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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5-FC自杀基因体系对肝、胆、胰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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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CD/5-FC自杀基因体系对肝BEL-7402、胆QBC、胰BXPC-3三系肿瘤细胞杀伤效率的比较, 探讨影响这种杀伤差异的可能
机制. 方法: 测定BEL-7402、QBC、BXPC-3三系肿瘤细胞的生长周期及倍增时间. FACS测定阳离子脂质体介导的三系肿瘤细胞瞬
时转染效率. MTT法测定阳离子脂质体介导CD/5-FC自杀基因体系对瞬时转染的肝胆胰三系肿瘤细胞体外杀伤效率. 观察细胞倍增
时间与转染效率与杀伤效率之间的关系. FACS对三系肿瘤细胞瞬时转染自杀基因后凋亡进行比较, 并用Hochest33342染色后进行
观察. 结果: BEL-7402、QBC、BXPC-3的倍增时间分别是34.48、64.94、26.29 h. QBC细胞同BEL-7402及BXPC-3相比差异有显著
性(P<0.05); BEL-7402、QBC、BXPC3三系细胞阳离子脂质体介导的转染率分别为26.99%、2.25%、30.36%. BEL-7402和BXPC-3同
QBC细胞有显著差异(P<0.05); 瞬时转染自杀基因后抑制效率分别为83.24%, 16.97%, 92.32%; 在CD/5-FC杀伤三系细胞可能的机
制-凋亡的研究中, 三者凋亡率分别为27.8%, 5.49%, 36.5%. 结论: 生长周期短, 倍增时间快的细胞系瞬时转染率高, 对CD/5-
FC自杀基因疗法比较敏感, 该自杀基因疗法可能对临床晚期消化系恶性肿瘤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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