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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斑蝥提取物诱导宫颈癌细胞凋亡机制的实验研究

次旦旺久#

"

!

$赵相轩#

$王晓明#

$卢再鸣#

$林$坤#

$张$强#

摘要$目的$研究斑蝥提取物#

B;.G@;H<I /=GH;BG

"

'*9

$诱导人宫颈癌
J/2;

细胞凋亡作用及其分子

机制% 方法$体外培养人宫颈癌细胞系
J/2;

"利用
''K

#

$

法检测
'*9

对
J/2;

细胞增殖抑制作用&光学显

微镜及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不同浓度
'*9

诱导细胞凋亡的形态学改变&

L../=<.!EM)

双染流式细胞仪检测

细胞凋亡率&

+/IG/H. N21G

法检测细胞增殖和凋亡相关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9

显著抑制
J/2;

细胞增

殖"呈浓度及时间依赖型"处理
6$ @

的
)'

7"

为
&

!

86 ">E:O

% 经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可见随着药物浓度增加细

胞出现明显离巢凋亡%

J1/B@IG &&!7$

染色后发现"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核固缩'核碎裂等典型凋亡改变

的细胞数目逐渐增多"呈浓度依赖型%

L../=<.!EM)

双染流式凋亡检测示"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凋亡细胞

数量逐渐增加"药物处理组#

#

!

!7

'

!

!

7

'

7

!

" ">E:O

$的凋亡率分别为
#6

!

5&P

'

!8

!

57P

'

7&

!

&&P

&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M Q"

!

"7

$%

+/IG/H. N21G

检测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药物处理组细胞增殖相

关蛋白
M'4L

蛋白表达降低#

M Q"

!

"7

$&促凋亡蛋白
R;=

'

R;S

'

R<T

表达增加"

!

'

7

'

7

!

" ">E:O

组
R;=

表

达及
#

!

!7

'

!

!

7

'

7

!

" ">E:O

组
R<T

表达有效期异有统计学意义#

M Q"

!

"7

$% 而抗凋亡蛋白
RB2

#

!

'

,B2

#

#

'

U-HV<V<.

表达降低#

M Q "

!

"7

$"

RB2

#

WO

表达无显著改变&凋亡蛋白激酶
';IX;I/

#

&

蛋白表达下降#

M Q

"

!

"7

$"而
';IX;I/

#

&

底物凋亡相关蛋白
MLYM

出现明显切割带"

'2/;V/T

#

MLYM

蛋白表达增加#

M Q

"

!

"7

$% 结论$

'*9

显著抑制
J/2;

细胞增殖"诱导
J/2;

细胞凋亡"其可能机制与下调抗凋亡蛋白'上调促

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相关%

关键词$细胞凋亡& 细胞增殖& 宫颈癌& 斑蝥& 信号通路

,/B@;.<I: UG-TZ [1H ';.G@;H<I 9=GH;BG ).T-B<.> LX1XG1I<I 1[ '/HV<B;2 ';.B/H '/22I

$

')CL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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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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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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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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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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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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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X;HG:/.G 1[ Y;T<121>Z

!

U@/.>F<.> J1IX<G;2 1[ '@<.; ,/T<B;2 ^.<V/HI<GZ

!

U@/.Z;.>

$

##"""6

%&

! C/X;HG

#

:/.G 1[ Y;T<121>Z

!

M/1X2/

%

I J1IX<G;2 1[ *<N/G L-G1.1:1-I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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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X1XG1I<I 1[ @-:;. B/HV<B;2 B;.B/H J/2; B/22 2<./

!

