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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建立恶性梗阻性黄疸模型，通过对模型鼠腹

腔内注射丹参注射液，观察其对肝癌瘤体大小、抑癌率及抑转

移率和肝癌、癌周、临近肝叶及肺组织中细胞间黏附分 子

（QMRS#!）表达的作用1 方法：用 T84U3;#$’) 肝癌株近肝门部

肝实质内种植致移植性肝癌侵袭高位胆管，造成胆道癌性狭

窄，以建立 G0 大鼠恶性梗阻性黄疸模型1 将模型鼠分成四

组，通过对模型鼠腹腔内分别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 V $*）、

肌苷 W 维生素 M（& V *"）、丹参（& V *"）和 ’#IK（& V *"）1 观

察肝癌瘤体大小、抑癌率及抑转移率和肝癌、癌周、临近肝叶

及肺组织中 QMRS#! 的表达，并对其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1
结果：丹参组与生理盐水组和肌苷 W 维生素 M 组相比，肝癌

平均瘤体减小、抑癌率及抑转移率增高（5 X "1 "!）；与 ’#IK
组相比，平均瘤体却较大（5 X "1 "!）1 在抑癌率及抑肝转移率

方面，丹参组除抑肺转移率外与 ’#IK 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5 Y "1 "’）1 丹参组 QMRS#! 的表达 明 显 低 于 生 理 盐 水 组

（5 X "1 "!）、肌苷 W 维生素 M 组（5 X "1 "!）和 ’#IK 组（5 X
"1 "’）1 结论：在肝癌致梗阻性黄疸时，丹参通过促进肝癌细

胞成熟分化、抑制肝癌细胞增殖，降低肝癌、癌周、临近肝叶及

肺组织中 QMRS#! 的表达，而对肿瘤发展起抑制作用1
【关键词】恶性梗阻性黄疸；肝肿瘤；肿瘤移植；细胞间黏附分

子#!；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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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用 !"#$%&’()* 肝癌株近肝门部肝实质内种植致

移植性肝癌侵袭高位胆管，造成胆道癌性狭窄，以建

立 +, 大鼠恶性梗阻性黄疸模型，并通过对模型鼠腹

腔内注射不同的药物，了解肝癌、癌周、临近肝叶及肺

组织中细胞间黏附分子（ -./%&0%##1#"& "23%4-5. 65#%’
01#%’7，89:;’7）的表达情况，对其结果进行统计学

分析<

#" 材料和方法

#< # " 材 料 " 恶 性 梗 阻 性 黄 疸 模 型 的 建 立［7］：将

!"#$%&’()* 瘤株从液氮中复苏，在传代鼠腹腔内进行

癌株扩增后，注入传代 +, 幼鼠下肢内侧皮下< ) 2
后，在无菌条件下摘出实体瘤，取边缘生长活跃的鱼

肉样癌组织，切成 7 66= 大小瘤块，置于冰生理盐水

中漂洗后备接种用< 将 +, 大鼠用 (> ? @ A 戊巴比妥

钠（7< = 6A @ $?，-B）麻醉后，常规消毒，行腹正中切口

进腹，充分显露肝门，置手术放大镜视野下，在肝右叶

与肝中叶的交界部距肝门 ) 66 处，用眼科镊逆胆管

走行方向潜行造隧深约 = 66，植入备用的瘤块后，用

棉签压迫止血< 依次关腹，结束手术< 常规饲养 C 2，

即可完成模型鼠的复制< 将不合格的模型鼠剔除（接

种失败、腹腔接种及无黄疸者）后，随机分成四组：:
组（生理盐水治疗组）(D 只，腹腔注射生理盐水，剂量

为 7> 6A @ $? E C 2；F 组（肌苷 G 维生素 9 治疗组）D>
只，腹腔注射肌苷和维生素 9 各 ) 6A @ $? E C 2；9 组

（丹参治疗组）D> 只，腹腔注射丹参 7> 6A @ $? E C 2；

, 组（)’HI 组）D> 只，腹腔注射 =>> 6? @ $? E C 2< 结

果实际得到观察数为 : 组 7* 只、F 组 (* 只、9 组 =D
只及 , 组 => 只<
#< $" 方法" 四组实验鼠分别腹腔注射不同药物 C 2
后，用乙醚开放吸入麻醉后，行正中十字切口入腹，沿

