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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采用噻唑盐(M TT )比色方法研究在紫外线辐射损伤条件下扇贝多肽对免疫细胞的

保护作用，并探讨扇贝多肽对胸腺细胞和脾细胞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扇贝多肽具有抗紫

外线氧化损伤的作用，可减轻或抑制紫外线对胸腺细胞和脾细胞的氧化损伤，并且呈剂量依

赖性。扇贝多肽在 0．5％一10．0％的浓度范围内，其抗氧化能力随浓度的增高而增强；在正

常条件下可显著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并且可拮抗雌激素对免疫细胞的抑制作用。提示扇贝

多肽不仅具有抗氧化损伤作用，而且具有免疫增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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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物中蕴藏着巨大的生物活性物质资源，其中有些生物活性物质具有重要的药

用价值，已成为人类治愈疾病的重要药物资源，因此，开发海洋生物中的活性物质是国内

外的热门研究课题(张克凌等，2000；张新宇等，2000)。近几年，国外已开发出的海洋肽类

活性物质有活性毒肽、抗菌肽 、抗癌肽等 (P ettit et al，1989 ；P ettit et al，1995 )。 目前 ，由

于臭氧层 的破坏 ，照射 到地球上 的射线过 多，对机体造成损伤 ，甚至导致肿 瘤 的发生

(C lem ent et al，1996)，因此，寻找天然抗氧化剂、阻止紫外线的氧化损伤是国际上的重要

研究课题。扇贝多肽是近年来从栉孔扇贝中提取出的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分子、水溶

性多肽，分子量为 800-- 1000。初步研究表明该多肽具有抗氧化活性 ，能清除羟 自由基和

超氧阴离子 (王春波等，1998a)，有延缓 自然衰老动物皮肤 的老化 的作用 (王春波等，

1998b)。但扇贝多肽是否对免疫细胞的功能有影响? 对免疫细胞有无抗紫外线氧化损伤

的保护作用? 目前尚未见报道。本文探讨在紫外线辐射损伤条件下扇贝多肽对免疫细胞

的保护作用，并探讨扇贝多肽对胸腺细胞和脾细胞活性的影响，以期为扇贝多肽的进一步

开发应用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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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唑盐(M T T )均为 Sigm a公司产品。

1．2 方法

1．2．1 紫外线对免疫细胞损伤强度和扇贝多肽有效保护剂量的筛选    采用噻唑盐

(M T T )比色法(司徒镇强等，1996)。首先无菌取大鼠胸腺和脾，按常规方法分别制备胸

腺细胞(T hym ocyte，T )和脾细胞(Splenocyte，S)，调其细胞浓度为 1×106—5×106cell／m l，

经台盼蓝染色检查细胞活性大于 95％。分 6 组，接种于 24 孔板，每孔 lm l，每组 3 个复

孔 ，有两组分别加入含 8％小牛血清的 R PM I一1640 培养液 (完全培养液)，作为对照组

(C，和 C2)。另外 4 组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扇贝多肽，使其终浓度为 1．0％、2．5％、5．0％

