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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S OF BRASSICA RAPA JUICE 
ON RADIO-DAMAGE OF MOUSE 

QIAN Xiao Wei 
(DejXlrtment 01 Biology , WenZhω Teacher ' s College , WenZhou , 325003 αina) 

AßSTRACf 

We studied protection and repairation of Br.ωI.ca l-a问 juice on radio-damage mouse induced by 吨bγrays. The mea
surernent of hern鸣ram of mice , the c1assification of W政~ ， the measurement of the wieght of spteens and chest gtands and mi
cronucleus t臼t were used. The resut t showed that the Brassica ra阳 juice irrigated after radiation or before radiation or before 
and after radia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curing the decrease of whi te btα对 cett ， red btα对 cett and ptatetet from 6吱bγ
radiation. The Brassica ra阳 juice ∞utd atso protect no口nat imrnune function of spteen and thymus of mice 皿d i ncrease the 
imrnunocyte number. The Brassica raμ j Ulce ∞uld apparently reduce micronucleus of PCE induced by 吨~γ-rays in bone 
n缸row of mice . The ∞nclusion was the Brassica ra问 jUlce ∞uld remarkabty protect and repair the 叫ury radiated with 
吨。γ-rays. so the Brassica ra阳 juice has efficient αpaci ty of antiradiation and repairation the 叫ury of radiation. The 阳ssibte

mechanism of antiradiation of Brassica ra问 juice was discussed 
Key words : The Brassica rapa j uice Radiation damage Protectionωωγ-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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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出液用于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

肖桂芝马晓明 宁志芬

(承德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 承德 067000 )

细胞培养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基础理论研

究，染色体疾病的检测与诊断，多种物质的毒性

检测及生物制品的研制等各个领域[ 1 ] 。 以 往

培养外周血淋巴细胞均采用 M199 、MEM、 RP

MI1 640 等合成培养基，这些培养基多由国外进

口，价格昂贵，不利于基层及经济条件较差的单

位开展工作。 我们试用肝硬化病人漏 出 液

( transudate)培养 30 例人外周血淋巴细胞获得

了理想的结果，现介绍如下 :

材料与方法

1.主要试剂

M199 为美国 GIBCO 产品， PHA 为广州医药工业

研究所产品，秋水仙胶、肝素例为上海化学试剂厂产

品，小牛血清为浙江产。

2. 漏出液的采集与除菌

肝硬化病人的漏出液，无菌条件下用 Gs 或 G6 玻

璃砂芯漏斗拍滤除菌，冰冻保存备用 。

3. 培养基的配制

实验组用同一个体的漏出液，方法及分组见表 1 。

表 1 培养液配制与分组(100ml)

组别
培养液 小牛血 pH PHA 

(ml) 清(mt) (mg/ ml) 

I 漏出液 80 20 7.0 一 7.2 0.08 

E 漏出液 90 10 7. 。 一 7.2 0.08 

田 漏出液 100 。 7 . 0 - 7.2 0 . 08 

凹(对照) M199 80 20 7.0 - 7.2 0.08 

4. 细胞培养与标本制备

随机抽取 30 名健康献血员静脉血，肝素抗凝，每

5mt 培养液中接全血 0.3ml ，同时按文献 [ 2 J 做淋转实

本文 2000 年 1 月 2 1 日 收到， 5 月 8 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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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淋转对照实验 (不加 PHA) ，常规培养、制片 、G 显

