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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将 HeLa 细胞的条件 50 倍浓缩， 并用 ELISA

方法测定 TGF币，结果为阴性。 因 此， HeLa 

细胞分泌的某种抑制 BHK-21 细胞生长的因子

的性质目前尚不清楚。

摘要

本文用抗中间丝蛋白的免疫荧光染色和细

胞在不同条件下的生长曲线测定 ， 对 HeLa 细

胞和 BHK-21 细胞实验交叉污染系统中两种细

胞的消涨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 结果表明z 当

BHK-21 细胞实验污染 HeLa 细胞后 ， 其?肖涨

趋势总是 BHK-21 细胞不断被 HeLa 细胞所淘

汰。 其主要原因是 HeLa 细胞的生长速率明显

比 BHK-21 细胞高 ， 其次是 HeLa 细胞可能能

分泌某种抑制，j BHK-21 细胞生长的因子，而两

种细胞的营养竞争可能对 BHK-21 细胞的被淘

汰不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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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株体外培养的肝癌细胞系的建立及其应用

一一纪念著名细胞生物学家陈瑞铭教授

朱德厚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在爱国科学家的眼里，祖国是神圣的。早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瑞铭教

授，辞去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职务，还毅然拒绝新加坡大学的高薪聘请，怀着报效祖国的一片

热情，于 1954 年 7 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J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细胞生理室主任，并

在国内创建组织培养实验室，开展细胞生理学基础研究。他是我国组织培养技术的创始人之一。

1958 年， 他放弃了在国外多年从事器官培养的基础研究，积极投身于攻克肿瘤的研究工作。面

对着改行后的许多困难，陈教授从不气绥。根据当时的研究计划，决定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株人

体肝癌细胞系。一系列的失败没有使陈瑞铭教授灰心，通过讨论， 不断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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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改变培养方案， 1960 年终于在 22 例临床肝癌标本中 ， 有一例手术标本长出新 生的上皮样细

胞，在体外可以不断增殖、传代。又经过几个月的奋战， 用很多特殊检测方法，证明该株细胞具

有原发性λ肝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经过文献查证，该株细胞是世界上第一株人肝癌细胞系。该

项科研成果在 1962 年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会议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和很高的评价。

1974 年，陈瑞铭教授与他的助手们，在总结成功的经验同时再接再励，又从 7 例外科手术

标本中再次成功地建立了 3 个人肝癌细胞系。建系成功率之高，在国际上也是不多见的。该项成

果，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上海科技成果奖。人体肝癌细胞的建立， 为深入研究人体肝癌细胞

生物学特性。乃至抗癌药物的作用机理及病毒的分离等方面 ， 提供了极为理想的实验模型，并巳

被广泛地用于探索肝癌防治研究。该人体肝癌细胞系已被国内外有关实验室用于基础理论研究 ，

并获得一些重大科研成果。

在肿瘤防治研究中，寻找肿瘤特异性抗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肿瘤组织中到底存在不存在特

异性抗原，在当时学术界中有很大的分歧。陈瑞铭教授在大量的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1983 

年与姚鑫教授共同领导，应用培养成功的人肝癌细胞系细胞 ， 开展了人肝癌单克隆抗体的研究。

该项目被列为国家科委"六五"期间的科技攻关项目。 如何从成千上万种针对细胞膜抗原的单克隆

抗体中筛选出对人肝癌相对专一的抗体?起初科研人员按针对蛋白质抗原的单克隆抗体筛选方

法，从最强的阳性孔中去筛选，结果如走进了迷宫，无法找到专一的抗体。就在这困难的关键时

刻 ， 两位教授进一步发动科研人员，集思广益， 分析失败的原因 ， 提出了采用对比检测筛选法 ，

使研究工作走出了迷宫，并缩短了研究工作的进程。从 2000 多孔杂交细胞中筛选到了五个分泌

人抗人肝癌单克隆抗体的小鼠杂交瘤株，对其中两株作了大量检测，结果表明单抗对人肝癌有较

好的特异性。以其中一个单抗与菌麻毒蛋白交联成免疫毒素，在体外实验中证实能选择性地杀伤

肝癌细胞。 1 985 年 12 月 14 日该项研究成果通过了国家科委委托上海市科委主持鉴定，到会专

家一致认为，这是国际上首次获得的具有较好特异性的抗人肝癌单克隆抗体，为今后用于临床肝

癌的诊断与治疗奠定了基础。

陈瑞铭教授治学严谨，育人严格，是深受科研人员尊敬的著名科学家，他培养科研人员最大

的特点是信任和尊重。在科研工作中他大胆放手让学生们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在工作中碰到问

题 ， 他又亲切地谆谆诱导，使问题迎刃而解。 在他指导下的科研人员很快地成长起来，有的已提

升为研究员、副研究员、 高级实验师等职 ， 成为我国细胞生物学和细胞工程研究领域中的一支骨

干队伍。

陈瑞铭教授从不摆学者架子，无论是"大人物"或"小人物"、 知名或不知名、认识或不认识，

只要向他请教，他总是来者不拒。 几十年来 ， 陈瑞铭教授先后为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研究所培养

了近百人的学生(包括研究生、国外留学生和进修生) ， 真可以说， "挑李满天下"。他先后发表论

文近百篇，晚年主编的《动物细胞培养技术》一书已成为国内有关实验室重要工具书之一。垂暮之

年，他还抱病撰写另一部题为《动物器官培养》的著作。

陈瑞铭教授是一位爱国科学家，他毕生从事科学研究， 为探索未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他为人正直，品性高洁，胸怀坦荡。

陈瑞铭教授因病不幸于 19 94 年 2 月 8 日 去世 ， 这对我国的组织培养研究事业是一个重大的

损失，但是， 他的事业、他的理想、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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