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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用对原代培养肺癌细胞增殖)侵袭与周期的影响&方法
!

体外培养恶性胸腔积液中的肺癌细胞!经药物

作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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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细胞增殖抑制率!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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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检测肿瘤细胞侵袭能力&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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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药作用于肺癌细胞均有明显的细胞增殖抑制作用!随时间

的延长)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强$以上铂类药物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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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使用表现为协同作用!与铂类药物单

药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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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用的肿瘤细胞发生侵袭的细胞

数目显著减少&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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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铂类抗癌药物的敏感性!提高抑制原代肺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能

力!诱导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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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无法行根治性手术$可选择铂类为基础

的两药联合治疗手段%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药能够

控制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是现在晚期
F89H9

标准的

治疗方案$临床治疗时产生的不良反应及部分患者对

化疗的耐受性差等问题限制了铂类足量使用%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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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化疗药物检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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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减少多种炎性因

子表达$发挥多种生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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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通过抑制肿瘤

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分化&促进细胞凋亡等方式来发

挥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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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用对原代肺癌细胞的杀伤作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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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铂类抗癌药物的增敏作用$为肺癌的

综合治疗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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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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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与试剂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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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

月本院胸外科

收治的伴有恶性胸腔积液患者
$

例$经病理学或细胞

学证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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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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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溶于无水乙醇

并配成储备液$

E'(D

储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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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同仁化

学研究所*细胞周期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凯基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顺铂!

AAO

#注射液&卡铂!

9GO

#注

射液&奈达铂!

FAO

#购自山东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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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代肺癌细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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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常规胸腔穿刺留取

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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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

离心
!(N0,

$弃去上清液$磷

酸盐缓冲溶液!

OG8

#洗涤
'

次$用无血清
>O2:=!#7(

培养液重悬$按细胞悬液
iL051ZZ

液体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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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细胞悬液缓慢贴壁加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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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离心管中$水平

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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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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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后吸取
L051ZZ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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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箱中常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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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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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液继续培养待细胞贴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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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传代用于后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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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细胞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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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数生长期的

肺癌细胞$台盼蓝染色活细胞计数调整细胞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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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培养板$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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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贴壁后弃去培养液$加入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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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至加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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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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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酶联免疫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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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各孔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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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按以下公式计算)细胞增

殖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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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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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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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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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浓度的对数与抑制率进行直线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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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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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数生

长期细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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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于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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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

养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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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壁后弃去培养液$按实验分组加入含

不同浓度药物的培养液%加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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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收集细胞$

按照细胞周期检测试剂盒!凯基生物#使用说明进行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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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洗涤后加入预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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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室温避光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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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流式细胞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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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检测并分析细胞周期$

计算细胞增殖指数%增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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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检测细胞的侵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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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

数生长期细胞$用无血清的培养基制成单细胞悬液$

使细胞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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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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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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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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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的
)*+,-]3ZZ

小室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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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室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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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板中$下室加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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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牛血清的

>O2:=!#7(

培养液
#((

&

H

$每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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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复孔%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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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出
)*+,-]3ZZ

小室$用棉签轻轻擦去小室微

孔膜上层细胞后
OG8

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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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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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聚甲醛室温下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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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O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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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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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紫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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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水冲洗%倒置显微镜下对穿至微孔膜下层

的细胞计数%每份标本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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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视野计数细胞个数$

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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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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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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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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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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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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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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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对肺癌细胞增殖抑制率的影响
!

各组单药

作用肺癌细胞$随着给药浓度的增加$时间的延长$对

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也逐渐增加$呈现明显的时间剂

量依赖效应%选择每个铂类药物最接近半数抑制浓度

的药 物 剂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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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细胞比例都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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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FAO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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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细胞比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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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FAO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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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药物对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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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与对应的铂类单药组比较$肺癌细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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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联合作用对肺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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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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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肺癌是我国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大多数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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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9H9

患者预后评估的辅助指标%

8@Ge:9M:

等.

!'

/

用载有维生素
A

的纳米结构脂质体!

FH9

#与多柔比

星!

A1S

#同时给药乳腺癌细胞
29L=6

$结果细胞增殖

百分比从!

7";(C6;'

#

I

降低至!

&6;(C$;!

#

I

$细胞

凋亡百分比增加两倍!

!

$

(;($

#%在本实验中$结果

显示
AAO

&

9GO

&

FAO

和
!

$

'$

!

BM

#

'

A

&

单独使用对

恶性胸腔积液中分离的肺癌细胞生长具有抑制作用$

各铂类药物与
!

$

'$

!

BM

#

'

A

&

联合应用时$抑制率明

显高于铂类单药$并且具有时间浓度依赖性的特点%

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发现$

&

个铂类药物和

!

$

'$

!

BM

#

'

A

&

联合作用时
R

(

-

R

!

期细胞比例增加$

抑制细胞进入
AF@

合成期和有丝分裂期$两者联合

应用能够抑制细胞增殖%

)*+,-]3ZZ

实验结果显示$

联合处理后$发生侵袭的肺癌细胞数量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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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峰$张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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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铂联合吉西他滨与联合紫杉醇治疗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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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醇联合顺铂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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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晓燕$陆启光$姚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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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A

结合蛋白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表达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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