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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生物学
·

银耳多糖注射剂保护辐射损伤小鼠造血功能的研究

徐文清 高文远 沈秀 王月英 刘培勋

【摘要】 目的 研究银耳多糖注射剂对辐射损伤小鼠造血功能的防护作用
。

方法 用内源性脾

结 节形成
,

股骨有核细胞计数及脾脏指数等方法观察银耳多糖在 6m g / kg
、

1Zm g / kg
、

24 m g / kg 二

个剂量时对
’3℃。 , 射线照射 7. S G y 后小鼠造血功能的影响

。

结果 照射前连续 3d 给药
,

照后第 9

天受照小鼠的股骨有核细胞数
、

脾结节和脾指数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的增高
,

经统计学处理有显

著性差异
。

结论 银耳多糖对辐射损伤小鼠造血系统具有保护作用
。

【关键词】 银耳多糖 ; 辐射损伤 ; 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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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耳 (tre m e lla fu e ifo rm i, )
,

俗称自木耳
,

为常

用的药食两用食品
,

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
。

由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研制
、

以银耳抱子

发酵粉为原料的银耳抱糖胶囊具有抗辐射损伤
、

升

高白细胞等作用
,

已应用于临床
。

但由于银耳抱糖

胶囊 口 服剂量大
、

显效慢等问题
,

制约了临床应

用
。

为了弄清银耳抱糖胶囊中的活性成分
,

进一步

研制新的药物剂型
,

从银耳抱糖胶囊的原料中提

取
、

分离得到了均一体银耳多糖
,

其相对分子质量

为 6 8 x l0 3 ,

元素分析 C 为 4 0
.

5 5%
、

H 为 6
.

7 8%
,

其

单糖组成通过气相色谱和纸层析鉴定为甘露糖
、

岩

藻糖
、

木糖
、

阿拉伯糖
、

葡萄糖和葡萄糖醛酸
,

其

摩尔比为
: 2. 3 : 3. 3 : 1

.

0 : 1
.

9 : 2. 5
,

其中中性糖含量为

52
.

88 %
,

糖醛酸的含量为 3 2. 8 8%
。

本研究用均一体

银耳多糖为原料
,

制备成银耳多糖注射剂
,

验证银

耳多糖注射剂对辐射损伤小鼠造血功能的防护作用
,

考察不同剂量时药物作用的量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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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银耳多糖注射剂
:
从银耳抱糖胶囊粉中提取

、

分离得到均一体多糖
,

用生理盐水配制成 6 m g 人g
、

12 m g / k g
、

24 m g / k g 二个剂量组
。

银耳饱糖
:
由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技术研究所药厂生产
,

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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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银耳饱糖和银耳多糖注射剂 1 2m g / k g 对 7. SG y ’3℃ S , 射线照射小鼠造血系统的影响(无公
, n 二 10)

组 别

对照组

银耳抱糖
(t值 )

银耳多糖注射剂

(t值)

脾指数

(m g / g )

0
.

7 7 士0
.

3 7 6

1
.

0 3士0
.

2 7 9

(1
.

7 4 )

1
.

05 士0
.

0 6 *

(2
.

3 )

胸腺指数

(m g / g )

1
.

13 土0
.

2 9 4

0
.

9 8 士 0 3 3

(1
.

0 7 )

1
.

7 2 土0 3 7 5 * *

(3
,

9 3 )

D N A

(吸光度眼股骨)

0
.

11 1士0 0 2 6

0
.

0 8 7土0
.

0 2 5

(2
.

1)

0
.

16 6士()
.

0 8 * *

(4 月 5 )

白细胞

(x 10 9/ L )

0
.

1 8 5 土0
.

0 8 5

0 2 3 6 士0 刀 6 9

(1
.

46 )

0
.

4 75 士0
.

1 57 * * *

(5
.

09 )

脾结节

(个)

0
.

10 士0
.

3 16

0
.

14 3 士0
.

37 8

(0 0 8 7 )

0
.

