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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目的摇 观察 4 种黄荆子提取物(EVn鄄10、EVn鄄20、EVn鄄30、EVn鄄50)对人卵巢癌 CoC1 细胞生长的影

响,筛选出抑制增殖活性最强的提取物。 摇 方法摇 体外培养人卵巢癌 CoC1 细胞,分为 4 个实验组及 3 个对照组,
以不同浓度的提取物及对照药物孵育 48 h,MTT 比色法测定四种提取物对人卵巢癌 CoC1 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
结果摇 4 种黄荆子提取物对人卵巢癌 CoC1 细胞增殖活性均有抑制作用,以 EVn鄄50 效价最高,其 IC50 为

1. 02 滋g / mL,效价强度与 DDP ( IC50为 0. 82 滋g / mL)接近。 摇 结论摇 黄荆子乙酸乙酯提取物 EVn鄄50 能有效抑制人

卵巢癌 CoC1 细胞增殖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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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Extract of the Vitex Negundo Seed on the Growth of
Human Ovarian Cancer CoC1 Cell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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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Gynecology,Shenzhen,People謘s Hospital,Shenzhen,Guangdong 518020,China)

Abstract:摇 Objective摇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four species of extracts from Vitex negundo seed(EVn鄄
10、EVn鄄20、EVn鄄30、EVn鄄50) on human ovarian cancer CoC1 cell line in vitro,thus to get the most effective one. 摇 Meth鄄
ods摇 CoC1 cells that cultured in vitro were divided into four experimental groups(EG) and three control groups(CG);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extract in EG and CG done with control drug;The viability of CoC1 cells was
determinated by MTT assay. 摇 Results摇 Four species of extracts of Vitex negundo seed all inhibited viability of CoC1 cells.
The acetoacetate extract of Vitex negundo seed(EVn鄄50) was the strongest in those,and its IC50 value was 1. 02滋g / mL. It
was near to DDP(IC50 value was 0. 82滋g / mL). 摇 Conclusions摇 The acetoacetate extract of Vitex negundo seed(EVn鄄50)
can inhibit viability and growth of human ovarian cancer CoC1 cell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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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卵巢癌是严重威胁全世界妇女生命健康的疾

病,是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位居妇科恶

性肿瘤之首[1]。 近年来新辅助化疗[2] 及保留生育

功能的手术方式得到重视,化疗在卵巢癌治疗中的

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大多数化疗药物存在无选择性

而毒副作用大,体内代谢快、特别对产生多重耐药性

的肿瘤药效低等缺点。 因此,寻找卵巢癌治疗药物

作用新靶标、设计、合成和筛选高效、毒副作用较轻

的卵巢癌治疗新候选药物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和临床

应用价值。 近年紫杉醇、羟基喜树碱成功开发上市,
大大激发了人们从天然植物和中草药中寻找抗肿瘤

药物的热情。
黄荆子(Vitex negundo seed)为黄荆的果实,是

载入中国药典的中药品种[3]。 药理学研究证实黄

荆子提取物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近年来,其抗肿瘤

作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本文对采用天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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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技术提取分离获得的 4 种黄荆子提取物进行体

外抗人卵巢癌 CoC1 细胞活性的筛选实验。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摇 细胞株 摇 人卵巢癌 CoC1 细胞系购于中国

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中国武汉市)。
1. 1. 2摇 受试物摇 四种黄荆子提取物均由中南大学

药学院周应军博士惠赠。 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摇 4 种黄荆子提取物的性状

代号 部位名称 性状 剂量

EVn鄄10 水洗部位 淡黄色粉末 200 mg

EVn鄄20 氨水洗部位 棕黄色粉末 200 mg

EVn鄄30 90%乙醇洗部位 棕黄色粉末 200 mg

EVn鄄50 乙酸乙酯提取部位 棕褐色粉末 200 mg

1. 1. 3摇 药品摇 注射用 DDP 冻干粉剂:齐鲁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批号:6030052DB;规格:20 mg /支。
1. 1. 4 摇 试剂 摇 溴化四甲基偶氮唑蓝(MTT)、二甲

