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513-,

恶性肿瘤的发生是一个由体内正常细胞经过六 项生物学功能的改变而发生的过程! 包括增殖信号

的保持"躲避增殖"抵抗生理性死亡"获取永久性增

殖活性"诱导血管生成和激活浸润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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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蜂胶黄酮
<.47=-4>6.4!)!-:?1-1?

对体外培养的胃癌
@AB!$C&#

细胞增殖"

凋亡及部分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
DEFFG

显色法检测不同浓度
HI)J

作用不同时间对
@AB!$C&#

细胞生长所产生的影响!计算生长抑制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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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倒置显微镜观
察

HI)J

干预后细胞的形态变化(

J44?L.4 !!MKFBNHK

双染色"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

O?61?24 =/71

法 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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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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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预
!;3

后
@AB!$C&#

细 胞
MQ@

"

A+E

"

RA@!

"

AJSS;(A

及
T@HJ%

的蛋白表达水平! 利用
@<?-2,-4

进行候选基因相关性分析% #结果$

HI)J

可明显抑制
@AB!$C&#

细胞的增殖&

HU&9&(

'!且抑制作用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随
HI)J

剂量的增多!

@AB!$C&#

细胞的凋亡率渐增!细胞的早期凋亡率从
!(9%V

提高到
(&9!V

% 通过
;&"PN,/

和
*&"PN,/ HI)J

干 预 胃 癌
@AB!$C&#

细 胞
!;3

后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 高 浓 度 组
AJSS;(A

"

T@HJ%

"

A+E

"

RA@R

及
MQ@

蛋白表达有极显著性差异 &

HU&9&#

'!而低浓度组
AJSS;(A

"

A+E

和
T@HJ%

蛋白表达有显著性差异&

HU&9&(

'% #结论$

HI)J

在体外可明显抑
制胃癌

@AB!$C&#

细胞增殖并诱导凋亡的作用!并呈剂量依赖性变化趋势%机制可能与其诱导
A+E

"

RA@R

"

MQ@

及
T@HJ%

蛋白的上调表达有关!以上基因可能相互协同导致肿瘤细胞增殖
信号通路的抑制并促进胃癌细胞的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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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具有选择性的抑制或杀死肿瘤细胞而对正常

细胞无毒的抗肿瘤药物! 使得传统化疗技术的应用

受到限制"

!

#

$ 胃癌是在中国发病率高且最常见的消

化道肿瘤$近年来!我国胃癌患者的人数占全世界的

'!!

"

(

#

!研究人员不仅试图提高治疗效果!也在努力

寻找新的方法和药物来治疗胃癌$ 从天然药物和传

统民族药中提取和寻找抑制肿瘤的有效成分己成为

治疗肿瘤的希望和新线索"

'

#

$ 蜂胶是蜜蜂从植物嫩

芽%针叶林树皮或者树缝上采集树脂!混入花粉%蜂

蜡和蜜蜂上颌腺分泌物后经咀嚼加工形成的一种天

然树脂状物质! 具有特殊芳香气味的黏稠胶状固体

物"

)

#

$ 研究证明!蜂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这与其含

有种类丰富%数量繁多的黄酮类化合物是密不可分$

依米提&热合曼等 "

%

#从蜂胶醇溶性组分中分离了黄

酮单体成分短叶松素
"("

乙酸酯
*+,-./0-12,-"("0345054

!

67(89

!呈黄色!密度
#:'%;<3=

(

!溶解于二甲基亚砜

'

>?@A

(中!是各种抗癌植物%蜂蜜和蜂胶的主要活

性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抗氧化活性!蜂胶中含量

较丰富! 体外实验研究发现该物质对人白血病
BC"

D105

细胞表现出强烈的增殖抑制作用! 调节细胞周

期并通过剂量和时间依赖性方式促进细胞凋亡 "

$

#

$

有研究分析了墨西哥索诺拉州蜂胶的化学成分和抗

增殖活性! 发现索诺兰蜂胶对小鼠和人类肿瘤细胞

株具有强烈的抗增殖活性! 其活性与药物的剂量有

关!而索诺兰蜂胶最丰富的成分是
67(8

"

E

#

$

本研究通过体外实验!检测
67(8

对胃癌
@FG"

$H&I

细胞的增殖抑制和诱导凋亡作用!以及凋亡相

关基因
J@68%

%

KF@!