83 士 0 7 5 3 *

(2
.

83 )

注
: l值和 尸值均是 与对照组相比 ; *

为 P< 0
.

0 5 ; * *

为P< 0
.

oj ; * * *

为P< 住oo ]

理盐水配制成 12 m g / k g
。

分别将银耳抱糖和均一体银耳多糖制成的注射

动物
: 昆明种小鼠

,

体质量 2 2 ~ 2 4 9
,

由军事 剂按 12 m g / k g 的剂量
,

在接受 7. SG y , 射线照射前

医学科学院动 物室提供 仁许可证号
: S Cx K

一

(军 )

2 0 0 2一0 0 1」
。

分组与给药
:
动物随机分组

,

雌雄各半
。

照射

前第 3
、

2
、

1 日产量连续 3 次给药
,

腹腔注射
,

每

次 0. sm l识
; 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

,

腹腔注射
,

每

次 0
.

5 m l/ 只
。

致伤条件
: ’37 c , , 射线一次全身照射

,

照射剂

量率为 2
.

2 9 9s x lo
,
e

·

k g
一‘

·

m in
一 ‘,

小鼠吸收剂量为
:

7
.

S G y
o

观察指标
:

(1)骨髓有核细胞数
: 照射后第 9 日将小鼠颈

部脱椎处死
,

取一侧股骨
,

白细胞稀释液冲洗骨髓

细胞
,

电子显微镜下计数骨髓有核细胞数
。

(2)脾结节 (。
: o lo n g f() rm in g 。n it o f s p le e n ,

CFtJ
一

S )

和脾指数
:
取出脾脏

、

胸腺称重
,

按式 (1 )计算脾

指数
、

胸腺指数
。

脾指数
=
脾重 (m g )/ 鼠重 (g ) (])

胸腺指数
二
胸腺重 (m g )/ 鼠重 (g )

将脾脏放人 Bo
u in 液内 24 h 后

,

肉眼计数突出

脾脏表面的结节数(CFu
一

S )
。

(3 )白细胞(w hit
e b lo o d C ell

,

w Be)数
: 照射后第

9 日眼眶取血
,

20 闪/ 鼠
,

用自细胞稀释液稀释后
,

电子显微镜下计数 w B c 数
。

(4 )骨髓 D NA 含量
: 照射后第 9 日将小鼠颈部

脱椎处死
,

取一侧股骨
,

用 0. 0 05 m ()l / L ca cl
Z

冲洗

骨髓
,

沉淀蛋自质
,

离心取沉淀
。

加 0. 2 m ol / I
J

H c] O
4

溶解
,

加热
、

过滤
,

滤液在 2 6 8n m 处测定吸光度
。

统计方法
:
数据用

x 士 、
表示 ;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

2 结果

2
.

1 银耳抱糖和银耳多糖注射剂对受照小鼠造血

系统的影响

二 日连续给药 3 次
,

结果表明
,

在第 9 日时
,

银耳

多糖注射剂组的小鼠胸腺指数
、

骨髓 D N A 含量
、

自细胞数以及脾结节等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且

有显著性差异 ; 而银耳抱糖组未见明显差异
。

说明

银耳多糖注射剂在保护辐射损伤小鼠造血功能方面

好于银耳抱糖(见表 l )
。

2
.

2 不同剂量银耳多糖注射剂对受照小鼠造血系

统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 比
,

银耳多糖注射剂在 6 m g / k g
、

1 2 m g / k g
、

24 m g / k g 只个剂量时
,

受照小鼠的骨髓

有核细胞数增加明显
,

经统计学处理
,

有显著性差

异
。

脾指数虽有一定的增加
,

但经统计学处理无显

著性差异 ; 脾结节数在 6 m g / k g 增加明显
,

说明银

耳多糖注射剂能保护受照小鼠造血功能
,

减轻射线

对小鼠脾脏的损伤
,

保护受照小鼠的造血干细胞
,

促进造血功能的恢复(见表 2 )
。

表 2 不同剂量银耳多糖注射剂对 7. 5份
’3 7c , , 射线

照射小鼠造血功能的影响(
x 士、 , 。= 15)

组别
骨髓有核细胞 脾 指 数

(
x lo“/ 根股骨) (m g /g )

脾结节

(个/ 脾)

对照组

6 m g / k瑟

(l值)

1 2 m g / k g

(l 值)

2 4 m g / k g

(z 值)

1
.

