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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组织浆对鼠免疫功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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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作为滋补品和药品已有悠久的历史 ∀为了探

索海龟对机体免疫作用的影响 本试验对海龟组织浆

对肿瘤细胞的抑制和杀伤作用和抗衰老效果进行了

研究 以期为海龟的全面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绿海龟 Χηελονια µψδασ)取自海南三亚 , 周龄

体重 雄性 ∀取腿部肌肉组织块用玻璃匀浆器匀

浆 用蒸馏水稀释成浓度为 的组织浆液

离心 取上清液分装于 安培瓶

中 置 ε 低温冰箱保存备用 ∀

体内试验 一级 ≤ 小鼠 只 体重 ?

一级 大鼠 只 雄性 体重 ? 瘤源动

物为传代 的 ≥ 实体瘤小鼠 ∀

方法

体外培养试验 效应细胞为大鼠腹腔巨噬细胞

5 用 硫乙醇酸钠注射于 ≤小鼠腹腔

后收集腹腔渗出液 按常规配成 ≅ 悬液 加

于 孔细胞培养板 每孔 Λ ε 贴壁 后去

除非粘附细胞 洗涤后 取沉淀悬浮于 含

小牛血清的 ⁄ ∞ 中即成 ∀靶细胞为宫颈瘤细胞株

试剂盒购自晶美公司 ××及 ⁄ ≥ 购自

华美公司 ∀

体内抑瘤试验 将 ≥ 实体瘤块匀浆 用生理盐水

稀释成 Β 的瘤细胞悬液 以 的用量接种于

每只小鼠右前肢腋窝皮下 ∀次日将接种小鼠随机分为

组 分别用海龟组织浆和蒸馏水对各组小鼠进行灌

胃 每 体重 ∀每天 次 连续 ∀试验结

束后 分别测定抑瘤率和生命延长率 ∀

细胞杀伤效应采用 ××比色法 ∀ 试验分设两

组 ∀分别为 细胞悬液 Λ 加海龟液 Λ 对

照组为 Λ 细胞悬液 ∀以效靶细胞比为 Β

Β Β Β Β Β 分别加入靶细胞 ∀

每一处理设 个复孔 加 ××∀ 后在波长

处测吸收光值 Α∀

检测也分为 组 ∀

Λ 野生海龟液 ∀效靶比 Β ∀每组设 个

复孔 后收集上清液 按试剂盒说明测

值 ∀

抗衰老试验 取大鼠 只 随机分成两组 每组

只 ∀分别用海龟和蒸馏水灌胃 ∀每天 次 每

体重 连续 从眼眶静脉丛采血 同时取脑和

肝脏 测定 ≥ ⁄活性 ∀≥ ⁄试剂盒购自海军总医院生

物研究所 ∀≥ ⁄活性以亚硝酸单位表示 即 ∀

结果

抑瘤率

海龟组小鼠的平均瘤重为 对照组为

抑瘤率达 极显著地低于对照组 Π

∀说明海龟有极显著的抑瘤效果 ∀

生命延长率

海龟组小鼠的平均生存期为 极显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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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蒸馏水对照组 Π 其生命延长

率达 ∀

巨噬细胞的杀瘤效应

不同处理的 活化作用见表 ∀

由表 可见 添加海龟液的 Α值极显著地低于对

照组 ( Π 表明巨噬细胞对靶细胞的吞噬力大

免疫及促肿瘤生长 ! 转移等方面起着重要

的作用≈ ∀单核巨噬细胞与肿瘤细胞共同

培养时 诱导型 合成酶 ≥ 被激活

使 合成增多 又可使 5 分泌 2 !

× ƒ2 增多 从而使抗肿瘤作用得到进一步

加强 ∀本研究表明 海龟能明显促使 5 的

活化 从而激发 合成显著增高 Π 细胞毒

效应增强 ∀因此 可用作抗肿瘤免疫辅佐剂 ∀其作用原

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

× ≤ 年认为 有氧代谢过程以及

感染 !衰老等生理原因 都将使细胞内产生大量的活

性氧自由基 若这些自由基得不到及时清除 则可启

动细胞自杀程序而发生细胞凋亡 ∀ ≥ ⁄作为抗氧化

酶 在自由基的清除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从而提高

机体的解毒免疫功能和防病的能力 ∀从本试验的结果

看 海龟可显著地提高大鼠脑 !肝 !血中的 ≥ ⁄活性

提示海龟液的滋补和增加机体免疫作用可能与其具

有清除活性氧的能力有关 ∀

由此可见 海龟组织浆可显著地提高鼠免疫功

能 促进对肿瘤细胞的抑制和杀伤作用 同时可增强

机体的抗衰老能力 ∀

表 1  不同处理对吸光 Α值的影响

组别

Α值

效 靶 细 胞 比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海龟液 ? ? 3 ? 3 ? 3 3 ? 3 ?

