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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p-37 人乳癌细胞系I-ILA 抗原表达特性

张嘉庆 王衫王松在

(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肿瘤研究室 〉

人类自细胞抗原(HLA) 自 1958 年发现以

来，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现已观察到人类许多疾病与 HLA

抗原有一定关联[1 ， 2 )。对某些肿瘤细胞表面的

HLA 抗原研究也发现有量的减少与/或质的改

变[3川] ， 认为 HLA 可能与肿瘤的发生、 发展

和转移有关。 在乳腺癌研究中，虽然一些学者

研究发现乳腺癌与 HLA 无关联 [ 5 ， 6 〉 ，但 Rosn町

等对一乳腺癌高危家族的研究表明，乳腺癌的

发病受遗传因素影响。 HLA 可作为高危 家族

中高危个体的指iiE (7 ) 。

Pollack 等人报道了 46 株体外培养细胞系

HLA 抗原表达情况 ( 8) 。 国内尚未见人乳腺癌

细胞系 HLA 分型报道。

Bcap-37 人乳腺癌细胞系是本室J. 981 年建

立， 对其生物学特性已作过初步报道仆， 1 0)，为

使本系更好地成为乳腺癌遗传学研究的工具，

本文对其 HLA 分型及表现型变化这一特性作

进一步的报道。

材 料和方法

1. 肿癌细胞来源

第 10 代初第 111 代 Bcap-37 人乳癌细胞系.

2. 淋巴细胞来源

1) Bcap-37 乳腺癌原供者 ， 1984 年 1 月 复查时

取其外周血.

2 ) 忠、者的丈犬 ， 1984 年 1 月取其外周血。

3) 患者的女儿， 1984 年 1 月 取其外周lilL.

3. 抗日LA血清

由凶德 ESSEN 大学医学院赠送， 共有检测HLA

A, B, C 位点血清 88 份 ， 检测 55 种抗原特异性。

4. 肿瘤细胞 HLA 分型方法

将冻存 Bcap-37 细胞(第 10 代 ， 1 11 代)复苏， 在

田丁 江 滨

(北京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含 20%小牛血泊( RPMI164 0 培养液1j.1常规培养， 两

月后制成细胞悬液 ， 调整浓度为 70 万Im1 ， 加入HLA

分型血清板 1μ11孔 ， 室温 20 分钟后加补体 5 μ11孔 ，

经室温作用 1 小时， 曙红染色， 甲应固定， 用倒置显

微镜观察读数。

5. 判断标准

根据死亡细胞百分数划分为五级: O%(- )J 

< 25% ( + ) ; 26-50 % ( + +) , 51-75% (+ + +) , 

> 75 % ( + + + + )。 二三 ( + + +)者月定为阳性。

二、结 果

见表所示。

BCllp-37 乳痛细胞系及其原供者和家属 HLA

分型结果

Bcap-37 乳癌细胞系 (10 、 Al ' A叫0+3 1> B13, BW60 
111 代)

Bcap-37 乳癌细胞原供者 Al' AW30 +31> Bl3> B" 60 
原供者的丈夫 A1 j> 鸟 ， B'3' BW1 5 
原供者的女儿 Au , AW30 +3!> B13, B"'60 

1. Bcap-3 7 乳癌细胞系及原供 者的 HLA

分型相同，均为 HLA-AH A W30 +31> B13' 

B..eo。

2 . 原供者 丈夫的 HLA 抗原表现型 为

HLA- A ll • A I> B1 5' Bl 3 。

3. 原供者 女 儿 的 HLA 抗 原表现型为

HLA- A ll , A W30+31> B1 3' B叫。， 其中 Al 1 '

B 1 3 来自父亲， 而 A叫 0 +3 1> BI 3 来自母亲。

三、讨 论

1. HLA 对鉴定人-体细胞系的意义

近年来， 关于体外培养细胞系的鉴定，

HLA 已成为重要的鉴定条件， 主要用于区别

细胞系是否来源于人体， 以排除其他动物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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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交叉污染。 Bcap-37 建立时曾作过 HLA一 是否可作为此家族中高危个体的指征， 尚需对

A, B, C，分型鉴定，证明来源、于人类细胞， 其女追踪观察。

本实验进一步证明它的位 点是儿， A~.30+3U 

B13' Bw60 ， 而且与原供者的 HLA 分型一 致。

2. Bcap-31 乳癌细胞系 HLA 抗原表达

[iiÌ内外-些学Jj通过对肿瘤病人的瘤细胞

和淋巴细胞的 HLA 抗原进行研究， 指 出某些

肿瘤细胞表面的 HLA 抗原表现有量的减少及/

或质的改变，但 Pol1ack 等学者用直接细胞毒

试验， 校i~~ 24 个人体肿瘤细胞系及其原供者

的 HLA 抗原，除二个细胞系发生抗原的增多

或减少外，绝大多数细胞系 HLA 抗原未发生

变化[ 8]。国内 BEL-7402 人肝癌细胞系和人鼻

咽癌细胞系均有 HLA 抗原分型资料 "' 1 0 ] ， 但

无原供右 HLA 分型资料。 Bca p-3 7 乳癌细胞

系 ( 第 10 ， 111 代)与原供有淋巴 细 胞的 HLA

分型相同，表明 HLA 抗原表现型未发生变化，

支持 Pol1ack 等人的观察结果。 Pel1egrino 通过

对多种人类建系细胞的检测发现， 随肿瘤细胞

传代代数n~增加 ， HLA-A , B表现型有改变，

且可不同于原供有正准组织细胞{ 1 3 ) ， 本实验

所用 Bcap-3:- 细胞系细胞为第 10 代 和第 111

代， HLA 分型相同， 无 HLA 抗原表 现型改

变， 是否会随继续传代而发生改变尚需进一步

观察。

3 . Bcap-37 人乳瘤细胞系原供者 与家属

HLA分型的鉴定

由于未能获得原供者父母的 HLA 资料 ，

我们对原供者的丈夫和女儿进行了 HLA 分型 ，

三者的分型反映了其亲子关系。 Rosner 等报

道， 一高j远东族中母亲(卵巢癌 J岳、右 〉 丰1]三个娃、

乳腺癌的女儿，均携有相同的抗原 HLA-Bm

并认为可作为高危家族中高危个体的指征， 本

病例母女均携有相同的抗原 HLA-Bw 此抗原

摘要

应用直接细胞毒试验， 分别对 Bcap-3 7 人

乳癌细胞系(第 10 ， 111 代〉 、 原供者及其丈夫

和女儿进行了 HLA-A ， B , C 分型。初步确定

Bcap-37 与原供 者 的 HLA 分型相 同 ， 均为

HLA- A z, A叫 0 +3 1> B13' B叫 o J Bcap-37 第 10

代和第 111 代 HLA 分型相同， 无抗原表现型

改变F 原供者及其丈夫、 女儿的 HLA 分型反

映了其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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