%

LA@

%

F8>>')F

%

FM?

等蛋白

表达水平的影响! 旨在找出
67(8

对癌细胞作用的

特异性基因靶点!分析
67(8

对胃癌
@FG"$H&I

细胞

的增殖抑制作用! 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候选基因表

达之间的关系$

I

材料与方法

!"!

材 料

质量分数
!HHN

的蜂胶黄酮
67(8

为新疆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依米提&热合曼教授提供)胃癌

@FG"$H&I

细胞株购自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细胞

库$ 二甲基亚砜
*>?@A9

%四甲基偶氮唑盐
*?OO9

为

?6

公司产品$

>?M?

培养基由
JP3Q.-4

公司提供!

胎牛血清由
F,/3.

公司提供$

8--4R,- !"LSOG

凋亡

检测试剂盒为美国
7>

公司产品$ 流式细胞仪为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7431=0-9

公司所生产$

""035,-

%

F8>>')F

%

J@68%

%

FM?

%

KF@K

及
LA@

单克隆抗体

*

兔抗人
9

购自博奥森公司$ 兔抗人
S;F

二抗购自

@,;-0

公司$

KS68

蛋白裂解液%预染蛋白相对分子质

量标准选自
OT4D=.

公司!

7GS6<U7O

碱性磷酸酯酶

显色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上养缓冲液%

@>@"

68FM

制胶试剂盒购自北京
@.Q0D/,.

公司$

6V>L

膜%垂直蛋白电泳仪购自美国
7,."K0W

公司$

!"#

方 法

#:!:#

细胞培养

@FG"$H&#

细胞置孵箱
*($#

!

)&=Q<X GA

!

9

内培养!

给予
#&&=Q<X

胎牛血清的
>?M?

高糖培养基!其内

另加
#:&$#&

)

Y<X

青霉素和链霉素!

+J

调至
$:!

!根据

细胞生长状况每
!Z(W

换一次液$ 当细胞生长进入对

数生长期时!分别给予
67(8

!临用前以
>?@A

溶解配

成浓度为
#&&#;<=Q

的母液!用
>?M?

培养液稀释成

不同浓度
*>?M?

培养液中
>?@A

浓度
[&:#N9

$

#:!:!

蜂胶黄酮
67(8

对胃癌
@FG"$H&#

细胞增殖

抑制作用的检测

取对数生长期的
@FG"$H&#

细胞! 用
!:);<X

胰

蛋白酶消化培养!用
#&N

胎牛血清的
>?M?

培养液

配成单个细胞悬液!以每孔
'$#&

( 个细胞接种于
H%

孔培养板培养!将培养板移入
GA

!

孵箱中!在
($#

下常规培养
!'T

后吸除原培养液! 加入含
67(8

浓

度 分 别 为
#&

%

!&

%

'&

%

E&#;<=Q

的
>?M?

培 养 液

!&&#Q

!并设对照组
*

仅加同溶剂剂量的
>?@A9

!以上

各组均设
%

个复孔! 分别将各组细胞继续培养
!'

%

'E

%

$!T

后! 进行
?OO

实验$ 每孔加入
?OO

溶液

*);<X9!&#Q

!继续培养
'T

!终止培养!小心吸弃孔内培

养上清液!每孔加入
>?@A #)&#Q

!轻轻振荡
#&=,-

!

使结晶充分溶解! 用酶联免疫标记分析仪在
'H&-=

波长处测定各孔的吸光度
8

值
*8

'H&

9

!按下列公式计

算细胞生长抑制率*细胞生长抑制率
K\

"

#]*8 实验组]

8 空白组9<*8 对照组]8 空白组9#$I&&N$

I:!:(

用倒置显微镜动态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

取对数生长期的
JGO"II%

细胞!用
!:);<X

胰蛋

白酶消化后! 以每孔
)$I&

' 个细胞接种于
%

孔培养

板培养!

!'T

后吸除原培养液!加入
67(8

浓度分别

为
!&

%

'&

%

E&#;<=Q

的
>?M?

培养液
!=Q

! 继续培养

!'