均值 ? 标准差 τ2检验比较组间的差异显著程度 3 表示差异显著 3 3 表示差异极显著 ∀

大高于对照组 其最佳效果靶细胞比为 Β ∀

对 合成的影响

由图 可见 添加海龟组织液组 培养上清液的

浓度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Π 表明培养时

合成增多 从而可有效地增强 的细胞毒作

用 ∀

图 不同处理对 合成的影响

对 ≥ ⁄活性的影响

海龟灌胃组的大鼠脑 !肝脏 !血液中的 ≥ ⁄活性

均高于空白对照组 差异显著 Π 见表 表

明海龟组织液可有效地提高机体 ≥ ⁄的活性 ∀

讨论

从本试验的结果看 海龟对小鼠 ≥ 肿瘤的生长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Π 其抑瘤率可达

且能有效地增强机体对肿瘤的抵抗性 延长

生命期 ∀从细胞毒效应来看 海龟能显著地促进巨噬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 其巨噬细胞的细胞毒活

性和 水平均显著地高于空白对照组 Π

提示海龟对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是多因子 !综合作用

的结果 不仅可通过促进细胞毒作用 而且有可能通

过其他形式的免疫因子而起作用的 ∀

作为 5 细胞毒效应的生物信使 在抗肿瘤

表 2  海龟组织浆对大鼠 ΣΟ∆ 活性的影响

组别
≥ ⁄活性

脑 肝脏 血液

蒸馏水 ? ? ?

海龟 ? 3 3 ? 3 3 ? 3

注 3 表示差异显著 3 3 表示差异极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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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罗方法在海洋溢油扩展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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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蒙特卡罗方法 溢油 随机数 扩散

Ρ =
ς(τ)ς(τ+ Σ)

ς

ΤΛ= Θ
ξ

Ρ Λ(Σ)δΣ

用大量质点的运动近似海洋溢油的运动 把整个

溢油看成有大量的体积很小的油块微元组成 即将溢

油分为大量的质点 这些质点进行彼此独立的运动

每一质点代表一定的油量 油膜的迁移 !扩展看作质

点群的迁移 !扩展 ∀溢油的扩散看作质点群在湍流作

用下进行的拉格朗日运动 ∀油的蒸发 !乳化等风化过

程采用质点质量损失来表征 油膜的厚度分布通过一

定面积内的质点数及其质量计算出 ∀ 海洋溢油后

在波浪的搅动作用下 一部分溢油以乳化油和溶解态

形式被带入水体中≈ 一旦进入水中 质点被看成大

量的油滴 在水中进行三维运动 垂直方向运动是在

浮力和湍流扩散作用下进行的 ∀ 通常溢油在海洋中

的行为 考虑以下 个过程 海面漂油的输移和

扩展过程 入水油的垂直运动 油的挥发和乳

化过程 ∀其中海面漂油的扩展过程和入水油的垂直扩

散运动是溢油质点在湍流扩散作用下进行的随机运

动 ∀

湍流的描述

观察个别的流体微团 拉格朗日方法 湍流呈

现为该微团沿着非常复杂的轨道的混乱运动 这种运

动在某一时刻其方向是随机的 但这种随机性受整个

运动场的控制 如图 在平均速度为零的均匀各向

同性稳定湍流中 统计特征不依赖于在空间中的方

向 ∀ 拉格朗日相关系数≈ Ρ

可用来描述湍流 其中横线表示时间平均 也可

类似地引进湍流的拉格朗日尺度 Τ 来描述 它具有

时间的量纲 ∀

湍流的拉格朗日特征首先由泰勒在关于扩散的

问题中引入≈ 其中心问题为确定微团坐标的弥散及

其速度 ∀

蒙特卡罗方法的应用

溢油在海上的扩散过程实际上是湍流的一个

弥散过程 而湍流弥散的随机性 可用蒙特卡罗方法

恰当地描述 ∀蒙特卡罗方法≈ 又称随机抽样技巧或

统计实验方法 世纪 年代中期 蒙特卡罗方法作

为一种独立的方法提出来 并且在核武器的研制中首

先得到了应用 ∀当所要求解的问题是某种事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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