基亚砜(DMSO)、RPMI鄄1640 培养基为美国 Sigma 公

司产品;新生小牛血清由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
1. 2摇 方法

1. 2. 1 摇 黄荆子提取物的配制 摇 称取各提取物各

2郾 5 mg,用 10 滋L DMSO 溶解后,加入 PBS 分别配成

0郾 5 mg / mL 的母液 5 mL;经 0郾 45 滋m 滤菌膜过滤

后,再在无菌条件下将滤液经过 0郾 22 滋m 滤菌膜过

滤除菌,密封包装后置于 4益冰箱中保存,临用前按

所需浓度稀释。
1. 2. 2 摇 细胞培养 摇 用含 10% 小牛血清的 RPMI
1640,置 5%CO2、37益、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每 2 ~
3 天传代一次。
1. 2. 3摇 MTT 的配置摇 称取 MTT 0. 5 g 溶于 100 mL
PBS,浓度为 5 mg / mL,过滤除菌分装, - 20益 保存

备用,2 周内使用。
1. 2. 4摇 MTT 比色法筛选黄荆子有效提取物摇 实验

方法参照文献[4]。 取处于对数生长期人卵巢癌

CoC1 细胞,制备单细胞悬液,调节细胞浓度为5. 0 伊
104 个 / mL 后, 接种于 96 孔细胞培养板, 每孔

100 滋L,分别加入各黄荆子提取物,调节终浓度分

别为 0. 1、0. 3、1. 0、3. 0、10. 0 滋g / mL;阳性对照组加

入 DDP, 调 节 终 浓 度 为 0. 1、 0. 3、 1. 0、 3. 0、

10. 0 滋g / mL,同时设置本底对照(调零)组:加入等

量细胞悬液和完全培养基,不加 MTT 液;空白对照

组:加入等量细胞悬液和完全培养基;溶媒对照组:
加入等量细胞悬液和含 0. 02% DMSO,10 滋L /孔。
每组设 3 个复孔,置 CO2 培养箱中孵育 48 h 后,加
入 MTT 液(5 mg / mL)10 滋L /孔,继续培养 4 h,加入

100 滋L /孔 DMSO,轻摇 5 min 待紫蓝色沉淀物充分

溶解;用酶标仪以 570 nm 波长测定吸光度(A 值)。
按下式计算细胞增殖抑制率:IR(% ) = (1 - 药物处

理组 A 均值 /溶媒对照组 A 均值) 伊 100% ;IC50值

的计算按寇氏改良孙式综合计算法计算,公式为:
IC50 = Ig - 1{xm - I[移p - (3 - pm - pn) / 4]}(xm 为

最高药物浓度的对数值,i 为浓度比的对数,p 为抑

制率,pm 为最大抑制浓度,pn 为最小抑制浓度)。
以上实验重复 2 次。
1. 3摇 统计学方法

各实验数据均采用 x 依 s 表示,采用 SPSS Win鄄
dows 11. 5 软件,单向方差分析(One鄄way ANOVA)
进行样本均数间多重比较,两两比较应用 Student謘s t
及 SNK 法检验,以 P < 0. 05 为差异有显著性,采用

Sigmplot 软件绘图。

2摇 结摇 摇 果

4 种黄荆子提取物对人卵巢癌 CoC1 细胞增殖

活性均有抑制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其中,以黄荆子

乙酸乙酯提取物 EVn鄄50 抑制 CoC1 细胞活性作用

最强,其 IC50为 1. 02 滋g / mL,效价强度与 DDP (IC50

为 0. 82 滋g / mL)接近(图 1、表 2)。

图 1摇 4 种黄荆子提取物抑制 CoC1 细胞增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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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4 种黄荆子提取物对 CoC1 细胞增殖的影响(n = 9)

药物 浓度 A570 IR(% ) IC50(滋g / mL)

Medium 0 1. 849 依 0. 025 0
DMSO 0. 02% 1. 821 依 0. 030 1. 51
DDP 0. 1 1. 556 依 0. 027a 15. 85

