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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丝裂原 ConA 和 PHA 的剂量范围不同， [ 2 J 苏州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等。 1978。江苏

但其结果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说明投裂原 医药， 9: 16. 
一 [ 3 ]张i刚生。 1980。淋巴细胞转化，血液'予-

ConA 和 PHA 有抑制 57811 细胞系细胞增殖 进修医师讲座。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p.404 。
的效应，此结果与 Ballmer! 11] 等和 Egorin [1] [4J 张澜生等， 1981，中华肿瘤杂志， 1 (3): 45 。

等的报道也是一致的. EUBach tH.Good R.A.: 1976CIin 
Immunol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San 
Francisco London 3: 167-170. 关于 ConA 和 PHA 抑制肿瘤细胞作用机

制， Egorin 等认为肿瘤细胞所处的旺盛生长

增殖的状态与适量丝裂原引起正常淋巴细胞增

殖的状态可能相当，因此，在生长很快的肿瘤

细胞中加入 ConA 和PHA，就等于加入超量

的丝裂原，势必抑制其生长增殖.所以微量的

丝裂原即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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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观察汉防己甲素对成纤维细胞的作用(摘要〉

蔡静生吁徐秀宝 丁如l城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汉防己甲素(简称汉甲素)是双带基异哇琳

类生物碱，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经临床和实

验研究证明，治疗砂肺有显著的效果，但其作

用机理至今不明.本文观察汉甲素对体外培养

的成纤维细胞的影响，并初步探讨了汉甲素的

作用机理.

采用人胚肺成纤维细胞株(5L7 ) ， 染色体

为二倍体值.观察内容有三: (1)形态， (2)细

胞存活率， (3)对 DNA 合成的影响.

结果z

1.汉甲素对成纤维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5L7 细胞经汉甲素作用 2 天后，呈不同程度的

病变，与汉甲素浓度相关.病变细胞从玻面脱

落，残存的细胞质圆缩或部分收缩，部分细胞

核形不规则出现凹陷或核体积增大，核仁不清

楚，核内染色质有颗粒化现象.以汉甲素 10

微克组病变最严重，培养 2 天细胞全部死亡.

汉甲素 2 、 4 、 6 和 10 微克组细胞存活率分

别为 76.9% 、 58.3%~ 42.8% 和 7 %, 与形
态观察结果相符，说明汉甲素对成纤维细胞的

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2. 汉甲素对成纤维细胞 DNA 合成的抑

制 3H-TdR 参入jj 5L 7 细胞， 探讨汉甲素的

作用机理，结果见表.

司是 ilt申素对成纤维姐胞 DNA 合成的影响

汉甲素 I c阿mgDNA I 抑 制
〈微克/毫升) I 均数土标准误 i % 

正常对照 15037.7 土 30.3 I 
2' "-1 丽豆亘5'si: 1i 1 6.6 

4 I 3115.8 土 380.1 I 38.1 

6 I2540.0 土 246.9 i 49.5 

10 I 618.1 土 160.4 1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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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处理， F = 6.34 , P<O.Ol，汉甲素 4 、

6 、 10 ~攻克组细胞 DNA 含量及 3H-TdR 参

入 DNA (f:J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O.O日，不同浓度汉甲素之间 10 微克与

6 、 4 做克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 ，

6 版克与 4 微克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表明汉

甲素对成纤维细胞 DNA 的合成有不同程度的

抑制作用，以 10 微克组trp 1I)IJ最强。

本实验说明汉甲素干扰了成纤维细胞

DNA 的合成，从而抑制了细胞的生长。 抑制

DNA 的生成可阻止胶元增生，汉甲素治疗石夕

肺的作用机理可能与抑制成纤维细胞增生，影

响胶元合成有关.

人胚心肌细胞培养的初步研究(简报)

李迄达高风样张金抹刘志云张京李映欧吴宋夏末张绍青米

(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术室主1:手L鼠心肌细胞培养的基础上(1-3]，最近又

成功地培养了人胚心肌细胞。现报告如 Fo

材料和方法

旺版 17 及 18 NJI'I(J胎儿，经水囊 51产娩出后， ，立

UIJ 比Xlf'Î条件 F取出心室肌，剪碎， 以 0.06% 腺蛋

白酶分次消化成单细胞，用含 20%小牛血洁的 Eagle

培养某(MEM)制成 106 细胞/宅，升的心肌细胞君:液，

进行原代人机心肌细胞单层培养。在倒置显微镜 F观

察心肌细胞的搏动及形态，拍摄照片，以及录制心肌

细胞拇功的电视录像，并作扫描电子显微镜的观察。

观事结果

泊{巳分肉后的单个心肌细胞呈球形，接种

数小时内开始贴瓶生长，铺展为梭形或椭圆

形，有的则为多角形，可见单个心肌细胞的白

发性节律性搏动。以后细胞逐渐相互连接，

2-3 天后形成细胞单)去。在扫描电子显微镜

下，心肌细胞呈圆形，梭形，三角形或不规则

形，表面i有大量细小的微足突。细胞周围则有

较长的足尖|咐着于瓶壁，远端呈分支状。各心

肌细胞之间以足突相连，形成"桥"样结构，传导

冲动。此外尚可见到上皮样细胞及成纤维细胞。

搏动是心肌细胞培养成功的主要标志.本

实验室所用两个人胚心脏培养的心肌细胞分别

在培养第 5 及 14 天观察到同步搏功的细胞簇，

搏动频率为 14-43 次/分。加入 10 微克/毫升

异丙肾上腺素 50 微升后，搏动频率可增加

13.2%. 

讨 论

培养时应注意以 F问题: (1)人胚胎龄以

任振 3-5 月为佳。 (2)~1 产方式以水;在:引产为

宜，药物引产可使胎儿死于宫内，加之药物对

心肌细胞的影响， 细胞难于成活。 (3)胎儿娩

出后，应立即取材，并将心主剪成 1mm3 碎块

放于培养基中，回到实验室再作JR一步处理。

总之，本文所用方法及条件与手L鼠心肌细胞大

体相同，说明二者对培养的安:求相似.利用人

胚心肌细胞培养进行生物学及医学研究，可排

除种属差异，具有重要的在义[4- 5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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