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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菌菌丝体粗多糖对小鼠 Lewis肺癌的体内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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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硫磺菌( Laetiporus sulphureus )液体发酵菌丝粗多糖进行体内抗肿瘤研究,结果表明: 硫磺菌粗多

糖对 Lew is 肺癌的体内最大抑制作用为 35. 7% , 粗多糖组对胸腺和脾脏的影响显著小于环磷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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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菌 ( L aetip or us sulp hur eus ) 属多孔菌

科, 硫磺菌属
[ 1]

, 别名硫磺多孔菌、硫色多孔菌、

黄芝,是一种食药兼用大型真菌。目前对硫磺菌

的研究报道较少 [ 2, 3] , 本研究通过液体发酵培养

得到菌丝体, 对菌丝体进行粗多糖提取, 以粗多

糖为材料进行小鼠 Lew is 肺癌的体内抑制作用

实验,研究硫磺菌粗多糖对肿瘤的体内抑制作

用
[ 4, 5]

,为其抗肿瘤研究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硫磺菌( L . sulphur eus)菌种保存于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食用菌研

发中心。

供试小鼠为 C57纯系小鼠, 雄性, 18~ 22 g ,

由北京力科爱达生物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提供,合

格证号 scxk2004 0001。实验瘤株为 Lew is 肺癌

瘤株,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环磷酰胺,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批

号: 20061102。

液体培养基配方:葡萄糖 30 g ,豆粉 20 g,玉

米粉 10 g , 酵母提取物 5 g , CaCO 3 2. 0 g ,

KH 2PO4 1. 0 g , MgSO4 0. 5 g, 水 1 000 m L, 用于

硫磺菌菌丝液体培养。

1. 2 方法

1. 2. 1 硫磺菌的液体培养和菌丝体粗多糖提取

保藏的硫磺菌菌种在 PDA 平板上活化后接

种于液体培养基中, 200 r/ m in、24 、黑暗条件

下培养 15 d, 培养物离心( 4 100 g, 5 min)后弃上

清、取菌丝体沉淀物冷冻干燥、粉碎, 菌丝体粉经

95 热水( 1 g / 10 mL)浸提 3次, 过滤合并浸提

液减压浓缩至原体积 1/ 4, 3 倍乙醇沉淀, 离心

( 4 100 g, 5 m in) , 取沉淀物冷冻干燥获得醇沉菌

丝体粗多糖粗提取物。

1. 2. 2 小鼠肿瘤模型建立

将接种 Lew is肺癌 7 d后生长良好的 C57荷

瘤小鼠脱颈处死, 无菌条件下选取生长良好的瘤

组织,加生理盐水于细胞研磨器研磨, 稀释成每

毫升 2. 5 10
7
个的细胞悬液,接种于实验小鼠腋

下, 接种量为每只 0. 2 m L。

1. 2. 3 抑瘤实验

接种后的小鼠随机分为 5组,每组10只,分别

为空白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粗多糖高、中、低剂量

组。小鼠接种瘤细胞悬液 24 h 后按每只每日

0. 2 mL的量开始灌胃给药,连续给药 9 d,第 10 天

脱颈处死小鼠,分别取瘤结、胸腺、脾脏称重。

CK1 阴性对照组,生理盐水;

CK2 阳性对照组,环磷酰胺(30 mg/ mL) ;

C1 硫磺菌粗多糖低剂量组( 50 mg/ mL) ;

C2 硫磺菌粗多糖中剂量组( 100 mg/ mL) ;

C3 硫磺菌粗多糖高剂量组( 200 mg/ mL)。

抑瘤率= ( C- T ) / C 100%

C:为空白对照组平均瘤重

T: 为实验组平均瘤重

胸腺或脾脏指数= 胸腺或脾脏质量/体重

实验数据用 SPSS11. 0软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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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菌丝体粗多糖对荷瘤小鼠抑瘤率、胸腺指

