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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多糖抗肿瘤作用研究进展

"

!吕淑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理科!天津 "##$%#"

关键词!黄芪多糖!抗肿瘤!综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肿瘤是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一类常见病#多

发病$ 在国内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

及环境污染的加剧%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目前临床应用的抗肿瘤化学合成药物虽然抗癌作用

确切%疗效显著%但不良反应大%长期应用易产生耐

药性等缺点$ 黄芪多糖!)*+"是黄芪的主要活性成

分之一%可作为免疫促进剂或调节剂%同时具有抗病

毒#抗肿瘤#抗衰老#抗辐射#抗应激#抗氧化等作用%

临床上已经用于治疗肝炎#糖尿病#肿瘤等疾病%其

在治疗肿瘤方面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和其他化学

合成药联合使用时可以降低其他化疗药的毒副反

应%同时增强其抗肿瘤作用%因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

注$ 该药抗肿瘤作用是多方面的%其抗肿瘤机制可

能与)*+的免疫增强作用有关%但目前尚未完全阐

明$ 现就近年来其抗肿瘤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进展做

一综述$

$!中药黄芪"多糖和)*+

中药黄芪为历代中医最为常用的中药之一%其

历史悠久#临床应用十分广泛%其为豆科植物蒙古黄

芪或荚膜黄芪干燥块茎%主要成分为苷类#多糖#氨

基酸及微量元素$ 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原名

(黄耆)%列为上品%后代诸家本草多有记载$ 该药

具有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等功效$

西方人从 $, 世纪开始认识到黄芪的医疗价值%$(-(

年被一位研究东亚植物的医生 ./)01234561/784

934:1首次报道%$,$$ 年&中国的原料药'中%;*)*

+<=3/<认为黄芪(作为滋补药#止咳药#利尿药具有

很好的声誉)

+$,

$

多糖!*80>?3@@A3/B61"是由单糖之间脱水形成糖

苷键%并以糖苷键线性或分枝连接而成的链状聚合

物%一般将少于 '# 个糖基的糖链称为寡糖%多于 '#

个糖基的糖链则称为多糖$ 至 '# 世纪 %# 年代%人

们陆续发现一些真菌多糖和高等植物多糖具有明显

的抑瘤活性$ '# 世纪 C# 年代以来%科学家们发现

多糖及糖复合物参与和介导了细胞各种生命现象的

调节%特别是免疫功能的调节+',

$ 多糖尤其是中药

多糖因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及抗肿瘤等药理作

用%而且几乎没有毒性%愈来愈引起国内外药理#生

物和化学家们的兴趣%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DE,

$

'# 世纪 (# 年代中期%美国泛华公司从中药药典中

近 "# 种中草药筛选出具有全面持续升高全血细胞#

激发造血系统#提高机体免疫力的)*+

+%,

$

'!)*+的临床研究

近年来%有学者使用 )*+ 联合化疗治疗恶性肿

瘤患者%临床实践结果表明该药可以提高患者的免

疫功能%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山广志等+-,使用注射用 )*+ 配合化疗治疗 (E

例恶性肿瘤%患者随机分为单纯化疗组!对照组"及

)*+加化疗组!治疗组"各 E' 例$ 结果显示%白细

胞变化方面%治疗组治疗前后白细胞变化无显著性

差异!!F#G#%"-对照组治疗后白细胞下降明显%有

显著性差异!!H#G#%"-免疫功能变化方面%治疗组

治疗前后 I.

E

#I.

(

#I.

E

JI.

(

比值及 KL细胞值无

显著性差异!!F#G#%"-而对照组治疗后 I.

E

#I.

(

#

I.

E

JI.

(

比值及 KL细胞值均有较明显的下降%有

显著性差异!!H#G#%"-临床症状变化方面%治疗组

患者的临床症状积分提高%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H#G#%"-L*+评分情况%治疗组L*+ 评分与

对照组比较有明显提高%有显著性差异!!H#G#%"$

注射用)*+ 与化疗同时应用%可保护骨髓造血功

能%防止化疗所致的白细胞下降%改善患者的临床症

状%提高 L*+ 评分$ 同时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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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耐受性%减轻不良反应%顺利完成治疗周期%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C,

$

刘海晔等将 ,- 例恶性肿瘤患者随机分为单纯

化疗组 %# 例及注射用 )*+ 联合化疗组 E- 例%用以

观察注射用)*+联合化疗治疗恶性肿瘤的疗效%结

果表明%两组治疗后近期疗效比较显示联合化疗组

优于单纯化疗组% 有显著性差异!!F#G#%"-两组

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治疗后外周血白细胞

及血小板受损程度及患者出现的恶心#呕吐等相关

症状"方面%两组在化疗后第 $ 周白细胞计数均下

降%但联合组第 ' 周即出现上升趋势%第 E 周基本恢

复原有水平%单纯组在第 " 周虽有上升%但第 E 周仍

未恢复原有水平%联合组外周血白细胞及血小板受

损程度明显低于化疗组%两组差异显著!!H#G#$"%

两组病例治疗后均有部分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腹

泻#口腔溃疡和脱发等不良反应%但根据统计学分

析%联合组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明显低于

单纯组%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骨髓抑制作

用)*+ 联合化疗组明显低于单纯化疗组%说明 )*+

对骨髓有保护作用%能减轻化疗药物对骨髓的损伤%

对骨髓的增殖#分化有刺激和保护作用-化疗患者出

现胃肠道反应等机能下降是常见的化疗毒性反应%

经)*+组治疗的患者症状明显减低%提示)*+ 对胃

肠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的实验研究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 的抗肿瘤