%

'E

%

$!T

后!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

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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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 <;4-%"/ /;+/*% =>?!@ABC /&::4

#'!'(

蜂胶黄酮
)*+,

对胃癌
-./!$0"1

细胞凋亡的

影响

取对数生长期的
-./!$0"1

细胞经
!'2345

胰蛋

白酶消化后! 以每孔
2"1"

( 个细胞接种于
%

孔培养

板培养!

!(6

后吸除原培养液!加入
)*+,

浓度分别

为
!&

"

(&

"

7&8345

的
9:;:

培养液
!8<

! 设培养液

中不加药物
=

加相同浓度的
9:->?

为对照组!继续培

养
!(6

后收集细胞!离心
=12&&@A8BC

!

(#D28BC

后弃

上清!用
)*-

重悬细胞并计数!取大约
1E2"#&

2 细胞

悬浮液!离心
=#2&&@A8BC

!

($D

!弃上清!再次重悬离心

后弃上清!分别加入
(&&!<

的
#%*BCFBC3 *GHHI@=

用蒸

馏水稀释!

1""*BCFBC3 *GHHI@D

! 轻轻地充分悬浮细

胞!在室温下避光孵育
!"8BC

!再加入
2!< ,CCIJBC"!

KLM/

和
2!< )L

!轻轻混匀!在
16

内进行流式细胞仪

检测! 检测时激发波长
;JN(77C8

! 发射波长
;8N

2+&C8

!

KLM/

的绿色荧光
KLM/

通道为
K5#

!

)L

红色荧

光
)L

通道为
K5!

#

#'!'2

蛋白表达分析

提取蛋白前将
):-K #&!<

加入
#8< OL),

蛋白

裂解液!取细胞约
#"#&

$ 个!加入细胞裂

解液$

*/,

蛋白定量法检测总蛋白浓度!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蛋白浓度$ 灌制
7P

和
1!P

的分离胶!

2P

的
-9-!),.;

浓缩

凝胶中将蛋白分离并转移至
)Q9K

膜

上!封闭液中常温封闭
!6

!加入稀释后

的一抗稀释液
=#!RSTBC 1&!&&

!

K>- 1&+&&

!

U-),%1&+&&

!

.,99(2.1&+&&

!

.;:1&1&&

!

O.-! 1&!&&D

!

($

过夜!取出后洗膜再加入二

抗
=1&1& &&&D

! 室温孵育
!6

! 再洗膜进行

*/L)4V*M

显 色 $ 细 胞 中
.,99(2.

%

U-),%

"

.;:

"

O.-O

及
K>-

及
$!RSTBC

条

带的强度比值平均值
=

校准值
D

!

WQL

凝胶

成像系统摄像! 采用相关图像分析软件

进行条带灰度值扫描分析软件分析各组

蛋白条带灰度值! 与
$!RSTBC

相对灰度比

代表目的蛋白表达的相对含量! 实验重

复
2

次!目的蛋白表达的相对强度
N

目的

条带灰度值
A$!RSTBC

条带的灰度值!以
!'

-9

来表示$

#'!'%

统计学处理

实 验 数 据 以
8IRC '-9

表 示 ! 以

-)--#0'&

版专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各组数

据进行一般线性模型单变量方差分析! 并进行回归

分析计算
L/

2&

! 数据分析采用
.@RX6XRF )@BY8%

软

件$

)Z"'"2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DEC )*+,

对人胃癌
-./!$0"1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

)*+,=

浓度为
1"

"

!"

"

("

"

7"83A5D

作用
-./!$0"1

细胞
!(

"

(7

"

$!6

后! 随着
)*+,

浓度的增加和作用

时间的延长!

-./!$0"1

细胞的增殖抑制率逐渐升

高!

L/

2"

值分别为
00'"%$

"

(('(7%

和
11'!1%!3A8<

!能

显著抑制
-./!$0"1

细胞的增殖! 且呈现时间和剂

量依赖性
=)Z"'"1D

&

MR[<I 1

!

KB3G@I 1

'$

DED )*+,

对胃癌
-./!$0"1

细胞形态学的影响

浓度分别为
!"

