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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鸦胆子油乳!

01G@.< H<-<I=@< ,=3 ./G3J=,I

"

K&B;

#在体外对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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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M=33,/<-=1GJ

"

EF2

#

#7

亚型感染细胞的抑制作用及其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选择人宫颈鳞状上皮

永生化细胞系!

;@N#C;7;:

#与人宫颈癌
%<OP=

细胞系作为
EF2#7

亚型感染的宫颈癌前病变与宫颈癌体外

实验模型$ 采用
*((

法检测
8

%

#"

%

!"

及
D" !QC/R K&B;

体外分别作用
!D

%

D9

及
:! L

对
EF2#7

感染细

胞增殖活性的影响&

E,.@LJN $$!89

细胞核染色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凋亡形态学变化&

SII.T=I 2

#

U'(%C

F'

双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率&半定量
V(

#

F%V

法检测
EF2#7 ;7

%

;:

基因
/V+S

的表达&免疫细胞化学染

色!

;3=-=J,I

二步法#检测
EF2#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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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8$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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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蛋白的表达$ 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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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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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D" !QC/R

K&B;

体外分别作用
!D

%

D9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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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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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细胞的增殖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且表现为浓度与时间的

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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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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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2#7

阳性细胞在
K&B;

作用后发生了细胞凋亡形态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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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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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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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细胞凋亡率逐渐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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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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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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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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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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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表达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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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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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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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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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感染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药物下调病

毒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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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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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LG/<I M<M=33,/<

#

-=1GJ

!

EF2

%的感染是导致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发生的

必要生物学因素'

#

(

) 临床上感染率最高的是
EF2#7

亚型!也是宫颈病变中最常见的高危亚型'

!

!

$

(

!研究抗

病毒药物对其的抑制作用及机制对于筛选有效防治宫

颈癌及癌前病变的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意义)

鸦胆子油乳 $

01G@.< H<-<I=@< ,=3 ./G3J=,I

!

K&B;

%是一种目前已应用于临床治疗某些晚期恶性

肿瘤的纯中药制剂!对正常细胞无损害'

D

!

8

(

) 近来有

研究报道鸦胆子油可能具有抗乳头状瘤病毒的作

用'

7

!

:

(

!提示其在抗高危
EF2

病毒及相关宫颈疾病防

治方面可能具有较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但国内外尚未

见有关
K&B;

对
EF2

高危亚型的作用及相关机制的

研究报道) 本研究选择已转染
EF2#7 ;7

*

;:

基因的

人宫颈鳞状上皮永生化细胞系$

;@N#C;7;:

%与人宫颈

癌
%<OP=

细胞系$含完整
EF2#7

基因组%分别作为

EF2#7

亚型感染的宫颈癌前病变与宫颈癌的体外实

验模型!研究
K&B;

在体外对
EF2#7

亚型感染细胞

的抑制作用及可能机制)

材料与方法

#

"细胞株及培养"人宫颈癌
%<JP=

细胞株$美国

标准生物品收藏中心#

%VR

#

#88"

%购买自中国科学院细

胞库) 人宫颈鳞状上皮永生化细胞系$

;@N#C;7;:

!美

国标准生物品收藏中心#

%VR

#

!7#D

%购自上海拜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用含
#"b

胎牛血清*青霉素
#"" [C

/R

*链霉素
#"" !QC/R

的
VF*'

#

#7D"

培养基!在
$:

$*

8b%B

!

及饱和湿度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每
!

%

$

天传代
#

次!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进行实验)

!

"药物及试剂"鸦胆子油乳注射液$沈阳药科

大学制药厂产品!生产批号#

]!#"!"7$6

!

#" /RC

支!

含量为
#"b

%!

$

&$

D

!

8

&二甲基噻唑&

!

% &

!

!

8

&二

苯基四氮唑溴盐$

*((

% $美国
O=Q/<

公司%!磷脂结

合蛋白
2C

碘化丙啶$

SII.T=I 2

#

U'(%CF'

%凋亡试剂盒

$美国
'I-=N1,Q.I

公司%!