带。

5. 观察指标

①按淋巴母细胞的形态学标准[刻 ， 每份标本计数

200 个淋巴细胞(含转化与未转化细胞) ，计算淋巴细胞

转化率。②每份染色体标本随机计数 500 个细胞(含

分裂相 ) ，计算有丝分裂指数[3 )。③分裂相质量 每份

标本随机计数 50 个分裂相 ， 以染色体长度 (l 号染色体

长度 ) 、形态及带纹清晰度将其分成优、良、可 、差 四级，

将早中期相[4 )单独计数 ，所有数据行 t 检验。

结果

1.淋巴细胞转化率

加血清与否)不仅能供给细胞营养，还能促使细

胞生长和增殖。

2. 再丝分裂指数

为能精确反应漏出液的培养效果 ， 每瓶培

养液中接血量、 PHA，秋水仙素 、 低渗液 、 固定

液的浓度及作用时间均相同，三个实验组的有

丝分裂指数均高于对照组(表 3 ) ， 经 t 检验， 1 、

H 组与对照组元差异，阻组与对照组差异有显

著性(P<O. 05) ，结果仍以 100%漏出液组分裂

指数最高 。 说明漏出液对淋巴细胞有良好的促

生长效应。

3. 分裂相质量

在接种血量、PHA 浓度相同情况下，各组 I 、 E 组的优级相与对照组元差异(表的，

淋巴细胞转化率(下称淋转率)与正常值 (60% III 组的优级相虽比对照组高，且无统计学意义。

- 80% ) [2J相吻合， t 检验显示 I 、 E 、 皿组与对 各组的早中期相分别为 1 . 53% 、 1 . 98% 、 2 .
照组元差异 (P>0.05 ，表 2) ，表明漏出液(元论 4ο% 、 2. 0% ，仍以 100%漏出液组(田)最高 。

表 2 淋巴细胞转化率

组别 例数 观察细胞数(个) 淋转率(%)

1 30 30 x 200 72 . 73 
II 30 30 x 200 73 . 29 
皿 30 30 x 2θo 74 . 63 
凹(对照 ) 30 30 x 200 73 . 24 

注 :Y 为平方根反正弦变换后的均值。

表 3 有丝分裂指数(阳)

组别 例数 观察细胞数(个) MI(%) 

I 30 30 x 500 6. 67 
E 30 30 x 500 6.93 
皿 30 30 x 500 7.23 
N (对照j 30 30 x 500 6.21 

表 4 分裂榈质量的比较

组别 分裂相数 优(% ) 良(% ) 可(%)

1 30 X50 10.27 19.00 34.87 
II 30 X50 13 . 06 20.53 35.66 
皿 30 x 50 15 .20 21. 87 36 .27 
凹(对照 ) 30 x 50 12. 67 20. 67 32.46 

注 : t 值为各实验组与对照组优级相的比较。

Y 

58.77 
59.12 
60 . 03 
59.02 

Y 

14.83 
15 . 16 
15.50 
14 . 36 

差(%)

35.86 
30.75 
26.66 
34.20 

0.2115 
0.4126 
0.9194 

0.9838 
1.7948 
2.6495 

1. 3721 
1. 5236 
1.6350 

P 

> 0. 05 
> 0 . 05 
> 0 . 05 

P 

> 0.05 
> 0 .05 
< 0. 05 

P 

> 0 . 05 
> 0 .05 
> 0. 05 

讨论

细胞在体外的生存环境是人工模拟的，除

需元菌 ，适宜的温度和酸碱度等条件外，最主要

的是培养基[5 ] ， 它是供给细胞营养和保证细胞

生长 、增殖的物质。 本实验以漏出液为培养基 ，

漏出液为非炎症积液，是机体在某种病态(如肝

硬化、肾病综合征、心力衰竭 、肿瘤等疾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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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导致的胸腹腔积液[6] ，该液来自 血浆成分，

