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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军威肺腺癌细胞系 SLC-89 的建立及其生物学特性

陈志龙未玉珉，间伟马世兴莫宽荧丽挪

(昆明，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单克隆室 650032) 

云南宣威是我国肺癌的高发地区Il1，建立

宣威肺癌细胞系对于肺癌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

的意义。我们从 1989 年 2 月开始建立了一株

宣威肺癌细胞系，现报告如下z

材料和 方法

一、病例 患者曾 x X ，男， 42 岁，宣威县人。

1989 年 2 月 10 日孚术切除左上肺癌组织，病理诊断

为肺低分化腺癌，部分呈透明细胞腺癌改变， 并肺门

淋巴结转移。

二、建系经过

1. 取材 从肺癌病灶中 选取出血坏死较少的癌

组织， 用 GKN 液洗去血液，剪至约 1mm大小，接

种于 35mm 培养皿中培养。培 养液为 RPM11640 ，

合小牛血清 20% ， 青链霉素各 100 单位Iml， 谷氨酸

胶 400μgl时， 用 5%服酸氢铀调 pH 至 7 .0-7 .2. 放

入含 5%C02 培养箱于 37"(;静止培养。

2. 培养经过 培养物每 2-3 天换液 1 次， 6 天

后肺癌组织周围有上皮样细胞长出 ， 并伴有巨噬细胞

和成纤维细胞，还可见淋巴细胞 和红细胞。 培养 15

天后，把培养皿中生长的细胞转入 24 孔塑料板中 ， 培

养到第 27 天， 悬浮的组织 和细胞大部死亡， 上皮样

细胞活性较好，贴壁生长， 其上可见单个或 3-4 个

一起的透亮圆细胞，此时细胞开始增殖， 但很缓慢。至

培养第 61 天， 细胞增殖加快， 进行传代培养， 半个月

后又传 1 代 ， 至培养第 95 天已传 4 代。此后细胞生长

旺盛， 形态仍为上皮样， 平铺生长， 其 上圆细胞较

多@ 此时上皮样细胞附壁较紧， 需要用膜蛋自酶消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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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盾才能传代，一般 3-6 天可传 l 代。 以后用常