;I-=J=,I

免疫组化检测试剂

盒$丹麦
A<P,

公司%!细胞凋亡#

E,.@LJN $$!89

染

色试剂盒 $苏州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鼠抗人

EF2#7 ;7

*

;:

*

V0

*

M8$

$突变型%单克隆抗体$美国

S0@</

公司%)

V+S F%V a=N

$

S*2

%

2.1

!

$

!

"

试剂

盒$日本
(SaSVS

公司%!逆转录试剂盒$美国
U.1

#

/.IN<J

公司%)

$

"观察指标及方法

$

!

#

"

*((

法检测
EF2#7

感染细胞体外增殖活

性"将
%<OP=

与
;@N#C;7;:

细胞分别接种于
67

孔

细胞培养板) 分别将终浓度为
8

*

#"

*

!"

及
D" !QC/R

的
K&B;

加入相应培养孔作为实验组!以仅加入细胞

培养液$不含胎牛血清%的细胞为对照组!并以不含细

胞单加培养液的为空白组) 每组设
7

个复孔!实验重

复
$

次) 于药物作用
!D

*

D9

及
:! L

后取出培养板!

每孔加入
8 /QC/R *((

液
!" !R

孵育
D L

) 去上清

液!每孔加入
#8" !R

二甲基亚砜!置摇床上低速振荡

#" /=I

)置酶标仪
D6" I/

测定光密度值$

BA

值%!计

算细胞生长抑制率 $

@.33 Q1,`NL =IL=0=N=,I 1<N.

!

%^'V

%

c

+

#

&$实验组
BA

值 &空白组
BA

值%

C

$对

照组
BA

值&空白组
BA

值%, '

#""b

)

$

!

!

"

E,.@LJN $$!89

染色法观察细胞凋亡形态

学变化"将洁净盖玻片置于
7

孔板内!分别接种
%<O

#

P=

与
;@N#C;7;:

细胞于
7

孔培养板!将含
!" !QC/R

的
K&B;

加入培养孔作为实验组!以仅加入培养液

$不含胎牛血清%的细胞为对照组) 常规培养
D9 L

后

取出!按
E,.@LJN $$!89

试剂盒操作程序常规染色!

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染色呈蓝色的细胞核!最大激发

波长为
$8" I/

!最大发射波长为
D7" I/

)

$

!

$

"

SII.T=I 2

#

U'(%CF'

双染色法检测细胞凋

亡率"将
%<OP=

与
;@N#C;7;:

细胞接种于
7

孔培养

板!分别将终浓度为
8

*

#"

及
!" !QC/R

的
K&B;

加

入相应培养孔作为实验组!以仅加入培养液$不含胎

牛血清%的细胞为对照组!并以不含细胞单加培养基

的为空白组) 常规培养
D9 L

后取出培养板!收集细

胞!按试剂盒操作程序常规染色)

# L

内置于流式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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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仪中检测!实验重复
$

次)

$

!

D

"半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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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法检测
EF2#7 ;7

*

;:

基

因
/V+S

表达"分别收集经
8

*

#"

及
!" !QC/R

的

K&B;

作用
D9 L

的
%<OP=

*

;@N#C;7;:

细胞与对照组

细胞!采用
V+S=J, V.<Q.IN

试剂盒提取细胞总

V+S

) 取
# !Q

总
V+S

!利用禽类成髓细胞瘤病毒

$

S*2

% 逆转录酶逆转录为
@A+S

)

F%V

反应在

(F7""F%V

仪$日本
(<P<1<

公司%上进行!以
"

肌动

蛋白$

"

#

<@N=I

%为内参照$产物长度
D$D 0M

%) 引物序

列分别为#

EF2#7 ;7

基因# 上游#

8

(#

^SS%S^

#

%SS(S%SS%SSS%%^

#

$

(& 下 游#

8

(#

(%(^%SS

#

%SS^S%S(S%S(%^

#

$

(! 产 物 长 度
#86 0M

)

EF2#7 ;:

基因#上游#

8

(#

S(^^S^S(S%S%%(S

#

%S((^%

#

$

(& 下 游#

8

(#

(SS%S^^(%((%%SSS^

(S%^

#

$

(!产物长度
!D8 0M

) 循环参数#

6D

$预变性

8 /=I

&

6D

$变性
$" J

&

89

$退火
$" J

&

:!

