
_O

只
c+K

级
&OPQGR%

小鼠
!

雄性
!

体重
A%g

Aa C

!

%ga

周龄
!

购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
!

实

验动物合格证号为
c&>I

"

沪
'

!::P!:::O

)

小鼠在净化隔离室

内饲养
!

使用高压灭菌垫料
-

钴
%:

真空包装饲料
!

饮用煮沸消

毒开水
)

饮水无限制
!

垫料每隔
!g$ U

更换
)

A8A8! QW<G

的制备 以江西省新建县恒湖农场饭湖村的村民

为对象
"

均知情同意
'!

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粪便查蛔虫卵
!

粪检阳性者采用双羟萘酸噻嘧啶
"

$: SCRdC

体重
'

驱虫
!

从服

药后的患者粪便中收集蛔虫成虫
)

取完整的蛔虫
!

洗净后用含

A:: ERS1

青霉素和链霉素的无菌生理盐水浸泡
AO S()

!

滤纸吸

干
!

在超净台内将蛔虫解剖
!

丢弃内脏
!

收集虫体
!

用匀浆器

搅碎
!

A: :::%2

离心
$: S()

!

取上清
!

经
:8_O "S

醋酸纤维膜过

滤除菌
!

用核酸蛋白分析仪测蛋白含量为
$ !:: "CRS1

!

将

QW<G

稀释浓度为
A:: "CRS1

!

吸取
$ S1

分装于青霉素瓶中
!

置
V$: &

冰箱中冻存备用
)

A8A8$ GG&

细胞 参照文献
*

%

+

的方法对
GG&

细胞进行传代培

养
!

细胞密度调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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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S1

)

A8A8_

主要试剂与仪器
h+[H A%_:

培养液和胰蛋白酶购自美

国
=HQ&f

公司
!

小牛血清购于杭州四季青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

双羟萘酸噻嘧啶购自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批号为

\:%O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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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
-

链霉素购自华北制药公司
!

醋酸纤维膜购

自美国
IW9IWh

公司
!

高压灭菌垫料和钴
%:

真空包装饲料购自

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
)

核酸蛋白分析仪为美国

QHf!h<2

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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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实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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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阴性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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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任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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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每鼠隔天腹腔注

射
:8A S1 Q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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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鼠右前肢腋下皮下接种
:8A S1

肺癌细

胞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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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肿瘤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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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组小鼠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

A: U

后进

行肿瘤造模
)

&

组每鼠注射
:8A S1 GG&

细胞悬液进行肿瘤造模

_P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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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体重
;<

瘤重
;=<

抑瘤率
;>

?

组
!!5@!A5! B!!5!!CA$5D E

F

组
!!5@!:5@ $$G5@!!G!5! H

&

组
!!8D!!8! !$B8G!A"A8G $$8$

2

组

I

组

!$8D!A8"

!$8$!A8C

$D%8B!AB%8@

H

H

H

表
!

人蛔虫提取物对肿瘤生长的影响

! J

后
!

腹腔注射
68A =1 FI?K

!

隔天
A

次
!

共注射
D

次
"

2

组小

鼠肿瘤造模
! J

后
!

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

隔天
A

次
#

A8!8! FI?K

对小鼠成瘤时间
!

瘤重和抑瘤率的影响 接种肿

瘤细胞
$ J

后每天触摸接种部位
!

记录小鼠成瘤时间
#

接种肿

瘤
A6 J

后取出瘤块
!

用电子天平称重
#

每鼠在取出瘤块前称量

体重
#

抑瘤率
L

$

AHMN&

%

"A66O

$

M

为实验组肿瘤的平均重量
!

&

为相应对照组肿瘤的平均重量
%&

A8$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P+PPA$8"

软件进行分析
!

两组之间

采用秩和检验统计方法
&

检验水平为
!L"8"D

&

"

结果

!8A FI?K

对小鼠成瘤时间的影响 结果显示
!