%

("

%

7"!3A8<

的
)*+,

作用于

-./!$0"1

细胞不同时间段&

!(

%

(7

%

$!6

'后!与对照

组的生长状况相比!加药组细胞生长稀疏!变圆并有

脱落现象!而且随着药物剂量的加大%作用时间的延

长!细胞形态的变化越显著&

KB3G@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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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513-,

!"# '()*

对
+,-!$.&#

细胞

凋亡的影响

自 然 状 态 下
+,-!$.&#

细胞的凋亡率为
)/$0

! 浓度

为
!&

"

1&

"

2"!3456 '()*

干预

+,-!$."7

细胞
!18

后! 早期

凋亡率分别为
!9/%"

"

1!/1"

"

9"/!90

!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同时设置
:;+<

溶剂对照组

做参比!凋亡率为
9/!"

$% 高

浓度药物干预组&

2&!3456

$凋

亡率
=9"/!90>

与顺铂
=1"!3456>

凋亡率
=)7/90>

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 &

'?"/"7

$% 随着
'()*

剂量的加大!

+,-!$."7

细胞

的凋亡率有不 同程度增加

&

@A3BCD 1

$%

!"$ '()*

对
+,-!$.&7

细胞

E+'*%

!

,*::19,

!

,F;

!

G,+G

及
@<+

蛋白表达的影响

+,-!$.&#

细 胞 经 药 物

&

'()* 1&

'

2&!3456

$ 干预
!18

后!与对照组相比!

,*::19,

"

E+'*%

"

,F;

"

G,+G

及
@<+

蛋白条带均呈逐级变深趋势

&

@A3BCD 9

$(

1&!3456

的
'()*

干预组与相应的对照组灰度

值 比 较 !

,*::19,

'

,F;

和

E+'*%

蛋白表达强度与相应

的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

'?&/&9

$(

2&!3456

的
'()*

干预组与相应的对照组灰度

值 比 较
,*::19,

'

E+'*%

'

,F;

'

G,+G

及
@<+

蛋 白 表

达情况均发生极显著的变化

并呈剂量依赖性 &

'?&/&#

$

&

HIJ6D !

$(

)

讨 论

胃癌是在中国发病率高

且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 # +,)-.,/,'&01/ 1--*1)120* ,3 456!789: 0*//; (2<*) &2=*)>*<

?&0),;0,-* 13>*) 0(/>()*<@!$

"

$A

"

7!.B C&>. DE#F@$9!'G?/H

;(''*;>&2' 1 >&?* <*-*2<*2> ?122*)

-KLMCK6 !18

$!8 128

%&'()* ! +,)-.,/,'&01/ 1--*1)120* ,3 456!789: 0*//; (2<*) &2=*)>*< ?&0),;0,-*

13>*) 0(/>()*<@!$.H C&>. DE#F@!9

"

$9

"

A9!'G?/H ;(''*;>&2' 1 0,20*2>)1>&,2

<*-*2<*2> ?122*)

-KLMCK6 !"!3456

1"!3456 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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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513-,

病死率高且有效治疗方法缺陷!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恶

性肿瘤之一!研究人员不仅试图提高治疗效果!也在

努力寻找新的方法和药物来治疗胃癌"

本研究通过
'((

法检测不同浓度的
)*+,

对

胃癌
-./!$0&#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 ! 研究发现

)*+,

对胃癌
-./!$0&#

细胞有显著的增殖抑制作

用! 随药物浓度的增加以及作用时间的延长!

)*+,

对
-./!$0&#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越显著"

)*+,

干

预后倒置显微镜观察
-./!$0&#

细胞的形态! 发现

悬浮细胞增多!细胞变成不规则状#与周围细胞分离

并不规则突起!皱缩#变圆#细胞间颗粒增多#细胞质

混浊等典型的凋亡形态学特征"随着
)*+,

作用时间

的延长和浓度的增加!发生的形态学特征更为明显"

细胞凋亡是一个主动的# 高度有序的基因控制

的细胞死亡过程" 很多中草药成分能诱导肿瘤细胞

凋亡!如槲皮素#叶秋碱#天花粉蛋白熊果酸等都对

肿瘤细胞有凋亡诱导作用$

0

%

" 本项研究使用
,112341

!!56(/7)6

双染色法检测
)*+,

对胃癌
-./!$0&#

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显示!

*)+,

作用
-./!$0&#

细胞
!89

后!明显诱导
-./!$0&#

细胞凋亡" 随药物

浓度的增多!细胞早期凋亡率明显增高!呈剂量依赖

性特点" 与
8&":7;<

的顺铂处理组相比!