;.T G@/ -.T/H2Z<.> :/B@;.<I:I3 ,/G@1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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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HV<B;2 B;.B/H J/2; B/22 2<./ `;I B-2G-H/T <. V<GH1 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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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Z `;I -I/T G1 T/G/BG G@/ <.@<N<G1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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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G/HZ N;I/T 1. L../=<. !EM) T1-N2/ IG;<.<.> `;I X/H[1H:/T G1 /V;2-;G/ G@/ H;G<1 1[ ;X1XG1I<I 3 +/IG

#

/H. N21G ;II;Z `;I -I/T G1 T/G/BG B/22 XH12<[/H;G<1. ;.T B@;.>/I 1[ ;X1XG1I<I H/2;G/T XH1G/<. /=XH/II<1.I3

Y/I-2GI

$

'*9 I<>.<[<B;.G2Z <.@<N<G/T G@/ XH12<[/H;G<1. 1[ J/2; B/22I <. ; T1I/ ;.T G<:/ T/X/.T/.G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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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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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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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G@ <.BH/;I/T '*9 B1.B/.GH;G<1.I3 L[G/H J1/B@IG&&!7$ IG;<.<.>

!

G@/ .-:N/H 1[ B/22I `<G@ GZX<B;2 ;X

#

1XG1I<I B@;.>/I

!

I-B@ ;I XZS.1I<I ;.T S;HZ1HH@/=<I >H;T-;22Z <.BH/;I/T <. ; B1.B/.GH;G<1. T/X/.T/.G

:;../H3 L../=<.!EM) T1-N2/ IG;<.<.> ;2I1 I@1`/T G@/ .-:N/H 1[ ;X1XG1G<B B/22I <.BH/;I/T ;21.>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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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X/BG<V/2Z

!

IG;G<IG<B;22Z T<[[/H/.G [H1: G@1I/ 1[ G@/ B1.

#

GH12 >H1-X

$

M Q"

%

"7

%

3 +/IG/H. N21G I@1`/T G@;G

!

;I B1:X;H/T `<G@ G@/ B1.GH12 >H1-X

!

G@/ /=XH/II<1. 1[

XH12<[/H;G<1. H/2;G/T XH1G/<. M'4L T/BH/;I/T

$

M Q"

%

"7

%!

/=XH/II<1.I 1[ XH1

#

;X1XG1G<B XH1G/<.I R;=

!

R;S

;.T R<T <.BH/;I/T3 *@/H/ `;I .1 IG;G<IG<B;2 T<[[/H/.B/ <. R;= /=XH/II<1. N/G`//. !

%

7 ">E:O '*9 >H1-X

;.T 7

%

" ">E:O '*9 >H1-X

$

M Q"

%

"7

%

3 *@/H/ `;I .1 IG;G<IG<B;2 T<[[/H/.B/ <. R<T /=XH/II<1. ;:1.> #

%

!7

!

!

%

7

!

7

%

" ">E:O '*9 >H1-XI

$

M Q"

%

7

%

3 9=XH/II<1.I 1[ ;.G<

#

;X1XG1G<B XH1G/<.I RB2

#

!

!

,B2

#

#

!

;.T U-HV<V<.

T/BH/;I/T

!

.1 B@;.>/ 1[ RB2

#

WO XH1G/<. /=XH/II<1. <. G@/ '*9 GH/;G/T >H1-XI3 *@/ /=XH/II<1. 1[ ;X1XG1G

#

<B XH1G/<. S<.;I/ ';IX;I/

#

& T/BH/;I/T

!

';IX;I/

#

& I-NIGH;G/ ;X1XG1I<I H/2;G/T XH1G/<. MLYM 1NV<1-I2Z

1BB-HH/T <. G@/ ?1.; B-GG<.>

!

;.T G@/ XH1G/<. /=XH/II<1. 1[ '2/;V/T

#

MLYM <.BH/;I/T

$

M Q"

%

7

%

3 '1.B2-

#

I<1.

$

'*9 I<>.<[<B;.G2Z <.@<N<G/T B/22 XH12<[/H;G<1. 1[ J/2; B/22I ;.T <.T-B/T ;X1XG1I<I X1II<N2Z H/2;G/T G1

T1`.

#

H/>-2;G<.> /=XH/II<1.I 1[ ;.G<

#

;X1XG1G<B XH1G/<.I ;.T -X

#

H/>-2;G<.> /=XH/II<1. 1[ XH1

#

;X1XG1G<B XH1

#

G/<.I 3

K9b+DYCU

$

;X1XG1I<I

&

B/22 XH12<[/H;G<1.