$延伸

$" J

!

D"

个循环)

F%V

反应产物以
#

!

8b

琼脂糖凝胶

电泳分离!溴化乙锭染色!置凝胶电泳处理系统成像!采

用图像分析软件
^.3

#

F1, D

!

"

分别测量
EF2#7 ;7

*

EF2#7 ;:

和
"

#

<@N=I

的平均积分吸光度!用
EF2#7

;7

*

;:

与
"

#

<@N=I

的比值分别表示其
/V+S

相对表

达量)

$

!

8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3=-=J,I

二步法%检测

EF2#7 ;7

*

;:

*

M8$

$突变型%*

V0

基因蛋白的表达

将无菌盖玻片置
7

孔培养板! 分 别 接 种
%<OP=

与

;@N#C;7;:

细胞!将终浓度为
8

*

#"

及
!" !QC/R

的

K&B;

加入相应培养孔作为实验组!以仅加入培养液

$不含胎牛血清%的细胞为对照组) 培养
D9 L

后取出

细胞爬片!固定*中性树脂封片) 按
;I-=J=,I

免疫组

化检测试剂$即用型%试剂盒操作程序常规操作) 实

验重复
$

次) 一抗稀释倍数分别为
;7

$

#

)

#""

%*

;:

$

#

)

!""

%*

M8$

$

#

)

!8"

%*

V0

$

#

)

!""

%) 采用
*'dSO

医学图像定量分析系统*医学图像定量分析软件$上

海求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图像分析) 图像统一

放大
!""

倍) 选择测量区域$总面积约
"

!

#8 //

!

%!

测量免疫组化图像中阳性区域面积比以及光密度值

$

BA

值%) 每张切片分析
$

个视野!计算免疫组化阳

性指数!阳性指数
c

阳性面积比'

BA

值)

D

"统计学方法"采用
OFOO #6

!

"

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以
T

*

J

表示!多组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

检验) 采用
F1,0=N

$概

率单位法%计算半数抑制浓度$

'%8"

%)

F W"

!

"8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

K&B;

对
EF2#7

感染细胞体外增殖活性的

影响$表
#

%"

*((

结果显示!对照组细胞生长活跃!

K&B;

对
;@N#C;7;:

细胞及
%<OP=

细胞的体外增殖

均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且表现为浓度与时间的依赖性!

同一浓度随作用时间的延长!同一时间点随药物浓度

的增加!对细胞的体外生长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

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 W "

!

"8

%) 仅在
;@N#C

;7;:

细胞中!当药物浓度高达
D" !QC/R

时!作用

:! L BA

值与
D9 L

比较虽略有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F e"

!

"8

%!可能与药物浓度高导致细胞在
D9 L

已基本受抑制有关)

;@N#C;7;:

细胞与
%<OP=

细胞

比较!各相同浓度的
K&B;

体外作用
;@N#C;7;:

细胞

!D L

的
%^'V

均低于
%<OP=

细胞$

F W"

!

"8

%!而该作

用在
D9 L

后明显增强) 经
F1,0=N

法计算
K&B;

体外

作用
;@N#C;7;:

细胞
!D

*

D9

及
:! L

的
'%8"

分别为#

6:

!

"9#

*

$D

!

D89

及
##

!

7!" !QC/R

!而
%<OP=

细胞分

别为#

!:

!

$$#

*

7

!

6:!

及
!

!

#8D !QC/R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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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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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细胞体外增殖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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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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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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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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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一时间点对照组比较!

!

F

,

"

+

"8

&与同一时间点前一浓度比较!

$

F

,

"

+

"8

&与同一浓度作用
!D L

比较!

"

F

,

"

+

"8

&与同一浓度作用

D9 L

比较!

#

F

,

"

+

"8

&与同一浓度作用于
%<OP=

细胞
!D L

比较!