机制进行了实验研究%大多数实验研究发现 )*+ 对

肝癌#乳腺癌#胃癌#白血病等动物模型或瘤细胞株

中肿瘤细胞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可以提高实验动物

淋巴细胞免疫活性%部分实验研究 )*+ 对细胞周

期#血管生成#端粒酶活性#凋亡相关蛋白 9@05' 等

指标的影响%从而证明该药可以诱发肿瘤细胞的调

亡%达到抗肿瘤的作用$ 有些实验研究了 )*+ 在和

其他化疗药物联合使用时具有协同抗肿瘤作用%同

时对化学合成药物在抗肿瘤过程中引起的小鼠骨髓

抑制及其毒性有明显保护作用%并对不同剂量的作

用效果进行了研究$

"G$!)*+ 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及对 NKO5

!

和 POK5

"

的作用!许杜鹃等+(,采用小鼠肝癌Q1R)移植瘤的

动物模型%以瘤重抑制率为指标$ 体外采用人肝癌

9105CE#E 细胞%用四甲基偶氮唑盐!SNN"法或 "Q5

胸腺嘧啶掺入法测肿瘤细胞生长$ 放免法和TUP+)

法检测 NKO5

!

和 POK5

"

$ 结果发现%)*+ 显著抑制

小鼠肝癌 Q1R)的生长-体外对 9105CE#E 细胞没有

抑制作用%但)*+与小鼠腹腔巨噬细胞或脾细胞共

培养上清对 9105CE#E 细胞的生长具有显著抑制作

用$ )*+!$-#%"'# 和 -E# V:*U

W$

"使正常的小鼠腹

腔巨噬细胞培养上清中 NKO5

!

的活性升高$ )*+

!$-#%"'# 和 -E# V:*U

W$

"明显增加正常小鼠脾细

胞培养上清中 POK5

"

的产生$ 于是作者认为%)*+

无直接抗肿瘤作用%其抗肿瘤作用是通过促进NKO5

!

和 POK5

"

的产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而实现

的+,,

$ 而刘桂莲等采用 SNN法观察 )*+ 对胃癌

+;I5C,#$ 细胞株的抑制作用$ 结果显示 )*+ 能抑

制人胃癌 +;I5C,#$ 细胞株的增殖%并呈浓度及时

间依赖性$

"G'!)*+ 对肿瘤细胞周期"血管生成"凋亡相关蛋

白9@05' 端粒酶活性等的影响!陈光等+$#,采用流式

细胞术研究 )*+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 结果

表明%)*+具有一定诱发细胞凋亡的作用%可使 + 期

细胞数目减少%促进细胞分化为 ;

#

5;

$

和 ;

'

5S期$

但随着剂量加大%肿瘤细胞主要停留在;

'

5S期$

谷俊朝等+$$,在复制津白二号小鼠乳腺癌模型

的基础上%应用)*+干预%观测肿瘤生长免疫情况#

热休克蛋白! A13<5?A8@X R/8<1B4%Q+*"#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Y3?@=03/1468<A10B530:/8Z<A [3@<8/%7T;O"及

凋亡相关蛋白 9@05' 的表达情况$ 结果发现%)*+

提高了荷瘤小鼠淋巴细胞免疫活性%并抑制了肿瘤

血管生成及细胞凋亡相关因子的表达%体现出一定

的抑瘤作用%而热休克蛋白 C# 亦参与了乳腺肿瘤的

病理生理过程%并与肿瘤血管生成和细胞凋亡存在

密切的关系$

姚金凤等+$',研究 )*+ 对人早幼白血病 QU5-#

细胞端粒酶活性的作用$ 通过在不同浓度的 )*+

作用QU5-# 细胞后%SNN法测定细胞活性%计算细

胞生长抑制率-N&)*5*I&5TUP+)法测定端粒酶活

性$ 结果显示)*+能抑制QU5-# 细胞的增殖%不同

浓度的)*+作用QU5-# 细胞 $'#'E#"-#E(#-# A后%

可明显抑制细胞的生长%呈剂量#时间依赖关系%即

在同一培养时间%随药物浓度升高%细胞生长抑制率

增大-同一浓度药物%随作用时间延长%细胞生长抑

制率也增大$ 同时 )*+ 能发现降低 QU5-# 细胞的

端粒酶活性%与空白对照组相比%不同浓度的 )*+

作用于QU5-# 细胞后%随用药浓度增加和作用时间

延长%细胞的端粒酶活性降低%特别是浓度为 $#

V:JVU的 )*+ 使其下降最为明显$ )*+ 降低 QU5

-# 细胞端粒酶活性%从而诱导 QU5-# 细胞凋亡%发

挥其抗肿瘤作用$

"G"!)*+ 和其他化疗药物联合应用时具有协同抗

肿瘤作用!赵莲华等+$",研究 )*+ 对人肝癌细胞

*-(*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年第 '$ 卷第 $ 期

http://www.ajutcm.com



!