&

B/HV<B;2 B;.B/H

&

';.G@;H<I

&

I<>.;2 X;G@`;Z

$$宫颈癌$

B/HV<B;2 B;.B/H

!

''

%是女性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全球每年约有
7&

万名女性被诊断为
''

!

其中每年病死人数高达
!5

万'

#

(

!严重影响了女性健康)

在我国
''

发病居高不下!其病死率占女性恶性肿瘤中

的第
&

位'

#

(

) 近年发病率逐年上升!发病年龄更是趋于

年轻化'

!

(

) 除了早期手术切除!对于晚期*复发和顽固

性
''

仍无有效的治疗手段) 中药及中成药物能改善

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生存率!减少放疗化疗引起的不

良反应!同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

(

) 笔者选用人宫颈癌

J/2;

细胞为研究对象!探讨斑蝥提取物$

B;.G@;H<I

/=GH;BG

!

'*9

%对
J/2;

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其潜

在机制) 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

$细胞株$人宫颈癌细胞株
J/2;

!购自南京凯

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药物及提取物制备$斑蝥购自沈阳恒秋药材

有限公司!经过鉴定为斑蝥成虫&称取干燥斑蝥
!"" >

高速粉碎机粉碎后加入
! """ :O

的
57P

乙醇!室温

浸泡
!6 @

!用滤纸过滤!得出浸出液!并弃渣&浸出液

用旋转蒸发仪低温$

Q7"

&%减压蒸馏后获得浓缩液

体
7" :O

!过滤除去析出物!最后滤液使用真空冷冻

干燥机对其进行冷冻干燥!得粉末共计
7 >

!为斑蝥粗

提取物!置入干燥器备用) 精密天平准确称量
#" :>

干燥粉末用
# :O C,UD

溶解!

"

!

!! ":

一次性滤器

过滤除去不溶解杂质!得实验用的
'*9

!放入
6

&冰

箱保存) 使用前用
C,9,

培养基稀释斑蝥提取物到

所需浓度)

&

$试剂及仪器$

C,9,

高糖培养基!胎牛血清!

"

!

!7P

胰蛋白酶均购自
*@/H:1 UB</.G<[<B JZ'21./

公司)

U-HV<V<.

*

R;=

*

RB2

#

!

*

R<T

*

,B2

#

#

*

MLYM

兔

抗人单克隆抗体购自
'/22 U<>.;2 R<1G/B@.121>Z

公

司&

#

#

;BG<.

兔抗人单克隆抗体购自
L[[<.<GZ R<1IB<

#

/.B/I

&

';IX;I/

#

&

兔抗人多克隆抗体购自
)::-.1

#

`;Z

公司&羊抗兔
)>]

购自
DH<>/./

公司) 细胞增殖

试剂盒
''K$

购自北京索莱宝公司&

L../=<.!EM)

流

式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四正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1/B@IG &&!7$

染色液购自
U<>:;

公司) 流式细胞

仪$型号
aL'U';2<N-H

!美国
RC

公司%!酶标仪$型号

a<2G/H ,LW a7

!

,1B-2;H C/V<B/

%!倒置荧光显微镜

$型号
*U#""

!日本尼康公司%)

6

$方法

6

!

#

$细胞培养及实验分组$

J/2;

宫颈癌细胞培

养使用培养基为
#"P

胎牛血清的高糖
C,9,

培养

基!含
7P

二氧化碳!饱和湿度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

根据
'*9

浓度的不同!实验分为
6

组!分别为对照组*

#

!

!7 ">E:O

组*

!

!

7 ">E:O

组*

7

!

" ">E:O

组)

6

!

!

$细胞形态学观察及
J1/B@IG &&!7$

染色

对数生长期
J/2;

细胞!用
"

!

!7P

胰酶消化!吹打至单

个细胞!用血球计数板计数细胞!调整细胞浓度至
7

'

#"

6

E:O

!取
! :O

细胞悬液接种于
%

孔板!过夜贴壁后

根据细胞分组进行处理
6$ @

) 然后在倒置显微镜下

观察细胞失巢凋亡!并进行拍照)

J1/B@IG &&!7$

$

# :>E:O

%

&5

&避光染色
#7 :<.