%

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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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作用后
EF2#7

感染细胞凋亡的形态

学改变$图
#

%"

E,.@LJN $$!89

染色后荧光显微镜

下观察发现!对照组细胞核呈圆形或椭圆形!荧光微

弱*呈弥散性) 而
!" !QC/R K&B;

作用
;@N#C;7;:

与
%<OP=

细胞
D9 L

后!均可见到细胞核染色质固缩!

核内有浓染*致密*呈颗粒块状的蓝色荧光!提示有细

胞凋亡发生!并可见部分核发生碎裂!形成大小不一的

典型凋亡小体) 可见!

K&B;

体外作用
;@N#C;7;:

与

%<OP=

细胞可诱导细胞凋亡)

""注#

S

为对照组&

K

为实验组&箭头所示为
!" !QC/R K&B;

作用
D9 L

后出现的凋亡细胞和凋亡小体

图
#

$荧光显微镜观察
K&B;

作用
D9 L

后
;@N#C;7;:

与

%<OP=

细胞凋亡的形态学变化

$

E,.@LJN $$!89

染色! '

#"""

%

""

$

"

K&B;

体外作用对
EF2#7

感染细胞凋亡率

的影响$图
!

%"

SII.T=I 2

#

U'(%CF'

双染色法检测细

胞凋亡!因晚期凋亡细胞和坏死细胞$右上象限%多为

早期凋亡细胞$右下象限%继发而来!故将二者之和记

为总 体 凋 亡 率)

%<OP=

细 胞 对 照 组*

8

*

#"

及

!" !QC/R K&B;

实验组凋亡率分别为 $

D

!

#7

*

"

!

$6

%

b

* $

#"

!

87

*

"

!

:7

%

b

* $

#!

!

7D

*

#

!

$6

%

b

*

$

!:

!

6#

*

#

!

D#

%

b

) 各组间均数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U c !86

!

97D

!

F W "

!

"8

%) 两两比较结果发

现!除
8 !QC/R

组与
#" !QC/R

组间细胞凋亡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F e"

!

"8

%外!其他各组间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F W "

!

"8

%)

;@N#C;7;:

细胞对照

组*

8

*

#"

及
!" !QC/R K&B;

实验组凋亡率分别为

$

!

!

#9

*

"

!

7#

%

b

* $

:

!

D:

*

"

!

76

%

b

* $

#"

!

6$

*

#

!

#8

%

b

*$

#:

!

$6

*

#

!

"8

%

b

) 各组间均数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U c69

!

997

!

F W"

!

"8

%) 两两比较

结果发现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F W"

!

"8

%)

D

"

K&B;

体外作用对
EF2#7

感染细胞
EF2#7

;7

*

;:

基因的
/V+S

表达影响$表
!

%"半定量
V(

#

F%V

法结果显示!

EF2#7 ;7

*

;:

和内参
"

#

<@N=I

/V+S

扩增产物大小与预期一致) 经
8

*

#"

及

!" !QC/R K&B;

体外作用
D9 L

后!

;@N#C;7;:

细胞

中
EF2#7 ;7

*

;: /V+S

表达水平随药物浓度增加

而下降!各药物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W"

!

"8

%)同样!

%<OP=

细胞中
EF2#7 ;7

*

;: /V

#

+S

表达水平也随药物浓度增加而下降!各药物组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W"

!

"8

%)

""注#

S

#

A

分别为
%<OP=

细胞对照组!

8

*

#"

*

!" !QC/R K&B;

实验组&

;

#

E

分别为
;@N#C;7;:

细胞对照组!

8

*

#"

*

!" !QC/R K&B;

实验组

图
!

$

SII.T=I 2

#

U'(%CF'

双染色法检测
K&B;

体外作用对
;@N#C;7;:

与
%<OP=

细胞凋亡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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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
/V+S

表达影响"$

T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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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S ;: /V+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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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

体外作用对
EF2#7

感染细胞
EF2#7

;7

*

;:

*

V0

及
M8$

基因蛋白表达的影响$图
$

*

D

!表

$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3=-=J,I

二步法%结果显示!