胸骨正中打开胸腔，迅速剪开心包行左心室插管，先

快后慢灌注生理盐水 7>> 6A 和 D> ? @ A 多聚甲醛

（>< 7 65# @ A）JF 固定液 =>> 6A，剪开右心耳放血<
待全身灌注固定完全后，切取肝脏及肿瘤、肺脏标本<
将组织块放入 D> ? @ A 多聚甲醛溶液中，选材、脱水及

石蜡包埋< 记录肿瘤体积，肝内转移灶数目及肺转移

情况，并计算相应抑癌率 K（对照组平均瘤体 L 实验

组平均瘤体）@ 对照组平均瘤体 E 7>>M；抑转移率 K
（对照组平均转移率 L 实验组平均转移率）@ 对照组

平均转移率 E 7>>M < 将选取肝瘤组织、瘤周组织、邻

近肝叶（肝左内叶）及肺组织行 NO 染色，进行组织病

理学检查；同时选取肝癌、癌周中 89:;’7 表达的免

疫组化检查<

统计学处理：定量资料以 ! " # 表示，统计学分

析采用 +J++ 7>< > 分析软件处理< 组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PQ’$ 检验< 方差检验不齐

时，采用秩和检验<

$" 结果

$< #" 形态学观察" : 组瘤体平均体积（7< ( R >< )）

06=，存活率 **< CM、肝内转移率 SC< )M 及肺部转移

率 *(< )M < 肝癌生长良好，异型性高，瘤体大于 7 06=

时，才可见瘤体中心部干酪样坏死< 癌周血管丰富，

管径大小不一，分布密集< F 组瘤体平均体积（7< > R
>< *）06=，存活率 C(< (M、肝内转移率 *T< (M 及肺

部转移率 D*< (M < 肝癌生长良好，异型性高，瘤体大

于 7 06= 时，才可见瘤体中心部干酪样坏死< 癌周血

管丰富，管径大小不一，分布密集< 9 组瘤体平均体

积（>< C R >< =）06=，存 活 率 TD< DM，肝 内 转 移 率

=)< =M及肺部转移率 77< SM < 肝癌生长不良，异型性

低，成熟分化比率高，肝癌组织中肝癌细胞呈片状病

变区，周边部以细胞凋亡为主，中心部以细胞坏死为

主< 瘤体小于 7 06= 时就可见瘤体中心部干酪样坏

死< 癌周血管稀少，管径大小均一，散在分布< , 组瘤

体平均体积（>< ) R >< (）06=，存活率 S=< =M、肝内转

移率 ==< =M及肺部转移率 (*< CM < 肝癌生长不良，

但异型性高< 瘤体大于 7 06= 时才可见瘤体中心部

干酪样坏死< 癌周血管稀少，管径大小不一，分布

集中<
$< $" 抑癌率方面 " 丹参组抑癌率（D7< CM）明显高

于肌苷 G 维生素 9 保肝对照组（7*< CM，% U >< >7）<
而与 )’HI 抗癌对照组抑癌率（)S< =M）相比，丹参组

虽在数值上较低，但无统计学意义< 丹参组抑制肝内

转移率和抑制肺部转移率分别为（)T< CM，S7< 7M）

明显低 于 肌 苷 G 维 生 素 9 保 肝 对 照 组（(>< TM，

(*< 7M，% U >< >7）< 而与 )’HI 抗癌对照组（)T< =M，

)C< SM）相比，在抑制肝内转移率方面，丹参组虽数

值上稍高，但尚无统计学意义< 而在抑制肺部转移率

方面，丹参组明显高于 )’HI 抗癌对照组，且有统计学

意义（% U >< >7）<
$% &" 肝癌、癌周、临近肝叶（ 肝左内叶）及肺组织中

’()*+# 的表达" 丹参组在肝癌、癌周、临近肝叶（肝

左内叶）及肺组织中 89:;’7 的阳性表达率（()M，

7SM，7(M 及 7=M）均低于生理盐水组（*TM，*>M，

D)M及 (SM）和肌苷 G 维生素 9 保肝对照组（*SM，

*>M，D)M及 ()M），且有显著性差异（% U >< >7）；与

)’HI 抗癌对照组（)>M，DSM，=(M 及 (>M）相比，同

样具有统计学意义（%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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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恶性梗阻性黄疸是普外科常见症候群，因其发病