!

文
献
综
述
!

9TU5CE#E 细胞株细胞周期的影响及与顺铂联合使

用%对9TU5CE#E 肝癌细胞的杀伤作用$ 通过 SNN

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抑制率%以观察 )*+ 对肝癌细

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

的改变及凋亡率$ 结果发现%)*+ 可抑制肝癌 9TU5

CE#E 细胞的生长#增殖-与顺铂联合应用对 9TU5

CE#E 肝癌细胞杀伤作用强于 ' 种药物单独使用$

)*+处理后的 9TU5CE#E 细胞出现低于 ;$ 期 .K)

含量的亚二倍体凋亡峰%将细胞周期阻滞于;$ 期$

"GE!)*+ 对化疗药物所致的骨髓抑制的缓解作用

!夏星等+$E,研究)*+对丝裂霉素 I!SSI"致骨髓

抑制小鼠的骨髓和脾造血祖细胞生长的影响$ 研究

者将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和治疗组$ 正常

组每天皮下注射 #G' V0生理盐水-模型组 6 # 腹腔

注射SSIC V:*X:

W$

%同时每天皮下注射 #G' V0生

理盐水-治疗组 6 # 腹腔注射 SSIC V:*X:

W$

%)*+

皮下注射 $## V:*X:

W$

*6

W$

%给药方案分 " 种.!$"#

DE 6%共 % 6%!'"# D$$ 6%共 $' 6%!""$' 6 给药%"

周内给完$ 用造血细胞集落培养法观察 )*+ 的药

理作用$ 结果显示在 6 " 时%)*+治疗组对SSI致

骨髓抑制小鼠骨髓IO\5I数目增加了 " 倍%分别为

!$(C# ]E#"J股骨和!-'E# ]$$#"J股骨%从 6 " D6

$(%)*+治疗组的骨髓 IO\5I均高于模型组$ 在给

SSI后 6 $E 之前 )*+ 对脾 IO\5I的生长没有影

响%)*+在 6 $E 和 6 $( 时 )*+ 有刺激脾造血祖细

胞增殖作用!分别高 " 倍和 ' 倍"$

张琰等+$%,研究)*+对环磷酰胺!I>@08RA8?RA35

VB61@>%I>"所致小鼠骨髓抑制及其毒性的保护作

用$ 采用用流式细胞仪测定 I.

E

JI.

(

N淋巴细胞

亚群及其比值%常规计数外周血白细胞数量及骨髓

有核细胞数量%观察 '%#%# 和 $## V:*X:

W$的 )*+

对小鼠I>骨髓抑制的保护作用-同时采用 U.%# 剂

量法%观察)*+ 对小鼠 I>毒性的保护作用$ 结果

表明给予 " 种不同剂量 )*+ 后%小鼠 I>毒性明显

下降-存活率分别提高 '#^#"#^和 %#^%其中以

$## V:*X:

W$

)*+ 保护作用最为明显!!H#G#%"$

与对照组相比%$## V:*X:

W$

)*+ 组小鼠 I>有核细

胞和外周血白细胞数量分别升高!$GE ]#G"Y?'G% ]

#G%" _$#

E

*U

W$

!!H#G#$"和!EG- ]#GCY?(G- ]

$M'" _$#

,

*U

W$

!!H#G#$"%I.

E

JI.

(

N淋巴细胞比

值接近正常对照组$ )*+ 对 I>致小鼠骨髓抑制及

其毒性有明显保护作用%该作用呈剂量依赖性$ 程

建峰等+$-,研究)*+对小鼠化疗中白细胞和骨髓有

核细胞减少的影响%亦有类似发现$

E!小结

综上所述%)*+ 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了该药

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诱导肿瘤细胞调亡%和其他化

学合成药联合使用时可以降低其他化疗药的毒副作

用%同时增强其抗肿瘤作用$ 目前%肿瘤是危害人类

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医学界在寻求和使用抗癌药

物的同时%发现许多化学抗癌药物在作用于靶细胞

时往往累及正常细胞%在抗肿瘤过程中会出现种种

不良反应%以及多药耐药性等缺点$ 于是 )*+ 作为

辅助抗癌药正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普遍欢迎$

但是%)*+的药理作用广泛%其在抗肿瘤机制方面的

研究还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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