和 10．0％。孵育 12h。其中对照组 1(C。)的细胞不经紫外线损伤；对照组2(C2)与加入不

同浓度扇贝多肽的实验组在紫外线下分别照射 20s和 40s，其辐射强度分别为 6 ×10。4J／

cm 2 和 1．2 ×10’3J／cm 2。然后 向各组每孑L加入 M T T 溶液 100／11，37℃继续孵育 4h，终止

培养。离心弃 去孔 内营养 液，收集 细胞 ，每孑L加 入 150p1 二 甲基 亚砜 (D M SO )，振荡

10m in，选择 490nm 波长，在酶联免疫检测仪上测定各孔光吸收值，记录结果(O D 值)，以

完全培养液孔作空白对照。

1．2．2 在紫外线损伤过程中扇贝多肽对胸腺细胞和脾细胞的保护作用    按上述方法

取胸腺和脾细胞 ，调细胞悬液浓度为 1×106cell／m 1分组备用。细胞悬液分为 4 组 ，接种于

24 孔板，每孔 lm l，每组 3 个复孔，分别加入 R PM [一1640 作为对照(C )和按筛选后的浓

度分别加入扇贝多肽 ，扇贝多肽的终浓度分别为 0．5％、1．0％和 2．0％，孵育 12h。在强

度分别为3．0×10。5J／cm 2、1．2×10。3J／cm 2、1．26×10。2J／cm 2 的紫外线照射后，以同上方

法检测扇贝多肽对胸腺和脾细胞的保护作用。

1．2．3 扇贝多肽对胸腺和脾细胞的影响    分离胸腺和脾细胞，调细胞悬液浓度为 1×

106cell／m l。一部分细胞悬液不加刀豆素蛋白A (ConA )(T o或 S 组)，分为 6 组，每组 3 个

复孔，每孔 lm l，一组加入 R PM I一1640 液作为对照(C )，另三组分别加入终浓度为0．5％、

1．0％和 2．0％的扇贝多肽；第 5 组加入 1．0％的雌二醇(E stradiol，E，)，第 6 组加入终浓度

皆为 1．0％的 E：和扇贝多肽。另一部分胸腺和脾细胞悬液分别加入 2ng／m l和 6n∥m l的

C onA 后(T 。或 Sc组)，再按上述分组分别加入同样试剂。以 M T T 方法检测扇贝多肽对

有有丝分裂原和无有丝分裂原刺激时的免疫细胞活性的影响。

2  结果

2．1 扇贝多肽最佳保护剂量的选择

    实验中，肉眼即可观察到胸腺细胞较脾细胞更易受到紫外线的氧化损伤，照射后马上

出现细胞凝集，脾细胞出现凝集较晚。与不经紫外线照射的 C，组相比，C2 组的细胞经紫

外线照射后胸腺细胞和脾细胞的代谢活性均降低；但是照射 40s(1．2 ×10。3J／cm 2)较照射

20s(6．0 ×10‘4J／cm 2)的代谢活性降低的程度要轻。加入扇贝多肽组的两种细胞的活性

均较不加扇贝多肽组的细胞活性强；但是对脾细胞 ，浓度为 1．0％的扇贝多肽保护作用较

2．5％的为强；而对胸腺细胞 ，浓度为 2．5％的扇贝多肽保护作用最佳(表 1)。

2．2 紫外线氯化损伤条件下扇贝多肽对免疫细胞的保护作用

    根据筛选的结果，选择 2．0％和 1．0％及其 0．5％三个浓度作为最佳保护浓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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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辐射强度较低时加以上 3 个浓度扇贝多肽组的细胞活性均较不加扇贝多

肽的活性强；但是紫外线辐射的强度增加到5．4×10。2J／era2时，仅2．0％浓度的扇贝

多肽对胸腺细胞具有保护作用，而 1．0％、2．0％浓度的扇贝多肽对脾细胞均有保护作用

(表 2)。

    表 1  紫外线损伤过程中扇贝多肽对免疫细胞有效保护剂量的筛选

T ab．1 C hoice of protective effec t dose of polypeptides from  Ch／am ys知rM —on im m une cell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 V  oxidative dam age

，苎挚细胞    组别 ——————————————塑里兰垦羔坠竺2———————一
活性(O D )    2．1×10—4    1．2×10—3    5．4 ×10 -2

    ** P < 0．01，* P < 0．05 ，与 C 组相比(Com pared w ith C  group)

2．3 扇贝多肽对免疫细胞的影响

    扇贝多肽在无紫外线损伤的条件下对胸腺细胞和脾细胞也有影响，可显著增强两种

细胞的活性，而且扇贝多肽的浓度越大其增强效应越明显。在加入 ConA 条件下，同一浓

度扇贝多肽增强胸腺细胞活性的作用较不加 ConA 时显著。而对脾细胞而言，加 ConA

后，虽然扇贝多肽可以增强脾细胞的活性，但是与不加 ConA 同一浓度组相比，仅 0．5％浓

度的扇贝多肽较不加扇贝多肽组的细胞活性增强，而 1．0％和 2．0％浓度的扇贝多肽并未

见更强的增加细胞活性的效应。E：可降低免疫细胞的活性，加 ^ 自田多肽不仅可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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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作用，而且还可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表 3)。