?

'

F

'

&

和
2

组小鼠的成瘤时间分别为
(

B8"!A8A

%' (

%8"!"8B

%' (

@8"!A8!

%

和
(

B8"!"8@

%

J

!

其中
&

组的平均成瘤时间最长
&

!8! FI?K

对荷瘤小鼠的瘤重和抑瘤率的影响 统计结果显

示
!

FI?K

提前干预的
?

组小鼠瘤重为
(

B!!8!!CA$8D

%

=<

!

显

著重于其对照组
F

组
)(

$$G8@!!G!8!

%

=<

*$

!#"8"D

%&

小鼠荷瘤

后
FI?K

干预的
&

组抑瘤率最强
!

为
$$8$>

!

其瘤重
)$

!$B8G!

A"A8G

%

=<

*

明显轻于其对照组
2

组
)$

$D%8B!AB%8@

%

=<

*

以及

?

'

F

组
$

!#"8"D

%&

#

讨论

Q3))3JR

等)

B

!

G

*对猪蛔虫感染期幼虫分泌排泄物抗原进行测

定
!

显示其成分复杂
!

其中相对分子质量
"

-

AC :::

的蛋白为强

变应原性的虫体腔液蛋白谱中的主要分子
!

是
K!

'

K$

的排泄分

泌
$

IP

%

抗原与体腔的惟一共同抗原
!

也是诱发宿主产生抗体

反应的免疫原
&

预实验结果可知
!

小鼠的平均成瘤时间为
BS@ J

!

荷瘤超

过
A: J

会发生肿瘤的浸润
'

溃烂和出血等情况
$

数据未列出
%!

因此接种肿瘤
A: J

后取瘤块称重不影响肿瘤块的完整性
&

本课

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发现
!

蛔虫幼虫提取物能够诱导体外培养的

人肺上皮细胞发生凋亡)

@

*

&

蛔虫体腔液能使体外培养的人肠上

皮细胞发生凋亡 )

A:

*

!

蛔虫体腔液干预人肺上皮细胞发生凋亡

过程中有
T41$!NT,U

基因的参与)

AA

*

!

在细胞凋亡过程中细胞因子

白细胞介素
$%

$

VK$%

%'

"

肿瘤坏死因子
$

MWX$"

%

参与了凋亡

的调控 )

A!

*

&

在体内实验中
!

本课题组观察到
FI?K

对荷瘤后干

预组
$

&

组
%

小鼠具有明显的抑瘤作用
!

而对事先干预组
$

?

组
%

小鼠则无抑瘤作用
&

这可能是由于
?

组小鼠在接触
FI?K

后
M'!

类细胞反应逐渐增强
!

当肿瘤侵入后
M'A

类细胞反应呈相对弱

势状态
!

无法扭转
M'!

类反应的相对强势状态
"

也可能由于接

触
FI?K

后肿瘤继而侵入
!

机体免疫状态失衡
!

机体免疫力下

降
!

导致肿瘤生长加快
&

同时也证明
M'A

和
M'!

免疫反应的平

衡
!

对许多病原体感染的保护和病理反应是公认的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 )

A$

*

&

另外
!

在荷瘤后干预比较中
!

&

组瘤重明显轻于
2

组
!

同时也轻于
?

组和
F

组
!

说明
FI?K

早期激发的免疫反应有

可能是
M'A

类细胞反应
!

此时肿瘤侵入很可能引起一个叠加的

M'A

类细胞反应
!

因此
&

组结果有较明显的抑制肿瘤生长的作

用
&

本实验首次报告了关于
FI?K

可参与抗肿瘤作用的现象
!

还发现
FI?K

对肿瘤的作用可能是抑制性的
!

也可能是促进性

的
!

这与
FI?K

作用于肿瘤的时间先后顺序和剂量等因素有关
!

目前的工作尚不能为阐明其作用机制提供充分的依据
!

有待进

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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