8&

#

=&":7;<

的
)*+,

干预组凋亡率均高于顺铂干预组! 可见

)*+,

对
-./!$0&#

细胞有较强的诱导凋亡作用 "

)*+,

对
-./!$0&#

细胞的增殖抑制及诱导凋亡作

!"#$%& ' ()* *++*,- .+ /"++*%*0- ,.0,&0-%1-".02 .+ 3456 "07%*82*9 -)* 8:.:-.-"7 %1-* "0 ;12-%"7 7107*% <=>!?@AB

7*CC2 2$;;*2-"0; 8 9.2*!9*:*09*0- D800*%

56(/>,

*<?1@ AB1CDB<

56(/>,

E'-F

56(/>,

/4GH<?C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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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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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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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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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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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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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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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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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513-,

'()*+, -./ '01123' '45 6/70% 8'/8

9):;()< "=>2!"="3 "=!$!"="$ "=%!!"="3 "=23!"="2 "=?2!"="?

2"!@AB< &=3C!&=#% &=3$!&=#3

D

&E?$!&=#>

D

&=C%!&=##

D

#=&%!&=!$

?&!@FB< &GC$!&=#&

DD

&=?C!&=#&

DD

#=>&!&=#!

DD

#=#C!&=#2

DD

#=?3!&=#3

DD

!"#$% & !'% (%)(*+, -./01

!

2344562

!

278

!

92.9 "+: ;<. =>?(%*+) %@=>%))*?+ $%A%$

*+ ,")(>*B B"+B%> .2C!DEFG B%$$) H)*+, I%)(%>+ #$?( J%('?:

"

+K6

#

用可能是通过激活凋亡调控基因的表达!抑制凋亡相

关基因或启动细胞凋亡过程等有关"所以在分子水平

上进一步检测其抗肿瘤机制十分重要"

-./

蛋白是早期基因家族中一类
H"-./

的蛋白

产物#在多种刺激下#通过不同的第二信使$

9IB+

!

9I

!J

!甘油二酯等%引起神经元
H"-./

转录增多#形

成
H"-./ B8K0

#再翻译成
-./

蛋白&

#&

'

"

-./

蛋白细

胞内的出现指示神经细胞向分子和形态方面的变化

与功能状态&

##

'

" 通过
-./",L8K0

沉默
-./

基因#抑

制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并促进细胞凋亡&

#!

'

" 在人类癌

症样本的
K)(;LM(: N<);

分析显示# 在非小细胞肺癌

组织和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中
-./ B8K0

的表达

显著低于正常组织#说明它有促凋亡的功能&

#>

#

#2

'

" 凡

是能引起细胞内游离钙浓度异常增高的因素均可诱

导
H"-./

基因表达# 凡是能降低细胞内钙因素的均

可诱导
H"-./

基因表达&

#3

'

"根据以上的研究报道#我

们初步认为
7O>0

可能是引起细胞内提升游离钙离

子的浓度而诱导
H"-./

基因的上调表达"

-./

蛋白

表达水平的上调与
7O>0

抑制
/'9"$C&#

细胞的生

长及促进凋亡作用密切相关"

热休克蛋白家族中
6/70%

$

LMI; ,L)HP $&P1I

+();MQ: %

%也称为
6/7$&O

(#热休克蛋白$

LMI; ,L)HP

+();MQ:,

#

6/7,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子伴侣蛋白" 研

究表明# 在结肠癌细胞
98R"#?&$

中# 硫酸锌诱导

6/7$&O

(的上调表达#这表明
6/7$&O

(可能在硫酸

锌 应 激 反 应 中 发 挥 主 要 作 用 # 在 病 理 状 态 下

6/7$&O

(有助于细胞生存#这表明
6/70%

蛋白在保

护细胞应激# 诱导的细胞死亡过程中发挥不可缺少

的角色&

#%

'

" 由于
6/70%

基因具有细胞保护作用#因

此对外面应激非常敏感# 从而对药物抗癌作用具有

良好的耐药性#限制药物作用"

生长阻滞和
1K0

损伤诱生蛋白
23S@()T;L I((M,;

I:U 1K0 UIBI@M Q:U*HQN<M +();MQ: 23

#

'01123V

基因

家族成员
'01123'

# 具有抑制细胞增殖和促进细

胞凋亡的作用#其表达缺失

导致细胞的无限增殖#从而

引起肿瘤的形成#相反其过

度表达可减慢体内细胞碱

基的摄取速度# 下降细胞形

成克隆的能力# 从而影响

1K0

的修复并引起肿瘤的形

成&

W$

'

"研究显示#

'01123'

表达缺失或降低#都是因

'01123'

启动子被甲基化而导致的 &

W?

