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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多糖对小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

唐莉莉　　徐榕榕　　丁霄霖

(无锡轻工大学食品学院, 无锡 214036)

摘要　研究了竹叶多糖对小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竹叶多糖对动物

移植性 S180肿瘤有抑制作用,抑制率可达50% . 50%～70%醇沉组分抑瘤活性最

大,且能显著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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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竹叶的医疗作用早已为我国人民所认识,淡竹叶是中医一味传统的清热解毒药

[ 1]
。我国

文献
[ 2]
记载, 竹叶性淡、微涩、寒,味甘、苦, 具有清热利尿、明目解毒和止血的功能。竹叶之所

以对人体具有医疗和保健作用, 是由于其中功能性成分的存在。除了黄酮类化合物以外[ 3] ,

竹叶中含有的另一类生理活性成分为竹叶多糖( BP) . 许多研究表明,植物多糖具有多方面

的生理活性,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现植物中有些多糖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
[ 4]
, 我国现阶

段从中草药中提取活性多糖用于临床肿瘤病人的治疗是个研究热点。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动物　IcR 纯种小白鼠,体重18～22 g ,购自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动物房。

1. 1. 2　瘤株　小白鼠肉瘤180( S180 ) ,购自上海药物研究所。

1. 1. 3　药物　BP( Bamboo-leaf-polysaccharide)是竹叶的热水提取物,乙醇分级沉淀、冷冻

干燥获得。BP1为粗多糖; BP2为精制多糖。BP11 , BP12 , BP13分别为30% , 50%, 70%醇沉竹叶

多糖。

1. 2　实验方法

1. 2. 1　动物移植性肿瘤试验　将已接种 S180瘤源并饲养10～12 d的小白鼠断颈椎死, 以无

菌操作取出瘤块, 剪碎,按照1 3的比例用无菌生理盐水稀释, 于组织匀浆器中制成均一的细

胞悬液。在每鼠右侧腋窝部位皮下注射0. 2 mL 细胞悬液。接种24 h 后,小鼠随机分组, 每组

15个,灌胃给予如表1所示剂量的竹叶多糖溶液,每天一次,连续20 d,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

停止给予受试物后次日解剖小鼠瘤块,称重,并求其抑制率。



1. 2. 2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试验　采用半体内法
[ 5]
, 以无菌注射器自健康雄鸡

翼静脉采血, 放入无菌三角烧杯中,加5倍于鸡血量的 Alsever 液抗凝,冰箱4℃保存。小鼠随

机分组, 按表1剂量灌胃14 d后,于最后一次灌胃后1 h 每鼠腹腔注射20%鸡红细胞悬液1

mL,间隔30 m in,以颈椎脱臼法处死动物,将其仰位固定于鼠板上,正中剪开腹壁皮肤, 经腹

腔注入生理盐水2 mL, 转动鼠板1 min. 然后吸出腹腔洗液1 mL, 平均分滴于2片载坡片上,

放入垫有湿沙布的搪瓷盒内,移置37℃, 5% CO2的简易培养箱内。孵毕, 于生理盐水中漂洗,

以除去未贴片细胞。晾干, 固定,以4%体积分数的 Giemsa-磷酸缓冲液染色。油镜下计数巨

噬细胞,并计算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

2　结　　果
2. 1　粗 BP抗肿瘤最佳剂量的选择

一般认为,抑制率> 30%,且有统计学意

义,即可初步判定该受试物有抑瘤作用。从表

1可以看出,剂量达到50 mg / kg 时已有抑瘤

效果; 剂量为100 mg / kg 时, 抑瘤效果最好,

且差异有显著性; 而剂量达到200 mg/ kg 时,

却无明显抑瘤作用。由此可见,竹叶多糖

表1　不同剂量 BP1对 S180的抑制率

组别
剂量/

( mg/ kg )
动物数

平均瘤重/
g

抑制率/
%

1 25 15 2. 08±1. 27 24. 6

2 50 15 1. 67±0. 53 39. 5

3 100 15 1. 38±0. 63* 50. 0

4 200 15 2. 23±1. 0 19. 2

对照组 生理盐水 15 2. 76±1. 3

　　注: P< 0. 05

在50～100 mg / kg 剂量范围时有较好的抗肿瘤作用。

2. 2　粗 BP与精制 BP 抑瘤效果比较

竹叶粗多糖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矿物

质及少量黄酮和酚酸类化合物, 通过透析、反

复醇沉和脱蛋白, 纯度大大提高。观察粗 BP

和精制 BP 的抑瘤效果(见表2) , 发现精制

BP 组效果反而低于粗 BP 组,这可能与精制

过程中一些活性成分损失有关,也可能抑瘤

作用本身是一种多因素的协同作用。

表2　粗 BP与精制 BP 抑瘤效果比较

组别
剂量/

( mg/ kg )
动物数

平均瘤重/
g

抑制率/
%

BP1 1 50 15 1. 2±0. 34 32. 2

　 2 100 15 0. 93±0. 3* 47. 5

BP2 1 50 15 1. 41±0. 55 20. 3

　 2 100 15 1. 23±0. 65 30. 5

对照组 生理盐水 15 1. 77+ 0. 45

　　注: P< 0. 05

2. 3　不同浓度醇沉所得 BP 的抗肿瘤效果

比较

不同浓度乙醇醇沉所得 BP 的抗肿瘤结

果(见表3)显示, 30%醇沉的 BP 没有抑瘤效

果, 50%和70%醇沉的 BP 有抗肿瘤作用。其

中, 50%醇沉的 BP 的效果最明显, 抑瘤率达

61. 2 %( BP1的抑制率为50% ) .

