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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求
“

逆 转
”

癌 症 的 新 药

科学家们基于癌细胞和正常细 胞 的 不

同
,

运用新的途径进行药物设计
,

目的在于

生产更有选择的抗癌活性的化合物
。

多数现有药物的设计是杀死癌细胞
,

据

信同时对健康细胞也有杀灭作用
,

这不是最

好的途径
。

一种代替的办法是试图将恶性肿

瘤的细胞转变为正常细胞
。

将癌症作为一种

可逆的疾病
,

是基于种种原 因
,

癌细胞是一

些被固定在未成熟状态的正常细胞
,

继续增

生
,

而不是分化为成熟的特殊细胞
。

目前正在研究一种药物能迫使癌细胞通

过阻挡而进入成熟
,

这样即让其转为非恶性

的细胞
。

这种细胞分化药物要比主要用于杀

灭癌细胞的药物毒性低
。

现已发现有些药物

能够在培养基中开始使白细胞分化
。

这些药

物包括新蕙环类 �� � � � � ��� � � � �� 和 � � �� �

� �� � � � � � � � �
,

两个核普类� ���
� �  �� �二

�� 和 � � �� � � � �� � �� � 及代谢拮抗物 � 一硫鸟

嗦吟
。

对它们的研究已达到分子 水 平 的 机

理
,

涉及到细胞分化的诱导
。

部分药物对动

物肿瘤显有活性
,

现在进行初步临床实验
,

看来对正常细胞无何损害
。

传统抗癌药物对细胞的分化作用随肿瘤

类型的不同而异
。

若能研究一种技术在治疗

前从人体中取出肿瘤细胞来预先筛选病人
,

试验哪一种药物是最有效的
,

也许是非常有

意义的
。

至今抗肿瘤药物的研究中已经引进
“
生

化调节
” 的概念

。

选择结合的方法使得一种

药物首先为另一种药物
“
建立基础

” ,

便于

它更有效地杀灭癌细胞
。 “

生化调节
” 就是

用一种药物调整细胞内的代谢途径去产生抗

肿瘤的效果更加有选择性
,

或使宿主对某一

药物得以有选择性的保护
。

调节剂本身没有

杀灭细胞作用
,

只是使第二种药物 更 加 有

效
。

癌细胞既具有定性的异质性
,

也具有定

量的异质性 �对某一药物的逐级反应�
,

以

致在耐受剂量范围多数药物因具有较低的治

疗指数
,

即使对于具有很小抵抗力的细胞都

一 �� 一



不能消灭
。

使用一种调节剂以增加抗肿瘤药

物的细胞毒性
,

对于克服此种定量差异是很
�

有效果的
。

基于生化调节原则的可能
,

并用如氨甲

喋吟 �调节剂� 即可增加 � 一氟尿嚓喧 的 治

疗指数
,

两者似可产生协同的抗肿瘤活性
。

对乳癌和结肠癌的最大协同作用发生在�� �

�� 小时
。
� 一 甲基琉基嚓吟核糖普和 � 一 氟

尿哦咤并用有助于防止 � 一 氟尿嗜 咤 的 毒

性
。

� 一 � � 与亚叶酸是第二种并用
,

对胃肠

癌已产生初步的可喜结果
。

目前有两种主要治疗途径
�
一是使用抗

体对肿瘤细胞释放一种外源性致死剂 �药物
、

毒素或放射性同位素� � 二是依赖于单克隆

抗体补充自然的效应基 因 �补体
、

杀伤细胞

及吞噬细胞� 使其破坏细胞
。

后者免疫途径

曾试用于淋巴瘤的治疗
,

至今很少成功
。

可

能存在的问题包括 抗体未充分进入肿瘤细胞

�例如中枢神经系统相当地难以进入 �
、

表

面抗原缺乏或无法补充适当的效应基因
。

肿瘤靶药物的研究中目前已发现一种单

克隆抗体称为 � � � � � � �的
,

它能对人体 的 几

种癌家起作用
,

包括骨原性肉瘤
、

结肠癌
、

卵巢猫和乳腺癌等
。

用放射免疫研究发现其

能和转移肿瘤相结合
。

癌症治疗巾转移性肿

瘤的定位是特别重要的
,

因为许多病人在开

始外科手术时已成为明显的癌转移
。

抗体和氨甲喋吟结合对植入小鼠中的人

体肿瘤的研究
,
表明效果比单独使用氨甲喋

岭更好
。

两者结合应用氨甲喋吟 � � � � � � � 几

乎完全抑制肿瘤的生长
,

而单独使用其最大

剂量 ��� � � � � �� 只能延缓肿瘤的生长
。

抗体的
“鸡尾酒” 式的使用可以识别不

同肿瘤有关的抗原
,

因之可改进药物的靶作

用
,

也有可能使其应用 含有多种细胞毒剂的

鳌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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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
tr

e o n a
m 与氯林可霉素磷酸醋配伍的稳定性

Aztr““ na m
(A

z
t) 是一种新型 单 环 日一内

酞胺抗生素
。

尤其对需氧革兰氏阴性菌如绿脓杆菌

有较高的抗菌作用
。

然而人zt r eo n a m 必 须 与其它

抗生素联合来治疗那些革兰氏阴性和阳性菌复合感

染的病例
。

本品 口服无效
。

本文研究了A zt
reon am 与氯林可霉 素 在 5 %

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中配伍时的稳定性
。

作者按临床

使用剂量 (A z treon am 20 m g/ m l十氯林可霉素

6 tn g/ m l
、

A
z t r e o n a 也 20 m g / m l

+ 氯林 可霉

素 3 tn g/ m l
、

A
z
t
r e o n a

m
I Q 斑g / tn l + 氯林可

霉素 6 m g/ 皿1
、

A
zt re

o n ‘m 10 血g / 皿l 干氯林

可霉素 3 m g/ m l)
。

分别加到适量 5 % 葡萄糖和

生理盐水中混匀
。

将所有样品在不同温度下贮 存

《22一23
O
C 48小时及 4

O
C 7

一

天 )
,

贮 存前后取

样
,

进行肉眼及显微镜检查澄明度
、

测定 p H 值和

H P L C 测定含量
。

结果表明
,

所有样品的澄明度未见明显改变
,

p
H 值仅改变。

.
1单位

。

A
zt re

o n a
m 与磷酸氯林可

霉素存在于 5 % 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中含量卞降均小

于10 %
。 ·

,

一 二。

作者认为A :tre 而a二与磷酸氯林可霉 素静脉

用混注没有配伍禁息, 两者在‘时葡萄搪和 生理盐

水中于幼‘23
。

亡翻小时及 奄
.
C 7 天下贮存 是 稳定

的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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