肝脏局部而危及全身脏器，引起不可逆的病理生理改

变，故在围手术期处理方面历来受到医学界的高度重

视! 浸润和转移是肝癌发展的基本特征! 肝癌中

"#$%&’ 的高表达与肝癌的转移密切相关，"#$%&’ 的

含量是反映肝癌转移程度的重要指标［(］!
以往对丹参的非瘤疾病的药理作用研究较彻

底［)］，如抗血板聚集、改善微循环、调节血液流变学、

增强机体免疫、逆转慢性肝病纤维化作用、调节血脂

等，因此，丹参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取得较满意的疗

效! 但对丹参对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杀伤作用、诱导肿

瘤成熟分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等机制的研究甚少!
近年来随着抗癌中药研究的日益深入，丹参抗肿瘤的

基础和临床研究得以重视! 本结果表明，丹参用于肝

癌致梗阻性黄疸实验模型中，通过促进肝癌细胞成熟

分化、抑制肝癌细胞增殖［*］；丹参抗血小板聚集，抑

制癌性血栓的形成，阻止癌栓的着床［+］；降低肝癌、

癌周、临近肝叶及肺组织中 "#$%&’ 的表达，使肝癌

平均瘤体减小、抑癌率及抑转移率增高，而对肿瘤发

展起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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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终端视疲劳原因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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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操作电脑终端（D1C<9 C1=S@2H ><GA1B2@，[K:）过久有

时会头昏、头胀、颈和腰背酸痛、四肢酸麻、食欲减退、便秘和

视疲劳，称 为 [K: 综 合 征（ D1C<9 C1=S@2H ><GA1B2@ =HBCG9A<，

[K:J）［’］! 因操作电脑而引起的视疲劳（ 眼干、胀、酸、痛、视

力下降）在学校日益增多! 现将 N- 例电脑终端操作者出现的

视疲劳眼部表现分析如下!

$" 临床资料" 随机调查操作 [K: 有 ( 2 或 ( 2 以上，平均每

日 ( ; 或以上患者 N-（男 +-，女 (-）例! 年龄 ’* \ ’. 岁! 中学

生 + 例，’. \ (+ 岁大学生 )+ 例，大学教师 (- 例，计算机系工

程师及操作员 ’- 例! 主要询问并记录操作 [K: ( ; 后，眼部

有哪些不适症状，然后做眼局部的常规检查，所有病例除屈光

不正、慢性结膜炎（轻微）外，无其他眼病患者! 眼部不适症状

主要有视物模糊（O( 眼）、眼胀（+) 眼）、眼干（(* 眼）、眼睑沉

重感（’. 眼）及眼痛（’( 眼），其中以视物模糊、眼胀为最多!

%" 讨论" 人眼为保持接近正常的有效视力进行一系列的眼

部代偿活动以进行视作业，必然会引起眼紧张（其中主要是调

节紧张）! 此种眼紧张持续到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时，由于尚

不能满足进行正常视作业的需要或眼紧张达到极限不能再坚

持时，这种代偿可能会突然放弃，眼紧张转变为松弛，以致视

力模糊，并出现一些相关的眼症状，主要表现眼干、眼酸、眼

痛、视力减退、假性近视等［(］!
(! ’L [K: 操作者视疲劳的原因L ! 客观因素：[K: 的眩光

和闪烁；[K: 室内空气流通不良，使用空调的室内空气质量

更差，空气中负离子减少，#]( 浓度增加；[K: 操作人员长时

间静坐，挺腰弯腿两臂前伸，手指不停，双眼注视，精神集中，

长时间的强迫体位! "主观因素：屈光不正、矫正不良或没有

矫正；有隐斜视；调节功能衰退或过强，调节和集合不能协调

一致，合像功能不定；眼部有影响视功能的器质性病变；身体

疲劳缺少休息，体力没有恢复；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身体虚

弱或有全身性疾病!
(! (L [K: 操作者视疲劳的预防L [K: 不要放在窗口的附近，

操作者不宜面对窗口! 室内要有适当的照明，屏幕上的亮度和

背景的明暗反差不要过大，键盘上要有适度的照明，不能太

暗! 屈光不正要验光配镜! 有隐斜视者在眼镜上要加适当的

棱镜! 操作 [K: 的时间不要持续过长，间歇时避免视近物（ 阅

读、写作及其他近距离作业），最好到室外漫步远眺 + A 以外

的景物! 每日要有适当户外活动，保持身体健康! 操作 [K: 者

戴上浅黄色防疲劳眼镜可以减轻视疲劳! 室内要有良好的通

风，室内禁止吸烟，夏天勿在室内点蚊香或喷杀虫剂，室内要

免除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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