数、脾脏指数的影响

在抑瘤率方面, 效果最好的是阳性对照组,

硫磺菌粗多糖各剂量组抑瘤率均明显高于阴性

对照组, 说明硫磺菌粗多糖对 Lew is肺癌实体瘤

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中抑瘤效果最好的是中剂

量组( 35. 7%) , 其次是低剂量组( 17. 7%) , 最低

的是高剂量组( 12. 5% ) ; 各剂量组抑瘤率差异显

著, 表明硫磺菌粗多糖的抑制作用与剂量有关,

剂量过低或过高均不能达到最佳抑制效果。

表 1 硫磺菌粗多糖对荷瘤鼠各指标影响

Table 1 Ef fect of L. sulphureus crude polysaccharide on Lewis lung cancer mice

组别

Test g roup

剂量

Dose

( mg/ mL )

平均瘤重

Tumo r weight

( g)

抑瘤率

Inhibition

r ate( % )

胸腺指数

Thym us index

( m g/ m L)

脾脏指数

Spleen index

( mg/ mL )

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 l*
- 2. 8 0. 8 0 a 0. 8 0. 2 a 12. 5 2. 5 a

阳性对照* *

Positive contr ol* *
30 0. 3 0. 2 87. 9 d 0. 5 0. 1 b 2. 0 0. 3 b

C1 50 2. 3 0. 4 17. 7 b 0. 7 0. 2 a 12. 3 1. 7 a

C2 100 1. 8 0. 3 35. 7 c 0. 7 0. 2 a 12. 1 1. 9 a

C3 200 2. 5 0. 4 12. 5 b 0. 7 0. 3 a 12. 4 1. 7 a

* 阴性对照为生理盐水; * * 阳性对照为环磷酰胺;数据代表 10只小鼠平均值 SD;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 05水平上差异显著
* Physiological sal ine; * * cyclop hosph am ide. Values represent the mean o f 10 mice SD; dif f erent low er case letters repr esents a

signif i cant dif f erence at P 0. 05

在胸腺和脾脏指数方面, CK1与 CK2 差异

显著; 不同剂量粗多糖组间、粗多糖组与 CK1间

差异不显著,但与 CK2之间差异显著, 说明硫磺

菌粗多糖对胸腺和脾脏的影响小于阳性对照

药物。

2. 2 菌丝体粗多糖对小鼠体重变化的影响

从图 1数据可以看出, 尽管阳性对照用药的

抑瘤率很高, 但也会导致小鼠体重持续下降, 对

机体损伤较大;阴性对照在初期( 1~ 6 d)体重稳

定上升, 但之后体重迅速下降, 可能由于肿瘤细

胞对机体的影响开始显现; 不同剂量硫磺菌粗多

糖处理组的变化趋势一致, 小鼠体重初期 ( 1 ~

3 d)下降, 之后呈稳定上升状态,说明粗多糖可以

改善荷瘤小鼠的体重降低状况。综合比较, 粗多

糖组在体重变化上优于空白组和阳性组, 说明粗

多糖在抗肿瘤, 抑制肿瘤生长作用的同时, 有效

的对抗荷瘤鼠体重的下降, 可以增强荷瘤鼠的

体质。

图 1 不同粗多糖处理小鼠的体重变化

Fig. 1 Weight changes in Lewis lung cancer mice administered different doses of

L. sulphureus crude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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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硫磺菌目前主要是野外采集,得到的子实体

数量有限,质量参差不齐,且驯化困难, 采用液体

发酵技术进行研究不受季节、地区等限制, 又可

得到质量稳定的产物,可以加快硫磺菌的开发利

用速度。

本研究表明硫磺菌粗多糖对 Lew is 肺癌实

体瘤具有抑制作用,抑瘤率从高到低依次是中剂

量组> 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表明抑制作用与剂

量密切相关; 此外, 硫磺菌粗多糖可以保护小鼠

胸腺和脾脏, 且有助于减轻荷瘤小鼠的体重降

低,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小鼠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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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um or Activity o f Crude Po lysacchar ide f rom

Laet iporus su lphu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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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titum or act iv ity o f crude polysa cch aride fr om Laetiporus sulphureus m ycelium g rown in

subme rged cultur ed w as de term ined using Lew is lung cancer bear ing mice as the test model. Inhibito ry e ff ects

on tum or gr ow th w ere highest ( 35. 7% ) in m ice administer ed 100 mg / mL of crude polysa cchar ide. However ,

sple en and thymus indices and animal w eights wer e signif icant higher in polysa ccharide tre ated m ice com pa red

to positive contro l m ice adm inistered cyclophospham ide.

Key words: Submerged culture; crude po lysaccha ride ; antitum or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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