其内富含蛋白 质、元机盐、葡萄糖 、肌厨 、尿素 、

氨基酸[7] 等各种物质。 本研究所用之液取自

肝硬化病人的腹腔积液，淋 巴细胞生长在漏出

液中与其在体内所处的环境基本相同 。 本实验

结果充分证实淋巴细胞在漏出液中 (或添加一

定量的血清)生长快，分裂旺盛，由该液制得的

标本 ， 各项指标均与对照组接近或略高于对照

组c

为观察不同供体的漏出液对淋巴细胞的生

长效果，初试阶段 ， 曾用不同病人(十几人 )的漏

出液培养淋巴细胞制备染色体标本，未发现有

较大的个体差异 。 对于不同病种及同病种不同

个体间的漏出液是否会影响淋巴细胞的生长效

果，尚待探讨。

合成培养基中，细胞所需成分虽相当齐全 ，

但仍然缺少很多能影响细胞增殖和具各种生物

活性的未知成分 ，故只有补充血清后 ，细胞才能

更好地生长 、增殖和进行一定的功能活动。 血

清除提供细胞生长的营养成分外，还能促进细

胞 DNA 的合成 ， 提供细胞增殖所必须的生长

因子[ 5 ] 。 实验时，我们在漏出液中添加 10 % 和

20 %血清，结果显示 ，加血清组的各项指标虽与

对照组无差异 (p>o . o日 ， 但且低于 100 %漏出

液组 (表 2、表 3) 。 因为人漏出液是体内 的积

液，其内已含有细胞增殖所必须的生长因子 ，故

加入血清后，不但不能提高各项检测指标，而小

牛血清中的一些物质反而对人淋巴细胞产生一

些不良影响 ， 从而导致加血清组的各项指标均

低于 100 % 漏 出液组。 提示 :用漏出液培养外

周血淋巴细胞制备染色体是可行的 。 用该液做

培养基 ，不加血清，可排除血清不明成分对细胞

的影响 ，利于基层开展细胞遗传学技术工作。

摘要

为研制一种适宜淋巴细胞生长的天然培养

基，我们在漏出液中添加不同浓度的小牛血清

为培养液，对 30 例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常规培

养 、制片， 并 以 M199 作对照，用淋巴细胞转化
率、有丝分裂指数 、分裂相质量等指标综合评价

漏出液的培养效果。 结果显示 : 淋巴细胞在漏

出液中生长快，分裂旺盛，实验组的各项指标均

与对照组无差异 (P>0 . 05 ) 。

提示:用漏出液为培养基 ，具有不加血清的

优点 。

关键词 :漏出液培养基淋巴细胞

参考 文献

[ l J司徒镇强等主编 ， 1996 ，细胞培养P3 - 5 ， 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2 J上海市 医学化验所主编， 1983 ，临床免疫学检验。
凹1 - 7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 J王彤军 ， 1 988 ， 遗传 ， 10 ( 4 ) : 35 - 36
[ 4 J徐毓其等 ， 1988 ， 遗传与疾病 ， 5 ( 1 ) :34 - 35 
[ 5 J鄂征主编， 1995 ， 细胞培养和分子细胞学技术凹7

64 ，北京出版社
[6 J tß 贺 龄 主编， 1993 ， 内 科疾病鉴别 诊断学 P109

116 ，人 民卫生出版社
[ 7 J冯新为主编 ， 199 1 ，病理生理学 P5 1 - 52 ， 人民卫生
出版社

CULTIVATING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WITH TRANSUDATE 

XIAO Gui Zhi νlA Xiao Ming NING Zhi Fen 
(臼'jJartlllent 01 BioLogy ， αengde Medical CoLLege , Chengde City , 067000 ) 

ABSTRACf 

Peripheral blood lymphc町 【巳5 Wa5 cultivated in transudate medi um supplemented Wilh calf 5白山口 of di fferent densi lies by 
m臼n5 of routine method in 30 ca妃5 SO as to develop a natural culture medi山口 su i tab le for lhe growlh of lymph∞ytes. T he re
sulls of lesling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that of M199. T he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rate , lhe mi<otic figure and the mi 
totic index were used as evaluation cri terions. We found that rhe 1归口phocyt巳5 grew fast and divide well in the rransudale 
medium.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r differences( P > O. 05 )belw仅口 the results of rhe tes t group and ∞nrrol group 

Key Wor由: Tmnsudate M时ium L)1TIphoc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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