!在倒置荧光显微

镜下观察染色质凝聚和断裂!拍照)

7

$

''K

#

$

法检测细胞增殖$对数生长期
J/2;

细胞!调整细胞浓度至
7

'

#"

6

E:O

!取
#"" "O

细胞悬液

接种于
8%

孔板!过夜贴壁后根据实验分组进行药物处

理
6$ @

) 每孔加入
#" "O ''K

#

$

溶液!置于
&5

&细

胞培养箱内培养
#

(

! @

!酶标仪测定波长为
67" .: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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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光度值$

L

%) 实验独立重复
&

次) 并计算各组细

胞增殖率!并用
UMUU

#

MH1N<G

检测
)'

7"

值)

%

$

L../=<. !EM)

检测
J/2;

细胞凋亡$对数生

长期
J/2;

细胞!调整细胞浓度至
7

'

#"

7

E:O

!取
! :O

细胞悬液接种于
%

孔板!过夜贴壁后根据分组不同浓

度药物处理
6$ @

) 胰酶消化收集细胞!然后根据试剂

盒说明进行操作!所有操作均在冰上完成) 凋亡百分

率为$早期凋亡率)晚期凋亡率%)

5

$

+/IG/H. N21G

检测细胞凋亡相关蛋白表达$

J/2;

细胞不同浓度药物处理
6$ @

!样本冰上裂解

&" :<.

!离心后收集裂解液!配平蛋白浓度!加入煮样

缓冲液!

#""

&煮样
#" :<.

)

#!P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泳) 然后湿转法将蛋白转到
M0Ca

膜上) 一抗室温摇

床孵育
6 @

或
6

&过夜孵育!二抗常温孵育
! @

)

M0Ca

膜用
9'O

发光液处理后!进行暗室下胶片曝

光) 胶片用扫描仪扫描) 实验独立重复
&

次) 用

):;>/ (

软件对条带进行半定量分析!目标蛋白质相

对含量分别用其与
#

#

;BG<.

特异性条带的积分光密度

之比值表示)

$

$统计学方法$采用
UMUU #8

!

"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数据以
=

*

I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M Q "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

$不同浓度
'*9

作用
J/2;

细胞
6$ @

后细胞形

态学观察 $图
#

%$光学显微镜下!不同浓度
'*9

处

理
J/2;

细胞
6$ @

后随着
'*9

浓度增加细胞出现失

巢凋亡!球形死亡细胞数量逐渐增多) 经
J1/B@IG

&&!7$

染色后各不同
'*9

浓度组组内见核固缩*边

集*碎裂等典型凋亡细胞明显增多)

!

$各组细胞增殖情况比较$图
!

%$经
"

*

#

!

!7

*

!

!

7

*

7 ">E:O '*9

处理
J/2;

细胞后!细胞增殖率分

$$注#图
L

为不同浓度
'*9

作用于
J/2;

细胞
6$ @

各组

细胞增殖率&

#

*

!

*

&

*

6

分别为对照组*

#

!

!7

*

!

!

7

*

7

!

" ">E:O

组&图
R

为浓度为
7 ">E:O '*9

作用于
J/2;

细胞不同时间点的细胞增殖率&与对照组比较!

!

M Q"

!

"7

图
!

$各组细胞增殖情况比较

$$注#

L#

*

L!

为对照组&

R#

*

R!

为
#

!

!7 ">E:O

组&

'#

*

'!

为
!

!

7 ">E:O

组!

C#

*

C!

为
7

!

" ">E:O

组&

L#

*

R#

*

'#

*

C#

为光镜下观察图像$ '

#""

%&

L!

*

R!

*

'!

*

C!

为
J1/B@IG&&!7$

染色图$ '

#""

%&黑色箭头表示球形死亡的细胞&白

色箭头表示核固缩*碎裂细胞

图
#

$不同浓度
'*9

作用
J/2;

细胞
6$ @

后的细胞形态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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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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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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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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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P

!随着
'*9

浓度增加细胞增殖率

逐渐受抑制) 与对照组比较!

!

!

7

*

7

!

" ">E:O

组增殖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Q"

!