规 RPMI1 640 完全培养液维持培养。

三、 细胞生物学特性鉴定

1.形态学特征在倒置显微镜和光镜下观察活

细胞和染色细胞形态， 并做原发癌和移植瘤组织的石

蜡切片， HE 和 PAS 染色后进行组织学观察。

2 . 超微结构观察用橡皮刮刀刮下第 48 代对数

生长期细胞， 按常规方法制备电镜标本观察。

3 . 细胞生长曲线和倍增 时间 将第 86 代和第

1 50 代培养成对数生长期的细胞制成 1 x 10 5jml 细胞

悬液，分别种子 30 个 5 ml 小方瓶中于 3 7 "C 培养箱中

培养，每 2 天换液 1 次，以接种当天为 0 天，每 24 小

时取出 3 瓶，用服酶消化后作活细胞计数， 取其平均

值绘制生长曲线，并推算倍增时间。

4 . 癌细胞克隆形成率将第 81 代细胞用有限稀

释法种植到 96 孔塑料培养板巾 ， 待细胞 沉底后计算

含 1 个细胞的孔数， 并置于 37 "CC02 培养箱培养， 观

察单个细胞克隆生长情况。

5 . 染色体观察将第 30 代和第 1 50 代细胞按常

规方法制备染色体，计数并观察染色体形态。

6 . 异种移植将第 50 代细胞制成细胞悬液后，

洗 1 次， 再用无血清 RPMI1640 液配成 1. 5 X 107 j ml 

细胞悬液， 接种于雌性 Balbjc nunu 裸小鼠 2 只 ， 鼠

龄 1 个月 ， 重 20 克，在腋窝， 腹股沟两处各作皮下

注射，每处注射 0.3ml，接种数为 4 X 10 6 细胞。

7 . 细胞表面凝集素受 体检测 将第 150 代细胞

制备成 1 X 106 jml 的单个细 胞 悬液， 与不同稀释度的

刀豆球蛋白 (ConA ) 等量混和 ， 3-5 分钟后在光镜下

观察凝集现象，确定凝集效价。

四 、 支原体检测 把培养成单层的细胞用橡皮刮

刀刮下后反复冻融及吹打， 使细胞破碎后用接种环接

种到支原体培养基上，于 37"(;C02 和普通培养箱培养

2-3 周，每日观察支原体生长情况。

结果

1.形态学特征 培养细 胞呈上皮样，形

态为多边形和梭形，镶嵌排列，有明显的重叠

生长(图版图 1 )。盖片培养后经 HE 和瑞氏染

色见细胞大小不一，异形明显，核较大，圆而

居中:+， 可见核分裂相，核仁明显， 多为 1 个，

圆形(图版图 2 )0 PAS 染色 胞桨充满 PAS 阳

性颗位。 电镜观察， 细胞表面有微绒毛，细胞

核大，凹陷明 jè ， 核仁显著，浆中有糖原，粘液

小体和较多板层小体(图版图 3， 4)。未见病

毒和支原体。

2. 细胞生长曲线和倍增时间 第 8 6 代和

第 150 代细胞生长曲线相 似，都在接种 24 小

时后才开始明显增殖，到 72 小时增殖最快，以

后又逐渐减弱，到第 6 天时细胞密度最大，此

后细胞数基本不增加或略 为减少。种植第 2

天 ， 第 86 代细胞的细胞数是种植时的 1. 9 倍，

第 150 代是种植时的 2 .1 倍，可见第 15 0 代细

胞增植速度稍快，而且细胞最大密度也较大，

第 86 代细胞的倍增时间为 26.4 小时，第1'50

代是 25 .4 小时(图 1 )。

E 芳、~: .'.'/i 勘

150it 
86代

1一_L_ ..L._J__L__ 
1 234 5 6 7 8 

天敛

固 1 SLι-89 细胞的生长曲线

3. 染色体栓董 观察第 30 代和第 15 0 代

中期染色体细胞各 50 个，均为人型染色体，数

目都为非整倍体(图版图 5 )。第 30 代细胞染

色体数为 40-97 条，众 数为 47-48 条，第 .

150 代细胞染色体数为 70-114 条，众数为 93

-94 条。可见此细胞 在长期培养后染色体数

目显著增加，第 150 代细胞的染色体众数几乎

是第 30 代细胞的 2 倍(图 2 )。

4. 癌细胞克隆形成率 96 孔培养 板上有

一个细胞的孔 共 38 个。培养 10 天后有 34 孔

长出克隆，克隆形成率为 89% 。

~.异种移植 接种后 1 个月，裸小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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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脸色体数

固 2 SLC-89 细胞绿色体分布图

• 第 30 代细胞
口第 150 代细胞

下出现肿瘤结节 ， 70 天达 0.5一0.8 cm 大小，

解剖见肿瘤侵犯小鼠皮下结缔组织及肌肉，中

心有坏死。切片显示的腺癌形态主要为透明细

胞腺癌， 与原发肺癌的组织结构相似(图版图 6 ，

7)0 PAS 染色亦为阳性。

6 . 细胞表面凝集素 受体检测 结果表明

ConA 在 8 附Iml 浓度时， 在 3-5 分钟能使培

养细胞出现凝集。

7 . 支原体检测 经 2一3 周培养后经检查

未发现支原体生长。

讨 论

肺癌细胞系 SLC-8 9 系来自 原发肺癌病

灶。根据光镜，电镜观察的细胞形态和结构特

点 ，染色体分析，细胞生长特性以及能在裸鼠体

内生长移植瘤，并且移植瘤的组织象与原发肺

癌的组织象相似等，均表明此细胞系确实来自

肺癌组织。此细胞系已在体外培养两年多，连

续传代 196 代， 经液氮多次冻存均复苏良好，

形态无明显变化， 说明此细胞系已成为稳定的

肺癌细胞系的。细胞在民期培养后，增殖速度

以及最大生长密度虽有所增加， 但变化不犬，

业长 Illl线形态亦基木一致。然而第 15 0 代细胞

的染色体众数几乎是第 30 代细胞的 2 倍 ， 变化

很显若，这是否是细胞相互融 合 ， 还是多倍体

细胞更易增殖造成的 ， 需进一步观察。

肺癌细胞培养建系国内外虽有报告[b S ] ，

但本例如iî腺癌组织来自全国肺癌死亡率最高的

宣威县城区， 因此可能对肺癌研究有特殊意

义。

摘 要

本文报告 1 例来源于云南宣威县患者的肺

癌标本， 经体外培养建系成功， 命名为 SLC-

89，该细胞系细胞经 HE， 瑞氏染色形态符合

癌细胞特征。 在体外培养已两年多，传代 196

代， 细胞冻存后复苏生长良好。第 86 代细胞

倍增时间为 26 . 4 小时， 染色体数为非整倍体，

众数为超二倍体，长期培养后染色体数明显增

加。细胞接种裸鼠有移植瘤些长， 组织象与原

发肺癌组织象相似。电镜观察细胞表面有微绒

毛，浆 1=1:1可见分泌颗粒， 有较多板层小体， 表

明来源于肺泡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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