    表 3 扇贝多肽对免疫细胞活性的影响

T ab．3 T he effect of polypeptides from  Chlam ys丘rM ri on activites of im m une cells

    ** P < 0．01，* P < 0．05，与 C 组相比(Com pared w ith C group)；1) P < 0．05，与 T 0 组或 S0 组相比(Co m pared

w ith To or so group)

3 讨论

    噻唑盐(M T T )比色实验是检测细胞存活和生长的方法。活细胞线粒体中的琥珀酸

脱氢酶能使外源性的 M T T 还原成为难溶性的蓝紫色结晶物 (Form azan )并沉积在细胞

中，线粒体膜损伤时，M T T 被还原量明显减少 ，而死细胞则无此功能。二甲亚砜能溶解细

胞中的紫色结晶物，用酶联免疫检测仪在 490nm 波长处测定其光吸收值，可直接反映细

胞的代谢活性，间接反映活细胞数量。它的特点是灵敏度高、重复性好、操作简便、经济快

速、无放射性污染，与其他检测细胞活力的方法(如3H —T dR 掺入实验等)有 良好的相关

性，因而广泛应用于检测细胞活性、抗癌药物对肿瘤增殖活性的效应和抗癌药物筛选等研

究。本实验采用 M 1vr 方法，观察了紫外线氧化损伤条件下扇贝多肽对离体免疫细胞的

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紫外线氧化损伤过程中，中枢淋巴器官的细胞(胸腺细胞)较周

围淋巴器官的细胞(脾细胞)对紫外线损伤更敏感 ，经紫外线照射后胸腺细胞即可发生聚

集，而脾细胞发生聚集较晚。结果还发现 ，在紫外线强度一定的条件下，照射 40s组反而

较 20s组的免疫细胞的代谢活性强；当辐射损伤的时间增至 3m in 时，细胞的代谢和增殖

活性显著降低。但是辐射组与未辐射组的两个未加扇贝多肽的对照组的细胞活性相比，

辐射组淋巴细胞的活性仍较未辐射组的活性低。南新升等(1992)以3H —T dR 掺入法研究

在紫外线损伤条件下脾细胞的修复能力的变化，发现在 5m in 之内脾细胞的 D N A 的修复

能力随紫外线辐射时间的延长而增强，但辐射时间超过 5m in 之后脾细胞的 D N A 的修复

能力随辐射时间的延长而降低，本实验结果从细胞的酶代谢的角度也证实了这一点。但

本文结果表明紫外线辐射3m in 后细胞的活性就显著降低，这可能由于实验所选择的紫外

线的辐射强度不同所致，辐射强度越大，造成的损伤越强，细胞损伤后的修复能力越小。

    有研究表明，紫外线的辐射损伤主要是产生超氧阴离子引起细胞膜及酶蛋白氢硫基

氧化分解 ，而造成细胞损伤 ，尤其是 D N A 的断裂、损伤(K ripke et al，1996 )。辐射不仅造

成皮肤过早老化、光敏性皮肤病，而且可抑制 T 辅助细胞(T s)的活性及其介导的免疫反

应，致使肿瘤细胞生长(Collins et al，1997；Stew art et al，1996；Shreedhar et al，1998)。扇

贝多肽的发现填补了从海洋天然活性物质中提取抗氧化剂的空白。作者前期的研究表

明，扇贝多肽对皮肤的紫外线氧化损伤有保护作用(王春波等，1998a，b)。本实验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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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淋巴细胞的紫外线氧化损伤模型，并首次研究发现在紫外线氧化损伤过程中扇贝多

肽对免疫细胞也具有保护作用，其保护作用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本实验筛选出了扇贝

