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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ICR纯种小鼠为材料, 以小鼠骨髓细胞微核为指标, 对菟丝子进行实验, 结果发现菟丝子对环磷

酰胺诱发的微核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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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菟丝子为旋花科, 菟丝子属植物菟丝子 Cuscuta

Chines e sis Lam 的种子。药性:辛甘、平。入肝,肾经。

能补肝肾, 益精髓, 明目, 治腰膝酸痛等。为补肝养

肾, 温脾助胃之药。本研究以小鼠骨髓细胞微核为指

标, 检测菟丝子对环酰磷胺诱发的微核的影响。结果

表明菟丝子对环磷酰胺诱发的微核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药:菟丝子 Cus cuta Chines e sis Lam

供试药液的配制:称取适量供试药物, 加适量水煎沸

20分钟, 滤出头煎,药渣再加适量的水,再煎沸 20 分

钟, 滤出二煎与头煎合并,浓缩并计算出折合含药量

( 0. 3g/ ml)冷藏备用。

实验动物及给药:实验用 C57纯种小鼠体重 20～

22g,随机分组,每组 5 只,连续灌胃 10 天, 每天每只

灌 0. 2—0. 6ml。设空白和实验对照组, 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小鼠活体骨髓细胞MN 制片及分析:处死小鼠

取骨髓细胞置生理盐水中 1000rpm离心, 去上清液,

加低渗液( 0. 4%MCL)于 37%C下 8 分钟,加固定液

(甲醇 :冰醋酸= 3∶1) iml预固定, 1000rpm离心,去

上清液, 加固定液 4ml混匀, 固定两次后气干法滴

片, 用 PH= 6. 4 的 Giemsa ( 1∶10)染色 10 分钟 ,每

组统计 5000 个细胞计算出微核率。

2　实验结果

菟丝子的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结果见表 2,三

个给药组与阳性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而阴性

对照组与阳性对照组比微核有显著差异, 说明本实

验在确知的诱变剂 CPP 作用下确实可以诱变, 菟丝

子则能明显降低 CPP 诱发的微核率。

3　讨论

微核是染色体损伤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染色体

断裂遗落下来的断片到细胞分裂末期时被细胞排除

而形成的次核游离于细胞质中,在间期细胞中可见

1—N 个比普通核小得多的圆形结构 ,微核的变化常

作为检测受试物诱变活性的方法, 它可用来评价各

种理化因子致癌致变能力, 检测环境污染, 其逆向思

维可检测抗变剂。

已有实验证明:人参、党参、白术 ,等药对环磷酰

胺诱发的微核有一定抑制作用。本实验表明菟丝子

基从而减少了 SOD的清除。

总之, 针刺可明显以对抗大鼠MCAO 后自由基

的产生, 提高机体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增强 SOD 活

性, 这将有利于缺血神经细胞功能损伤的恢复,对脑

缺血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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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种作用, 这为菟丝子提供了新的应用途

径。随着医学的发展, 预防疾病,把疾病消灭于萌芽

状态, 这点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 进行中药抗变研

究,从天然中药中筛选抗变剂对治未病,把疾病消灭

于萌芽状态具有开发意义。

表 1　实验动物的分组情况

组别 处理因素 处理方法

空白对照 蒸馏水 灌胃 0. 3ml/只 510d

实验对照 CPP(40mg/ kg) 处死前 30小时腹腔注射

实验Ⅰ 药液及 CPP , 药液以 0. 2ml/只灌胃 10d

实验Ⅱ 药液及 CPP , 药液以 0. 4ml/只灌胃 10d

实验Ⅲ 药液及 CPP , 药液以 0. 6ml/只灌胃 10d

表 2　菟丝子对 CPP 诱发的MN 的抑制作用

组别 鼠数 细胞数 含微核细胞数 微核率(% )

菟丝子Ⅰ 5 5000 12 2. 4*

菟丝子Ⅱ 5 5000 14 2. 8*

菟丝子Ⅲ 5 5000 13 2. 6*

实验对照 5 5000 42 8. 4

空白对照 5 5000 10 2*

　* 与实验对照组比 P< 0. 05

　　对于中药抗突变作用的研究表明, 中药可能通

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一是细胞外作用, 中药直接灭

活外源性诱变物,阻止细胞摄取诱变物, 阻止诱变物

在体内的活化,或者通过体内自由基的清除,减少自

由基对 NDA的损伤。第二种可能途径是细胞内作

用, 中药诱变物与靶分子发生作用,或者作用于 DNA

的修复过程,本实验提示,中药抗突变作用可能是一

种整体效应, 一方面提高机体对外源性阻止诱变物

的免疫力, 另一方面抑制了诱变物质的诱变作用。

参考文献

1　宋为民, 等.补气药对环磷酰胺诱发的 SCE 的抑制作

用.癌变、畸变、突变, 1991; 3( 4) : 24

2　王明艳,等. 中药抗突变实验研究.中国优生与遗传杂

志, 1985; 3( 2) : 28.

3　邱佳信, 等. 中药的反突变作用.上海中医杂志, 1995; 9:

46- 49

4　贾敏,等.温阳药对环磷酰胺诱发 MN 的抑制作用.南京

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5; 11( 6) : 36

5　宋为民,等. 大枣的抗变作用研究.中药药理与临床,

1991; 7( 5) : 25

(收稿日期: 1999-09-27)

42

1999年 12月第 18卷第 4期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NO. 4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