表3　不同浓度醇沉所得 BP 的抗肿瘤效果比较

组别
剂量/

( mg/ kg )
动物数

平均瘤重/

g

抑制率/
%

BP11 100 20 ±1. 20 19. 2

BP12 100 20 1. 07±0. 52 61. 2* *

BP13 100 20 1. 76±0. 62 40. 2*

对照组 NS 20 2. 76±1. 3 0

　　注: * P< 0. 05,　* * P< 0. 01

2. 4　BP对巨噬细胞吞噬活性的影响

以50 mg / kg, 100 mg / kg 和150 mg/ kg 的 BP 剂量给小鼠灌胃20 d, 结果见图1和图2.

由图可知,竹叶多糖最佳作用剂量为100 mg / kg, 小鼠吞噬细胞吞噬率和吞噬指数均较对照

组有显著提高( P< 0. 05) , 而剂量加大到150 mg/ kg 时,活力反而下降。而且 BP1的作用要优

于 BP2 ,这表明粗 BP 的活性要稍高于精制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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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BP 剂量对小鼠吞噬细胞吞噬率的影响　　　　图2　BP 剂量对小鼠吞噬指数的影响

1　BP1　　　2　BP2

3　讨　　论
大多数研究表明: 植物多糖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抗肿瘤活性。动物移植性肿瘤试验是使一

批动物同时接种同样的瘤细胞,在动物体内形成肿瘤, 给予受试物后测瘤体重, 由此判断受

试物的抑瘤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竹叶多糖对 S180移植性肿瘤有间接抑制作用,抑制率可达

50 % ,粗 BP 的抑瘤效果好于精制 BP, 50%～70 %醇沉组分抑瘤活性最强。多糖的生物活

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7] ,剂量是其中之一,剂量太少达不到刺激免疫作用,太大则引起免疫

麻痹。所以各种多糖均有一个最适剂量范围,本次实验表明,小鼠灌胃 BP 的最适剂量为100

mg / kg, 这与外界报道的植物多糖如人参、黄芪、虫草多糖等的最适剂量相近。相对分子质量

也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一般,中等相对分子质量多糖的活性大于高相对分子质量及低相对

分子质量的多糖[ 7]。BP 12中大部分是相对分子质量为8. 7×103和2. 45×104的中等相对分子

质量多糖[ 8] , 这与上述观点是吻合的。

现在普遍认为,多糖类的抗肿瘤作用是通过增强免疫功能、促进免疫因子生成和激活来

实现的
[ 9]
。作者进行的实验显示, 竹叶多糖能明显提高正常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 即竹

叶多糖对小鼠的非特异性免疫有极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体中免疫活性细胞的种类很多,主

要有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粒细胞系统、淋巴细胞系统等。在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中巨噬

细胞的吞噬作用是最重要的一种,当机体的生理功能正常时, 能吞噬并清除衰亡及突变细胞

(肿瘤细胞) , 以及侵入血流的各种病原微生物和血脂等。此外,巨噬细胞还摄取并处理抗原,

把抗原信息传递给免疫活性细胞,参与特异性免疫反应。由于巨噬细胞及其吞噬功能在机体

免疫系统中的重要性, 对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便成为考察一种物质是否具有免疫增强

作用的主要指标之一。本文揭示了竹叶多糖的抗肿瘤作用与它促进小鼠的非特异性免疫功

能有一定关系。由此可见,宿主的免疫功能与肿瘤之间的作用和影响是相互的, 因而提高机

体的免疫能力必然有利于肿瘤的防治。

竹叶是相当丰富的潜在资源,竹叶多糖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可以作为一种新的食物

功能因子和药用成分加以深入研究, 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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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Bamboo-leaf-polysaccharide

on Implanted Sarcoma 180 Tumor

T ang Lili　Xue Long long　Ding Xiao lin
( School of Food S cience & Technology, Wux i Un ivers ity of Ligh t Indus t ry, Wux i, 214036)

Abstract　The inhibito ry ef fect of Bamboo-leaf-polysaccharide( BP) on the implanted Sar-

coma 180 tumor w as studiea. T he test show ed that BP could inhibit the implanted Sarcoma

180 tumor in mice and the inhibit ion rate reached 50%. T he act ive zone of BP located in

the precipitated f raction by 50%～70% ethanol. BP could also st imulate the phagocyt ic ac-

tiv ity of per itoneal macrophages.

Key words　bamboo-leaf ; polysaccharide; ant i-tumo r effect ; phagocyt 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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