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的ｍｉｍｉｃｓ和转染试剂并更换新鲜培养基继续培养，培养２４ｈ后收集供体细胞培养上清，离心以除去残留
的细胞后将其加入已处于对数生长期的受体细胞ＥＣ９７０６中分别继续培养３，６，２４ｈ，转移效率通过流式
细胞仪获得荧光细胞的百分比计数，采用实时ＲＴＰＣＲ技术检测受体细胞及其培养上清中 ｍｉＲ２１的表达
水平；食管癌细胞株ＥＣ９７０６瞬时转染ｍｉＲ２１ｍｉｍｉｃ使其过表达ｍｉＲ２１，应用细胞增殖实验（ＥＤＵ法）、流
式细胞技术（ＡｎｎｅｘｉｎⅤ标记）、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细胞体外迁移和侵袭实验来检测过表达 ｍｉＲ２１对食管癌细胞
ＥＣ９７０６增殖、凋亡、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并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免疫印迹技术检测上调 ｍｉＲ２１后，食管癌
细胞株ＰＴＥＮ表达的变化。结果　活细胞实时成像技术显示 ｅｘｏｓｏｍｅ可以通过细胞膜进入到活细胞内；
含有ｅｘｏｓｏｍｅ的培养上清中 Ｃｙ３标记的 ｍｉＲ２１ｍｉｍｉｃ在３，６，２４ｈ时转移到受体细胞的效率分别为
６０．３％，８２．６％和８５．０％，实时ＲＴＰＣＲ检测结果显示在各时间点转染组ｍｉＲ２１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在受体细胞中平均倍数变化分别为１．４９，１．４１，２．０８，可见培养６ｈ后大部分 ｅｘｏｓｏｍｅ来源的 ｍｉｍｉｃ
ｍｉＲ２１被转移进入受体细胞。过表达 ｍｉＲ２１后 ＥＣ９７０６细胞增殖能力提高、凋亡细胞数减少，与对照组
相比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转染组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实验显示，过表达ｍｉＲ２１后食管癌细胞株ＰＴＥＮ表达明显减少，转染组表达水平为对照组的
０．５９倍，提示ＰＴＥＮ可能是ｍｉＲ２１参与食管癌发生、发展的靶标之一。上述结果表明 ｍｉＲ２１可以通过
ｅｘｏｓｏｍｅ携带进入受体细胞，进而促进食管癌细胞的增殖、抑制其凋亡，增加其体外迁移和侵袭能力。结论
　ｅｘｏｓｏｍｅ介导的ｍｉＲ２１可能通过细胞间通讯参与了食管癌的发生发展，这一机制的发现补充了传统的
细胞间通讯理论，丰富了细胞间调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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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１６　亚硫酸钠经由坏死途径诱导人正常肝细胞株ＨＬ７７０２死亡

白剑英，黄　勤，闫丹丹，王幼萍，梁瑞峰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研室，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１）

　　摘要：目的　探讨亚硫酸盐可能的死亡诱导机制。方法　以终浓度为１０，２．５，０．５，０．１ｍｍｏｌ·Ｌ－１的
Ｎａ２ＳＯ３处理ＨＬ７７０２细胞２４和４８ｈ，采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检测肝细胞内Ｒｉｐ１，胱天蛋白酶３，ｐ５３，Ｂｃｌ
２和Ｍｄｍ２的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① Ｎａ２ＳＯ３１０，２．５，０．５，０．１ｍｍｏｌ·Ｌ

－１可引起 ＨＬ７７０２细胞中程
序性坏死相关蛋白Ｒｉｐ１表达明显增加，且有一定的剂量反应趋势。而凋亡效应诱导相关蛋白胱天蛋白酶３
总量表达无明显变化，且未见胱天蛋白酶３裂解条带，即胱天蛋白酶３活化形式。② 不同浓度亚硫酸钠引
起肝细胞内抑癌基因ｐ５３蛋白表达明显降低，而癌基因蛋白Ｂｃｌ２和Ｍｄｍ２蛋白基本无变化。结论　亚硫
酸钠可能通过程序性坏死途径诱导人正常肝细胞死亡而不是通过凋亡途径。亚硫酸钠对抑癌基因蛋白ｐ５３
蛋白表达的抑制作用可能增加细胞发生癌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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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研究全氟丁基磺酸钾（ＰＦＢＳＫ）对小麦和水稻的毒理学作用。采用ＯＥＣＤ标准实验方法测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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