'

" 在脑垂体

腺瘤&

WC

'

!非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鼻咽癌!宫颈

癌和肺癌&

!&

'

!胃癌!结肠癌和胰腺癌&

!W

'中表达降低#其

机制涉及到启动子甲基化或转录后修饰的改变 &

!!

#

!>

'

"

根据实验结果我们可推测
7O>0

对胃癌
/'9"$C&W

细胞的增殖及诱导凋亡作用可能是与
'01123'

基

因的去甲基化而促使
1K0

修复的性能密切相关"

'

蛋白信号转导调节因子
!S(M@*<I;)( )X '"+();MQ:

,Q@:I<Q:@ !V

属于调节
'"

蛋白信号转导蛋白$

8'/

%家

族" 通过流式细胞仪
1K0

片段化分析#

YM,;M(: N<);

等实验分析证明# 缺氧性压力诱导
8'/!

蛋白表达

水平的上调# 促进细胞凋亡# 其机制可能涉及到

7Z9

和
+>? 507Z

信号途径&

!2

'

" 研究证明#

8'/!

的

下调表达可能在大肠癌转移中期和晚期大肠癌患者

预测中发挥重要作用 &

!3

'

"

8'/!

通过激活与
+>?

507Z

信号途径相关基因从而发挥促进凋亡并抑制

癌细胞的增殖作用&

!%

'

" 基于
8'/!

基因的以往研究

报道#

7O>0

可能引起
8'/!

基因的去甲基化作用方

式 抑 制
/'9"$C&#

细 胞 的 增 殖 并 诱 导 凋 亡 或 者

7O>0

通过激活
+>? 507Z

信号途径来诱导
/'9"

$C&#

细胞的凋亡"

'[7

结合丝裂原诱导蛋白
S'[7 NQ:UQ:@ +();MQ:

)\M( M]+(M,,MU Q: ,PM<M;I< B*,H<M

#

'45V

在骨骼肌中

高表达&

!$

'

" 近期研究认为
'45

是原发性肝细胞癌

重要的候选预后指标&

!?

'

"

45

在一些上皮细胞!造血

细胞和造血癌细胞中下调表达#

'45

的表达缺失可

能被细胞的分化状态的错乱或转录有关信号通路的

亏损而引起的&

!C

'

"

'45

在细胞骨架重新调理方面起

重要作用&

>&

'

" 研究显示#

3"0^0"918

和
/060

干预

人乳腺癌细胞
59-"$

后#

'45

等基因上调表达#抑

制肿瘤细胞增殖# 这表明
'45

与癌症治疗具有一

定的相关性&

>W

'

" 据查新#

'45

基因与胃癌发生与发

展相关的研究报道尚未见" 该基因的上调与
7O>0

K);M

)

D

)

7_"="3

*

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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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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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卷第
#&

期 !"#$%&!%$'()*+,-./0123+4/513-,

药物的抗癌活性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

肿瘤的发生是一个由体内正常细胞经过多阶段

发生的过程"涉及多基因"然而药物的抗癌活性也是

通过多个基因及相关因子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 差

异表达基因相互关联在一起协同导致肿瘤细胞增殖

信号通路的抑制并促进胃癌细胞的凋亡" 这为进一

步研究
'()*

和基因表达的关系以及细胞对药物的

应答反应提供了方向!

本实验通过胃癌
+,-!$.&#

细胞体外培养"深

入研究蜂胶黄酮
'()*

对
+,-!$.&#

细胞的生长抑

制和诱导凋亡作用" 在胃癌
+,-!$.&#

细胞中检测

候选基因
,*//01,

#

2+'*%

#

,34

#

5,+5

及
67+

的

蛋白表达情况! 本研究指出
'()*

的部分分子机制"

为该药物的开发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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