"7

%)

'*9

处理
J/2;

细

胞的
)'

7"

为
&

!

86 ">E:O

) 选择
7 ">E:O '*9

分别

用不同时间$

#!

*

!6

*

&%

*

6$ @

%作用于
J/2;

细胞!各

时间段
J/2;

细胞的增殖率 $

P

%分别为
$8

!

"!

*

#

!

5%

*

5&

!

7"

*

!

!

6!

*

6#

!

%$

*

#

!

8"

*

&7

!

##

*

!

!

!6

!与

对照组比较!

&%

*

6$ @

时段增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M Q"

!

"7

%)

&

$各组细胞凋亡率比较$图
&

%$不同浓度的

'*9

作用于
J/2;

细胞后!细胞凋亡数量随药物浓度

的增加而增加!

#

!

!7

*

!

!

7

*

7 ">E:O

组的细胞凋亡

率分别为$

#6

!

5&

*

"

!

&!

%

P

*$

!8

!

57

*

!

!

7$

%

P

*

$$注#图
L

不同浓度
'*9

作用
J/2;

细胞
6$ @

后的流式

结果&图
R

不同浓度
'*9

作用于
J/2;

细胞
6$ @

细胞凋亡

数量的柱状图&与对照组比较!

!

M Q"

!

"7

图
&

$各组细胞凋亡率比较

$

7&

!

&&

*

#

!

!8

%

P

!与对照组$

&

!

65

*

"

!

&6

%

P

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Q"

!

"7

%)

6

$不同浓度
'*9

作用
6$ @

后各组蛋白表达水

平比较 $图
6

!表
#

% $与对照组比较!

#

!

!7

*

!

!

7

*

7

!

" ">E:O

组细胞增殖相关的
M'4L

蛋白表达明显

下降 $

M Q"

!

"7

%)

RB2

#

!

家族蛋白
R;=

*

R;S

*

R<T

表

达增加!而
!

!

7

*

7

!

" ">E:O

组
R;=

表达及
#

!

!7

*

!

!

7

*

7

!

" ">E:O

组
R<T

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M Q

"

!

"7

%)

RB2

#

!

*

,B2

#

#

表达下降 $

M Q"

!

"7

%!

RB2

#

WO

表达无显著改变$

M c"

!

"7

%&

!

!

7

*

7

!

" ">E:O

组抑制

凋亡家族蛋白
U-HV<V<.

表达下降$

M Q "

!

"7

%) 各药

物处理组
';IX;I/

#

&

蛋白表达下降&

';IX;I/

#

&

底

物
MLYM

被切割!

'2/;V/T

#

MLYM

蛋白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M Q"

!

"7

%)

图
6

$不同浓度
'*9

处理
J/2;

细胞
+/IG/H. N21G

图

讨$$论

斑蝥$

';.G@;H<I

%是一种传统的中药) 斑蝥素

$

';.G@;H<T<.

%是斑蝥的主要成分'

6

(

!化学结构为

#

!

!

"顺"二甲基"

&

!

%

"氧桥六氢化邻苯二甲酸酐!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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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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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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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斑蝥早在中国

汉朝时代就用于腹部肿瘤的治疗!是古老的抗肿瘤药

物'

6

(

) 近几年来临床研究发现!斑蝥在治疗消化系统

恶性肿瘤如胃癌!结直肠癌等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疗

效!尤其在晚期恶性肿瘤具有一定的疗效) 斑蝥素在

肿瘤细胞中破坏其
C4L

链!诱导细胞凋亡'

7

!

%

(

&同时

抑制肿瘤细胞的化疗抵抗'

5

(

) 有关斑蝥在治疗
''

方

面的研究国内外尚处于空白)

本实验通过
'*9

作用于
J/2;

宫颈癌细胞!发现

'*9

显著抑制
J/2;

细胞增殖) 细胞的增殖是一种非

常复杂的生物学行为!受细胞内复杂的机制调控!细胞

增殖的任何关键步骤失调可能会导致细胞的过度的增

殖而癌变)

M'4L

是
C4L

聚合酶
$

的辅助蛋白!在

真核生物
C4L

复制和修复中必须的组成成分!在细

胞周期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细胞周期的标记蛋

白'

$

(

)

M'4L

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与肿瘤细胞的增

殖存在明显相关性'

8

(

!本研究与
W</ W

'

#"

(等报道的黄

水茄中药提取物能够通过下调
M'4L

一致) 因此!