多肽在体外紫外线损伤条件下对淋巴细胞的最佳保护浓度，对胸腺细胞和脾细胞进行比

较而言，其应用剂量小、而且保护效果好的最佳浓度分别为 2．0％和 1．0％。因此 ，在本实

验中选择浓度为 0．5％、1．0％和 2．0％的扇贝多肽作为实验中的保护剂量。但是随着紫

外线辐射强度的增大，其保护作用能力下降，并且还可见在紫外线氧化损伤条件下加扇贝

多肽组的免疫细胞的活性较无紫外线损伤组的未加扇贝多肽的细胞的活性还强，提示扇

贝多肽不仅是一种良好的抗氧化剂 ，而且也是一种 良好的免疫细胞调节剂 ，可以显著增强

免疫细胞的代谢和增殖。

    胸腺是中枢淋巴器官，是培育 T 淋巴细胞的场所。脾脏是周围淋巴器官，内有大量

的 T 、B 淋巴细胞，是产生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的部位。T 淋巴细胞是淋巴细胞再循环的

主要细胞，在血液中约占 60％一70％，在淋巴结中约占 65％一85％，在机体免疫功能活动

中居于主导地位。为证实扇贝多肽有无免疫调节作用 ，本实验又探讨 了在无紫外线损伤

条件下，扇贝多肽对免疫细胞的影响。扇贝多肽对胸腺细胞和脾细胞的代谢和增殖的均

具有增强效应，这也提示其对免疫机能的影响是广泛的。ConA 为有丝分裂原，可以刺激

T 淋巴细胞的增殖。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有、无 ConA 的存在，扇贝多肽均可显著增强

免疫细胞的活性 ；提示扇贝多肽可以促进免疫细胞增殖 、提高细胞活性 ，并与剂量呈正相

关。加 ConA 组与不加 ConA 组相比，同一浓度的扇贝多肽对胸腺细胞在 ConA 作用下 ，

其促进细胞增殖的作用均较无 ConA 刺激时的作用强；而对脾细胞，仅浓度为 0．5％的扇

贝多肽促细胞活性作用有 ConA 组较无 ConA 组作用强；提示扇贝多肽可能对 T 淋巴细

胞的影响更显著 ，但尚需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

    雌二醇(E stradiol，E：)是机体中的具有广泛调节作用激素之一，对免疫功能也具有调

节作用，可在体内外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刘晓萍等，1995；G rossm an et al，1982 )。本研

究结果表明E：可抑制胸腺细胞和脾细胞的活性。扇贝多肽可在体外阻断E：对免疫细胞

的抑制作用，这也提示扇贝多肽可能是一种作用广泛的免疫促进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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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F E C T  O F  P O L Y P E P T ID E S F R O M  C H L A M y S  F A R R E R I

o N  T H E  P R o L IF E R A T Io N  o F  IM M U N E  C E L L S A N D  IT S P R o T E C T Io N

A G A IN ST  U L T R A V Io L E T  I』V  v l Z R o

    L IU  X iao-Ping，W A N G  Y u-Zhen，H A N  Y an-T ao，Y U  Y e—Jun，

    W AN G Yue—Jun+．W AN G Chun一130

    (M edical College of Q ingdao U niversity ，Q ingdao，266021)

+(Yellow Sea Fisheries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Qingdao，266071)

A bstract T he polypeptides isolated from  Ch／am ys如r旭ri (PCF ) by m odern bioengineering technique w ere a

w ater soluble sm all m olecular w ith biological activity．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PC F on the proliferative aetivi—

ties of thym ocytes  and splenocytes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PCF on those im m une ceHs under U ltraviolet

(u V ) oxidative dam age w ere detected by M T T  colorom etry．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P CF  could reduce the ul

traviolet (U V ) dam age on the thym ocytes and splenocytes w ith d()se dependence．In the 0 ．5％一10．0％ con—

centration range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PCF the stronger protective effects of it．PCF coul d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 e 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of the thym ocytes and splenocytes and could decrease or inhibit the im m une

suppressive effects of E stradiol on the thym ocytes and splenocytes．T he resul ts indicate that PCF not only has the

effect of antioxidative dam age of U V  irradiation but also has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im m une function．

K ey w ords Polypeptides from  Ch／am ys farreri(PCF )，Im m une cells，U ltraviolet dam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