EF2#7 ;7

蛋白阳性主要为细胞浆着色!

EF2#7 ;:

*

V0

蛋白及
F8$

蛋白$突变型%阳性主要为细胞核着

色) 在
;@N#C;7;:

与
%<OP=

细胞的对照组中可见

EF2#7 ;7

*

;:

及
F8$

蛋白$突变型%均呈阳性表达!

而
V0

蛋白表达微弱) 经不同浓度
K&B;

体外作用

D9 L

后!

EF2#7 ;7

*

;:

及
F8$

蛋白$突变型%的表达

逐渐减弱!而
V0

蛋白表达渐增强$图
$

*

D

%) 经免疫

组化阳性指数比较$表
$

%!各药物作用组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W"

!

"8

%)

讨""论

积极防治生殖道高危
EF2

感染对于阻断宫颈癌

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发生有着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 但

至今尚无针对宫颈高危型
EF2

感染确实*有效的治疗

药物或手段) 目前已应用于临床的预防性疫苗对已发

生的感染并没有治疗作用!不能阻断病毒感染细胞的

复制及增殖!数百万已感染高危
EF2

的妇女仍处于可

能进展为宫颈癌的危险之中) 鸦胆子油是苦木科植物

鸦胆子的干燥成熟果实经提取得到的脂肪油!有研究

发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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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对某些
EF2

感染相关疾病具有一定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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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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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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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箭头所示为细胞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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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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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8$

$突变型%蛋白表达!箭头所

示为细胞核表达&

%

*

^

为
EF2#7 ;:

蛋白表达!箭头所示为细胞核表达&

A

*

E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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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箭头所示为细胞核表达$下图同%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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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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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提示其在抗生殖道高危
EF2

感染及防治相关宫

颈疾病中可能具有较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本实验初步

研究了
K&B;

在体外对
EF2#7

亚型感染细胞的作用

及相关机制!以期为早日筛选出能有效清除高危型

EF2

病毒感染细胞的药物!并为进一步防治高危
EF2

感染相关的宫颈病变提供实验基础与理论依据)

本实验采用的细胞系
;@N#C;7;:

源于正常宫颈

阴道部细胞!经转染
EF2

病毒癌基因
;7

*

;:

!在体外

具有永生化能力可无限传代'

9

(

) 研究证明'

6

(

!细胞的

永生化状态是一种不完全转化!其形态学和生物遗传

学特征为癌前状态!可被认为临床的-癌前.阶段) 而

人宫颈癌
%<OP=

细胞系因含有完整
EF2#7

基因组!

因此选择作为
EF2#7

亚型感染的宫颈癌体外实验

模型)

*((

法检测结果显示!

K&B;

不仅对
EF2#7

亚

型阳性的宫颈癌
%<OP=

细胞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对因

转染
EF2#7 ;7

*

;:

基因而具有永生化能力的宫颈癌

前病变
;@N#C;7;:

细胞的体外生长和永生化状态也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表现为浓度与时间的依赖

性) 可见!

K&B;

对这两种
EF2#7

亚型阳性细胞的

体外增殖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提示其对高危
EF2

感染细胞的复制与增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研究发现!

K&B;

在体外对某些宫颈癌细胞具有

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为药物诱导了细胞的凋亡程

序'

#"

!

##

(

) 而本实验中!具有永生化能力的
;@N#C;7;:

细胞在
K&B;

的体外作用下出现了与宫颈癌
%<OP=

细胞相似的生长抑制现象!提示其因转染
EF2#7 ;7

*

;:

基因所具有的细胞永生化能力受到了明显抑制!其

机制可能也与细胞凋亡程序的诱导相关)

本研究通过
E,.@LJN $$!89

染色法发现!这两种

EF2#7

阳性细胞在
K&B;

作用下均发生了细胞凋亡

形态学变化!并有凋亡小体的出现) 而
SII.T=I 2

#

U'(%CF'

双染色法也显示!经不同浓度
K&B;

体外作

用后细胞凋亡率出现了逐渐升高的趋势) 可见!

