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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注射液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SCE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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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Budr2Giemsa 技术检测研究了接受黄芪注射液治疗的 33 例病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互换 (SCE) 频

率 ,结果表明 ,治疗后比治疗前病人的 SCE率有显著的增加 ,有统计学差异 ( P < 0. 01) ,说明黄芪注射液能诱发 DNA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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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芪在我国传统中药方剂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它

的药理作用及所含化学成份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984 年我们曾报告黄芪水溶性提取物有诱发染色体

DNA 损伤的作用 (1) 。随后我们的一系列测试均肯定

了这一点 ,这些实验的结果是由试管内和小鼠活体试

验证实的 (2 ,3) 。本文观察 33 例患者应用黄芪注射液

治疗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互换 ( SCE)

率的变化 ,现报告如下。

的噬菌斑 ,并超过自然背景一倍以上 ; VC 条周围噬

菌斑减至一半或消失 ,与 MMC 相交处尤为明显 ;阴

性对照 NS 周围无明显变化。同时具备以上 4 条标

准为试验成功。检品与 VC 条一致则为抗突变阳性 ,

与 MMC 条一致则为致突变阳性 ,与 NS 一致则为阴

性。

结 　果

在培养至 7h 时 ,平皿上 VC、NS、MMC 三种对

照剂均出现典型结果 ,且符合结果判断标准 ,表明实

验成功。8 种检品均未发现致突变阳性。菜花、韭

菜、洋白菜及瓠子在加与不加 S9 的试验中均显示抗

突变阳性 ,芹菜汁在不加 S9 时显示抗突变阳性 ,丝瓜

在加 S9 时显示抗突变阳性。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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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ed table 　Antimutagenicity and mutagenicity of

8 kinds fresh vegetables in SOS test
Sample

　

antimutagenicity

- S9 + S9

mutagenicity

- S9 + S9

cauliflower (菜花)

chive (韭菜)

cabbage (洋白菜)

juice 汁
cabbage (洋白菜)

slip 条
edible gourd(瓠子)

celery juice (芹菜汁)

celery slip (芹菜条)

luffa (丝瓜)

pumpkin (西葫芦)

balsam(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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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专病中心心血管病组自愿接受黄

芪注射液治疗的住院患者 33 例 ,不分性别、族别 ,年
龄 17 - 68 岁。选用黄芪注射液为上海福达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 (批号 　960506) 。每日将 10 - 20g 注射液
加在 500ml 液体中对患者行静脉点滴 15d ,对个别有
不适反应患者及时停药。治疗前后与治疗结束后一
天 ,取患者静脉血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并制片 ,

具体方法及 SCE 计数标准同本室以往的报告 (4) 。

结 　果
每位患者接受的总剂量及 SCE 变化见表 1 :

本文的 33 例患者中 ,静滴最小剂量为 60g (例
10) ,最大剂量为 240g (例 14、21) ,治疗前 SCE 率平
均为 6. 88 ,治疗后平均为 11. 12 ,每位病人治疗后的
SCE 率均比治疗前有所增高 ,平均为 4. 24 次 ,有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 ( P < 0 . 01) 。

表 1 　黄芪注射液治疗前后的 SCE率
　

患者编号
总剂量 (g)

SCE 率/ 细胞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平均

120
150
150
150
150

80
300
300
300

60
300
300
300
240
140
300
300
300
300
300
24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54

7. 13
6. 50
7. 23
7. 27
7. 16
6. 8
7. 67
7. 40
7. 32
6. 90
5. 60
7. 68
6. 90
6. 30
7. 12
6. 92
7. 12
7. 20
6. 52
7. 10
6. 00
7. 72
6. 80
5. 10
5. 70
6. 95
7. 6
7. 12
6. 90
6. 70
7. 83
6. 81
6. 13
6. 88

11. 03
13. 27
11. 60
11. 26
11. 69
12. 10
11. 50
10. 84
11. 20

9. 25
10. 82
12. 36
12. 26
10. 90
10. 12
11. 40
11. 52
12. 10
10. 70
11. 12
10. 80
11. 60
10. 92

9. 84
10. 12
11. 10
11. 30

9. 90
11. 00
10. 89
11. 15
10. 92
10. 40
11. 12

3. 90
6. 77
4. 37
3. 99
4. 53
5. 30
3. 83
3. 44
3/ 88
4. 35
5. 22
4. 68
4. 36
4. 60
3. 00
4. 48
4. 40
4. 90
4. 18
4. 02
4. 80
3. 88
4. 12
4. 74
4. 42
4. 15
3. 70
2. 78
4. 10
4. 19
4. 32
4. 11
4. 27
4. 24

讨 　论

人类外周血淋巴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互换 ( SCE)

已成为职业性接触和群体监测中有用的生物系统。

由于 SCE 的形成与 DNA 修复及突变形成关系更为

直接 (1) ,化合物诱发 SCE 的能力与其致癌或/ 和致突

变的能力之间存在着相关 (2) ,因此 SCE 频率检测为

突变研究很有价值的手段 (3) 。本文 33 例患者治疗前

的 SCE 率平均为 6. 88 ,与殷学军等报道的正常人

SCE 自发频率为 6. 86 ±1. 53/ 细胞 (5) 并无统计学差

异 ( P > 0. 05) 。

黄芪是否能诱发染色体 DNA 损伤 ,各家报告不

一。而作者所在实验室多次重复 Ames 试验 ,离体

SCE 试验 ,活体小鼠微核与染色畸变试验的结果均

表明黄芪具有诱变作用 (6 ,7 ,8) 。作者认为 ,各家对黄

芪是否具诱变性看法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实

验方法不一致 ,二是药材产地不同。但从许多报告来

看 ,黄芪的复方制品尚未发现有诱变作用。而本文观

察结果显示黄芪注射液可增加 SCE 率 ,提示黄芪注

射液对 DNA 有损伤 ,可能具致突变作用。因此作者

建议对黄芪在临床上的应用应持慎重态度 ,而其详细

的作用机理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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