(滋g / mL) 0. 3 1. 137 依 0. 017b 38. 51
1. 0 0. 754 依 0. 015b 59. 22
3. 0 0. 544 依 0. 019b 70. 58
10. 0 0. 344 依 0. 021b 81. 40 0. 82

EVn鄄10 0. 1 1. 743 依 0. 016 5. 73
(滋g / mL) 0. 3 1. 659 依 0. 031a 10. 28

1. 0 1. 623 依 0. 009a 12. 22
3. 0 1. 604 依 0. 005a 13. 25
10. 0 1. 551 依 0. 028a 16. 12 11 060. 7

EVn鄄20 0. 1 1. 748 依 0. 012 5. 46
(滋g / mL) 0. 3 1. 649 依 0. 019a 10. 82

1. 0 1. 461 依 0. 027a 20. 98
3. 0 1. 366 依 0. 054a 26. 12
10. 0 1. 287 依 0. 143a 30. 39 38. 66

EVn鄄30 0. 1 1. 740 依 0. 036 5. 90
(滋g / mL) 0. 3 1. 638 依 0. 033a 11. 41

1. 0 1. 544 依 0. 024a 16. 50
3. 0 1. 450 依 0. 015a 21. 58
10. 0 1. 354 依 0. 023a 26. 77 108. 03

EVn鄄50 0. 1 1. 604 依 0. 031a 13. 25
(滋g / mL) 0. 3 1. 150 依 0. 017b 37. 80

1. 0 0. 763 依 0. 070b 58. 73
3. 0 0. 583 依 0. 039b 68. 47
10. 0 0. 455 依 0. 023b 75. 39 1. 02

摇 摇 a:P < 0. 05,b:P < 0. 01,vs control 比较

3摇 讨摇 摇 论

黄荆(Vitex negundo L. )系被子植物马鞭草科

牡荆属植物,别名荆柴、牡荆、黄荆条,广泛分布于我

国 20 余省,以秦巴山区最为丰富。 黄荆的果实、叶、
枝及根入药,其味辛苦,性温,有清热解表、利湿解

毒、止咳祛痰及缓解支气管痉挛的作用。 黄荆子是

黄荆的果实,《本草纲目拾遗》记载[5]:“黄荆子性

温,味辛、苦;归膀胱、肝、胃经。 用于风热感冒头痛、
齿龈肿痛、目赤多泪、目暗不明、头晕目眩冶。

药理学研究证实:黄荆子提取物具有抗炎、解热

镇痛作用[6],抗氧化作用[7],抗菌作用[8],杀虫作

用[9],降血糖作用和调节内分泌、免疫作用[10]。 近

年来,其抗肿瘤作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黄荆子

提取物对人肺癌细胞 ( PC鄄12 )、 人结肠癌细胞

(HCT116)、人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KB)、人乳腺癌

细胞(MCF鄄7)及人宫颈癌细胞(Hela)等多种肿瘤细

胞的生长有显著抑制作用。
本文采用 MTT 比色法筛选 4 种黄荆子提取物

对人卵巢癌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黄荆

子乙酸乙酯提取物 EVn鄄50 对人卵巢癌 CoC1 细胞

具有明显增殖抑制作用,且呈浓度依赖性,EVn鄄50
在 0郾 1、0郾 3、1郾 0、3郾 0、10郾 0 滋g / mL 浓度时对 CoC1
细胞的相对增殖活性的抑制率分别为 13郾 25% 、
37郾 80% 、 58郾 73% 、 68郾 47% 、 75郾 3% , IC50 值 为

1郾 02 滋g / mL,其效价明显高于其它 3 种黄荆子提取

物 EVn鄄10、EVn鄄20、EVn鄄30。
总之,本实验结果证实,黄荆子中确实存在抗肿瘤

有效提取物,且上述 4 种提取物中,以乙酸乙酯提取物

EVn鄄50 对人卵巢癌 CoC1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最强。
该实验将为研究黄荆子提取物的抗肿瘤作用提供初步

实验依据,其具体化学组分是否能抑制卵巢癌细胞的

生长以及在体治疗卵巢癌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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