K&B;

体外作用可诱导和促进
EF2#7

阳性细胞的凋

亡!从而抑制了其体外增殖)

为进一步探讨
K&B;

对
EF2#7

亚型感染细胞的

体外增殖抑制与促进细胞凋亡作用是否与
EF2#7

主

要病毒癌基因
;7

*

;:

介导的细胞永生化机制被阻断

相关!本研究首先通过
V(

#

F%V

法检测发现!各不同

浓度
K&B;

体外作用
;@N#C;7;:

与
%<OP=

细胞后

EF2#7 ;7

与
;:

基因
/V+S

的相对表达量逐渐降

低) 可见!

K&B;

体外作用具有下调
EF2

病毒癌基因

;7

*

;: /V+S

表达水平的作用!该作用极有可能是

其发挥抑制高危型病毒阳性细胞增殖和促进细胞凋亡

作用的关键机制) 而进一步的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检测

结果显示!经不同浓度
K&B;

作用后!

EF2#7 ;7

和

;:

蛋白的表达显示出逐渐减弱的趋势) 由以上结果

可知!

K&B;

体外作用于这两种
EF2#7

阳性细胞不

仅对
EF2;7

*

;: /V+S

的表达水平具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其蛋白水平的表达也受到了抑制) 在高危型

EF2

致病的关键步骤中!病毒癌基因
;7

*

;:

的蛋白

表达水平下降预示着其与抑癌基因的相互作用将被削

弱!其结果可能导致了病毒感染细胞永生化能力的丧

失及细胞发生凋亡!失去其致病性)

高危
EF2

病毒癌基因
;7

*

;:

与抑癌基因
M8$

*

V0

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高危
EF2

病毒致病机制中的

关键!也是导致病毒感染细胞无限制生长的根本原

因'

#!

(

) 因野生型
M8$

基因所编码的蛋白半衰期短*

含量低!免疫组化方法不易检测到!故免疫组化法检测

到
F8$

蛋白的表达即提示其发生了突变!突变后的

M8$

基因蛋白具有抑制癌细胞凋亡*促进其增殖的功

能) 本实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法检测结果发现!在未

经
K&B;

作用的细胞中!均观察到突变型
F8$

蛋白的

阳性表达!可见这两种细胞均在
;7

的持续表达下出

现了
M8$

基因的突变!而
V0

基因蛋白表达微弱) 经

不同浓度
K&B;

体外作用后!两种
EF2#7

阳性细胞

中突变型
F8$

蛋白的表达逐渐减弱!而
V0

蛋白的表

达逐渐增强) 结合
EF2#7 ;7

*突变型
F8$

蛋白的免

疫细胞化学染色结果!二者表达在
K&B;

体外作用后

出现一致的逐渐减弱趋势!提示
K&B;

具有下调

EF2#7

阳性细胞中
;7

蛋白的表达!致
;7

蛋白对

F8$

蛋白的降解或诱导作用明显减弱!失活的突变型

F8$

蛋白表达因而明显下降!抑癌基因
M8$

得以重新

发挥其-基因卫士.的作用!从而诱导和促进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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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凋亡) 而
EF2#7 ;:

和
V0

蛋白的表达在

K&B;

体外作用后出现相反的变化趋势!提示
K&B;

可通过下调
;:

蛋白的表达!减少
V0

蛋白降解!使得

该基因通路重新激活!从而促进病毒感染细胞的凋亡)

综上所述!

K&B;

体外作用
EF2#7

阳性细胞可

分别通过下调其病毒癌基因
;7

*

;:

的表达而抑制对

细胞周期调控基因
M8$

及
V0

蛋白的降解或诱导作

用!从而诱导和促进
EF2#7

亚型阳性细胞的凋亡!抑

制病毒感染细胞的持续增殖而达到治疗作用) 研究结

果可为进一步将其应用于临床治疗高危
EF2

感染及

相关宫颈病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实验基础和理论依

据)

K&B;

作为一种中药制剂!在抗高危
EF2

感染及

治疗与高危
EF2

感染密切相关的宫颈病变方面具有

一定的价值和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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