3 1士0
.

18

1 5 3士0
.

33 *

(2
.

2 7 )

2 刀l士0
.

3 8 * * *

(6
.

4 8 )

1 7 3士0
.

4 9 * *

(3
.

1 3 )

0
.

99 3士0 2 0 6

1
.

1 1 5士()
.

19 6

门 6 7 )

1 08 4 士0
.

18 8

(1 2 6 )

1
.

13 4土0
.

186

(1
.

9 6 )

1
.

2 9 士1
.

] 4

2
.

8 0 士0
.

3 2 * * *

(4
‘

95 )

1 0 7 士0
.

96

(0
.

5 7 )

1
.

3 8 士 ]
.

0 2

(0
.

2 28 )

注
: t 值和 P值均是与对照组相比 ; *

为 P< 0. 05;
* *
为 P<

住0 卜 * * *

为P< 0. 001

3 讨论

造血器官是射线的敏感器官
,

受照后造血组织

损伤产生一系列病理变化
,

造血功能的恢复是预后

的关键因素
。

C FU
一

S 系代表一类多向性的造血干细

胞群
,

它们具有自我更新和向骨髓红系
、

粒系和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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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细胞分化的能力
,

CFU
一

S 是促进造血恢复的主要

成分
。

c Fu
一

s 和骨髓有核细胞的变化代表机体造血

组织恢复的能力 }3 1
。

从本实验中可以看出
,

银耳多

糖注射剂可 以保护受照小鼠的造血功能
。

以银耳多糖和抱子为主要成分的银耳抱糖胶囊

具有抗辐射
、

升高白细胞等作用
。

通过本实验可以

说明银耳抱糖胶囊中具有抗辐射作用的成分是银耳

多糖
,

且银耳多糖注射剂保护受照小鼠造血功能的

效果强于银耳抱糖胶囊
。

辐射损伤是肿瘤治疗和意外核事故的主要损伤

类型之一
,

如何有效的防治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

中

药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

已发现许多植物多糖

对造血功能的辐射损伤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如地黄

多糖
礴 、

梁金菇多糖区等
。

多糖类药物发挥药效作用有一个最合适的剂量

范围
,

从本实验观察到银耳多糖在 6一 12 m g / k g 剂

量时
,

药效作用较好
。

小鼠受照射后数日内造血功能损伤较大
,

在第

9 日时
,

造血功能开始恢复
,

因此本研究观察了第

9 日时的各项指标 l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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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聚(A D P
一

核糖 )聚合酶与电离辐射

杜翔 龚守良

·

放射生物学
·

【摘要 】多聚(A D P
一

核糖 )聚合酶 (PA R P) 是广泛存在于细胞内的一种具有蛋白修饰和核昔酸聚

合作用的聚合酶
,

参与细胞 D N A 损伤后的修复过程
。

已经证实
,

PA R P 具有多种生理
、

生化功能
,

并与细胞的死亡相关
,

电离辐射等各种细胞损伤因素都可以影响 PA RP活性
。

【关键词】 细胞凋亡 ; 电离损伤 ; 多聚(A D P
一

核糖 )聚合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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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 PI 是广泛存在于细胞内的一种具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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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饰和核昔酸聚合作用的聚合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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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或者自由基等各种有害因子所造成的 D NA 断

裂损伤均可以影响 PA R P 的活性
,

引起包括自身在

内的相应蛋白核昔多聚基化
,

从而影响相关蛋白的

活性
,

进一步影响由于损伤修复而引起细胞内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