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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苦参素的体外抗肿瘤活性及其对癌细胞凋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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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苦参 Στρεπτοχαυλον γριφφιτηιι 系萝摩

科 马连鞍属 Στρεπτοχαυλον • 

植物马连鞍的干燥根 又名古羊藤 !南苦参 !

有毛老鸦嘴 !虎阴藤 !红藤 !地苦参 !小暗消 !哈骂醒

合 傣语 !哈骂不果 哈语 等 产于我国广西 !贵

州 !云南等地 ≈ ∀藤苦参为傣药经方雅叫哈顿散中

的主治药之一 雅叫哈顿散已被中国药典 版

一部 收载 ∀张琳等 ≈研究了藤苦参的化学成分 

未见有关藤苦参药理作用的研究报道 ∀文献资料表

明 藤苦参的同属植物多具有抗肿瘤作用 ≈ ∗  ∀本

实验对从藤苦参中分离得到的藤苦参素的体外抗肿

瘤活性及其对癌细胞凋亡的作用进行研究 ∀

材料和方法

细胞系  2人白血病细胞 !°≤ 2人前列腺

癌细胞 !2人肝癌细胞及 ∞2人食道癌

细胞均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

药物及试剂  藤苦参素 结构见图

由本实验室分离纯化得到 纯度 以上 溶于

少量二甲基亚砜 ⁄ ≥ 保存于   ε  ° 

为 公司产品 新生牛血清为杭州四季青

Φιγυρε 1  ≤ ∏∏   2Ο2
2ΒΒΒ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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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产品  ××为 分装

产品 ⁄ ≥为 ≥公司产品 ∀

肿瘤细胞离体培养 ≈  人肿瘤细胞以含 

新生牛血清的  ° 含青霉素  Λ# 


和链霉素  Λ# 

在  ε  ≤细胞培

养箱中孵育 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进行实验 ∀

肿瘤细胞的体外抑制作用 ≈  取对数生长期

的细胞 以细胞数  ≅ 
 # 

接种于 孔培养

板 每孔  Λ∀细胞培养过夜后加入药液 试验

组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藤苦参素 对照组加入

1 ⁄ ≥每组重复 孔 继续培养  实验终

止前  加入终质量浓度为  Λ# 
的  ××

置于 ≤培养箱  ≤  ε 中培养  后 弃

上清液 加入 ⁄ ≥  Λ孔 用酶联免疫仪于

 处测定吸收度 Α值 所得数据计算 ≤ ∀

细胞生长抑制率   试验组平均 Α值 对照组平

均 Α值  ≅  ∀实验重复 次 ∀

细胞荧光染色观察凋亡细胞 ≈  取 °≤ 2人前

列腺癌细胞 接种于 孔板 每孔  细胞数  ≅


 # 


培养  后加入不同浓度的藤苦参素

终质量浓度为 11和 1 Λ# 

另设

对照组 加入等体积的 ⁄ ≥∀分别在此后 

及  取对照组和试验组 加入荧光染色液 吖啶

橙 Β溴乙啶 ∞ Β Λ# 

  Λ染

色  弃上清液 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

流式细胞仪 (ΦΧΜ)检测 ≈  分别收集溶剂对

照组和经不同浓度藤苦参素 1 1和 1

Λ# 

处理  的 °≤ 2人前列腺癌细胞 用

 ≅ °≥清洗 遍 用 乙醇在   ε 条件下固

定保存 加入   Λ# 

 ε 处理  

用碘化丙啶 °对样本荧光染色 流式细胞仪定量

检测凋亡细胞百分率和细胞周期变化 ∀

数据统计  用 • ≥≤软件计算 ≤ 数据结

果均以 ξ ? σ表示 ∀

结果

1  藤苦参素体外细胞抑制作用

不同浓度的藤苦参素作用于人肿瘤细胞  

后 随着浓度增加 细胞存活率显著下降 对肿瘤细

胞生长抑制率显著上升 图 对各类肿瘤细胞的

半数细胞抑制量 ≤值 见表 ∀

Φιγυρε2  ⁄2 

 √ ∏

2  藤苦参素对 ΠΧ23细胞凋亡的影响

 ∞双染法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 随着藤

苦参素浓度增加 细胞增殖明显受到抑制 具有明显

的浓度依赖性 ∀ 1 Λ# 
藤苦参素作用  

后 即可见早期凋亡细胞 表现为细胞形状不规则 

细胞核为 染色呈黄绿色荧光 并出现细胞核固

缩和凋亡小体 ∀随着作用浓度和时间的增加 凋亡

现象更为明显 细胞质呈橘红色 !固缩 而晚期凋亡

细胞为致密浓染或碎片状 !黄色 细胞质空泡化 图

图 ∀

藤苦参素处理组和对照组相比 随着藤苦参素

浓度的增加 峰左侧出现明显的亚二倍体峰 凋

亡峰 见图 ∀从表 中可看出 细胞凋亡率逐渐

升高 ∀ 1 Λ# 
藤苦参素作用下 凋亡率为

1  1 Λ# 
藤苦参素作用下凋亡率上升

Ταβλε 1  ≤   ∏ν  ξ ? σ

≤

Λ# 

 

2 ∞2 2 °≤ 2

1  ?  1 ? 1 1 ? 1 1 ? 1

1  ?   ?   ?  1 ? 1

1  ?   ?   ?   ? 

1  ?   ?   ?   ? 

1  ?   ?   ?   ? 

≤ Λ# 
1 ? 1 1 ? 1 1 ? 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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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αβλε 2  ∞  

°≤ 2 

≤

Λ#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至 1 在 1 Λ# 
时 凋亡率高达 1 ∀

随着浓度增加 凋亡率明显升高 ∀

讨论

藤苦参素对人的 种肿瘤细胞株的半数抑制浓

度 ≤ 为 1 ∗ 1 Λ# 

体外细胞生长

抑制率呈明显剂量依赖性 ∀

细胞凋亡又称程序性细胞死亡 

是细胞受到生理或某些病理信号刺激

后 通过启动自身机制而发生的细胞死亡过程 ∀许

多抗肿瘤药物都能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而形态学特

征分析是鉴定细胞凋亡的最基本方法 ∀本文采用

 ∞双染法 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加药组和对照

组的 °≤ 2细胞形态 发现藤苦参素 1 Λ#



作用后 出现明显的早期细胞凋亡现象 随着

浓度和作用时间的增加 凋亡现象更为明显 ∀通过

ƒ≤≥对细胞周期进行分析 发现随着藤苦参素浓

度的增加 °≤ 2细胞凋亡率明显增加 ∀

本研究发现藤苦参所含强心苷类成分如藤苦参

素在体外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具有较好的抗肿瘤

活性 ∀藤苦参素的抗肿瘤作用有待整体动物试验证

实 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作用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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