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晌人骨髓 CFU-C 产率某些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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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FU-C (粒系或单核一巨噬细胞集落生

成单位)体外琼脂培养中，只有在 CSF (细胞集

落生成刺激因子)的作用下粒系祖细胞才能增

殖、 分化，生长成为细胞集落。 CSF 来源广泛，

其刺激活力文献报告不一[ 1- 10 ] 。此外， CFU-C 

产率波动较大， 影响因素甚多。 本文在相同的

实验条件下， 比较了不同来源的 CSF 剌激活

力，并对影响 CFU-C 产率的某些因素进行了

分析。

材料与方法

-、 CSF 的制备

1 . 胎儿肌肉 、 胎盘条件培养液 g 取水裳引产的

胎儿愤纹肌组织和胎盘组织，分别剪成 小块， 漂洗后

取 1 克组织加入盛有 7 毫 升 RPMI1640 培养液、 2

毫升马血i育的三角烧瓶(容量为 30 毫到 )内. 在 37 "C

条件下培养 8 -10 天 ， 取上清，保存在 - 20"C备用 [5] 。

2 . 臼细胞滋养层 g 取健康人静脉血，用 不含防

腐剂的肝紊(10 单位/毫升血)抗J疑。加入 相当于十分

之一血l量的 6 %葡聚糖〈分子量为 20 万)溶液 ， 37 "C 

水浴 30 分钟。待红细胞沉降后， 吸出含白 细胞丰富

的血浆层。经离心、 清洗，制成白细胞悬液。 取1 X 106 

个白细胞加入总量为 1 毫升的培养液内 ， 直入直径为

30 毫米的玻璃娘养皿中培养。培养液含 20%马血清、

15 %正常入J(11洁和 0 . 5%琼脂。培养条件为 37 0C

3.5%C02 空气、 饱和水 蒸汽， 培养 6 - 8 天 ， ::!iJ 为

白细胞滋养层 。

3. 膀肮癌细胞(代号 5637)条件培 养 液 : 取人的

膀脱癌细胞， 加在含 164 0 培养浓的培养瓶(容量为

50 毫升、 底ffE 1只为 22 平方厘米)巾使每毫升培养液含

1 X 10 6 个癌细胞。通入 5%C02 空气 ， 37 0C条件下培

养 3 -4 天， 收集上清液，保存在 - 20 cC备用。

二、人骨髓细胞悬渡的制备

取未经化疗、 放疗的肿瘤患者经胸外科手术切除

的肋骨一段， 挤出骨髓 1 淌 ， 用 1640 培养液洗 1 次 ，

制成含有骨髓有核细胞约为 5000/立方毫米的细胞悬

液。

三、 CFU-C 培养

用体外琼脂单层和双层附养法 [5 ， 1 1]。培养体系由

20 %马血洁、 1 5 %正常入监11育 、 0 . 3% 琼脂和 1640培

养液组成。培养时每个培养m加入 1 毫升培养体系和

0.2 毫升 CSF。用自细胞滋养层进行双层培养时 ，培养

体系加在滋养层上雨。 每个培养皿接 种骨髓有核细胞

数为 1-2 X 10 5。在 37 0C 、 3.5%C02空 气、 饱和水蒸

汽条件下培养 7 天。

结果与分析

、不同来源 CSF 的剌激活力

在相同实验条件下，观 察了不 同来源的

CSF 对人骨髓 CFU-C 的刺激活力，结果列入

襄 1 不同来源的 CSF 对 CFU-C 产率的影响 -

l 胎儿肌肉
实验次数 ! 培养11ll数

! 条件培养液

4 138 士 5

I 4 282 土 6

E 4 111 土 4

E 4 76士 7

• 按种霄'髓有核细胞数为 1 X 105 I ÇFU-Ç 产率为 M土 SE，以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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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可以看出 :