'*9

能够通过降低
M'4L

表达抑制宫颈癌细胞生长)

细胞凋亡过程是细胞的主动程序性死亡过程) 目

前临床所使用的大部分化疗药物都是通过促进凋亡来

起到抗肿瘤的目的'

##

(

) 本实验 笔 者 通 过
J1

#

/B@IG&&!7$

染色法检测发现!

J/2;

细胞经不同浓度

'*9

处理后可见核固缩*核碎裂等典型的凋亡细胞!通

过
L../=<.!EM)

染色检测凋亡发现!随着药物的浓度

增加!凋亡的细胞数量明显增加) 多种蛋白和酶参与肿

瘤细胞凋亡过程!主要包括
RB2

#

!

家族*抑制凋亡蛋白

家族$

<.@<N<G1H 1[ ;X1XG1I<I XH1G/<.

!

)LM

%及半胱天

冬酶家族$

';IX;I/

%参与细胞凋亡过程)

RB2

#

!

蛋白

家族能抑制或激活凋亡膜结合蛋白'

#!

(

) 本研究中发

现!经
'*9

处理
J/2;

细胞后发现促凋亡蛋白
R;=

*

R;S

表达明显增加!而抑制凋亡蛋白
RB2

#

!

*

R<T

*

,B2

#

#

表达明显下降!但是
RB2

#

WO

蛋白表达无显著改变!这说

明!

RB2

#

!

家族蛋白
R;=

*

R;S

*

RB2

#

!

*

R<T

*

,B2

#

#

蛋白

在
'*9

诱导
J/2;

细胞起到重要的作用!上述
RB2

#

!

家

族蛋白的表达改变与
O<.> _

'

#!

(等和
\@;1 O

'

#&

(等中药

苦参提取物和连翘提取物影响
RB2

#

!

蛋白家族表达相

一致)

U-HV<V<.

是
)LM

家族成员!

U-HV<V<.

蛋白促进

细胞增殖*抑制凋亡*诱导肿瘤基质血管形成*减少对放

化疗的敏感性'

#6

!

#7

(

!有研究表明!多种抗肿瘤药物促进

肿瘤细胞凋亡与
U-HV<V<.

蛋白抑制相关'

#6

(

) 另外

U-HV<V<.

通过
';IX;I/

#

&

*

';IX;I/

#

5

及
';IX;I/

#

8

等抑制细胞凋亡'

#%

!

#5

(

) 本研究中!我们发现
'*9

明显

抑制
U-HV<V<.

蛋白表达!以往中药苦参提取物处理胰

腺癌细胞中下调
U-HV<V<.

蛋白相一致'

#!

(

!因此!说明

U-HV<V<.

蛋白表达抑制与
'*9

抑制
J/2;

细胞增殖相

关)

';IX;I/

#

&

是细胞凋亡的关键酶!激活核酸内切

酶而使
C4L

降解!导致细胞凋亡'

#$

(

) 本研究中
'*9

能显著降低
';IX;I/

#

&

!而且
';IX;I/

#

&

的底物

MLYM

蛋白被剪切!最终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O;.>/

)

'

#8

(等报道中药玄参提取物抑制神经母细胞瘤中玄参提

取物能抑制
';IX;I/

#

&

表达且
MLYM

蛋白被剪切!提

示
'*9

在
J/2;

细胞中可能使通过激活
';IX;I/

#

&

!

进步切割
C4L

!最终诱导
J/2;

细胞的凋亡)

总之!

'*9

能够有效诱导宫颈癌细胞凋亡和增殖

抑制) 这种抗肿瘤效应可能通过调节细胞凋亡相关蛋

白的表达实现) 今后如果能够继续进行小鼠移植瘤实

验检测
'*9

体内对宫颈癌细胞的杀伤作用!将会进一

步推动此中药在抗
''

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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