(1)四种不同 CSF 作用下，CFU-C 产率为

38-282/10 5骨髓有核细胞。 这表明四种 CSF

均有较好的剌激活力，可在正式实验中应用。

( 2') 每次实验中都以肌肉条件培养液作

CSF 时 CFU-C 产率最高。统计学 处理，除了

第 E 次实验中肌肉和胎盘条件培养液两个均数

之间无显著性差别外， 其它平均数与同次实验

中肌肉条件培养液平均数相比，均有明显差异

(P<O.Ol)。如将 4 次实验的 CFU-C 产率分

别求平均 值，则肌肉、胎盘、 5637 条件培养

液和白细胞滋养层作 CSF 时， CFU-C 产率分

别为 151 、 73 、 68 和 70/10 6 有 核细 胞。结果

表明，肌肉条件培养液中 CSF 的活力比另外

三种约高 1 倍。

(3) 每次实验 CFU-C 产率波动较大，说

明不同人的骨髓中 CFU-C 含量不同。

二、影响 CFU-C 产率的因素分析

用胎儿肌肉条件培养液作 CSF，观察了不

同因素对人骨髓 CFU-C 产率的影响。

1.接种骨髓有核细胞数z 从表 2 可以看

出，接种细胞数从0.5-2.0 X 10 5 有核细胞/培

养皿时， CFU-C 产率随接种细胞 数增加而增

加。当接种细胞数增至 3 X 106/皿时，则 CFU-C

表 2 人骨髓细胞种入量与 CFU-C 产率之间比例关系

实验次数 1 培养皿数
种入细胞数( X 105) 

。 .5 1.0 2.0 3.0 

179士 12 201 土 5

126:!: 11 131 '土 7

195士 3 241土 7

316:!:4 293土 44

1 I 4 56士 5
1 1 4 25 士 2
E 
H 

4 

4 

73 士 5

68 :!: 6 

产率不成比例增加， 甚至不及 2 X 105/皿。结

果表明 ， 接种骨髓有核细胞过量时不能客观地

反映 CFU-C 在骨髓中的含量。

2. . 培养时间 z 动态观察细胞集落的生长

变化过程可以 看 到， 培养 12-24小时，有增

殖能力的细胞 已 完成了 1 一 2 次分裂， 形成

2-4 个细胞聚在一起的 细胞丛E 培养 4 天

时，有些细胞丛已增至 40 个细胞以上的细胞

集落i 第 6 天时， CFU-C 产率达到最高值，

为 174/10 5 有核细胞。以后逐渐减少 (表 3 )。

这表明，细胞集落的产率随着观察计数时间不

向而不同。考虑到细胞集落在第 6 天产率虽高 ，

但多数细胞集落由近 40 个细胞组成，不易与

较大的细胞丛相鉴别，故以第 7 天观察计数为

宜。

88土 7

59 士 5

106 

142:!: 5 

襄 3 人骨髓细胞体外琼脂培郭中
CFU-C iI殖的动力学变化

培养时间 l

(天)

12-?小时|

CFU-Cj10 5 有核细胞

2-4 个细胞/丛

5.9 个细胞/丛

16.9 个细胞/丛

38 土 2

90 土 5

174 土 7

128 :!: 8 

95 士 3

50 士 1

37 士 3

25 土 4

3 
45678muu 

3. 正常人血清和马血清z 从表 4 看出 ，

在培养体系中加入 正常人血清时 CFU-C 产率 比较了 5 匹健马血清， 其中一匹马在不同

明显提高 (P<O.Ol) 与 Foa 和 Mabry 报告结果 时间采集了两次血 清(38-1 和 38- 2 )对

一致[口.13 1 9 CPU-C产率的影响(表 5) 。结果表明，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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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正常人血清对人'随细胞体外
琼脂培养中 CFU-C 产率的影响

CFU-C/1 os 有核细胞
实验次数 培养JIIJ.数

加血清 不加血清

1 I 4 1 00 士 4 27 :t 1 

1 4 97 士 1 37 :t 3 

E 4 282 :t 6 24 0土 6

I 、 I 次实验中，加血清与不加血清两均数相
比 ， P<O. O l 。

中加入不同批号的马血清时 CFU-C 产率不同 z

20 5 与 339 、 205 与 346 、 346 与 38-2 、 38- 1

与其它马血清相比差别显著(P<O . 01); 甚至

襄 5 不同批号马血清对人骨髓细胞体外

琼脂培郭中 CFU-C 产率的影响

马血清批号 1 培养皿数CFJ]-Cj 10 S有核细胞

38- 1 4 "、 16 1士 17

38-2 4 11 1 士 1

139 4 9 1 土 4

346 4 80士 1

205 4 55 土 2

339 4 31士 3

用同一匹马不同时间采集的血清时 ， CFU-C 产

率也不相同 (P< 0. 05~ 。因而进行造血干细胞培

养时需要选择优质马面清才能取得满意结果。

4 . 琼脂 z 两次实验结果证明， 培养体系

中加入广东省汕头市水产品综合加工厂加工的

琼脂时 CFU-C 产率(分 别 为 285 :t 5 和 1 00 :t

〈上接封二〉

源于古代的某种原细菌。 现今真细菌的操纵子式的基

因调控下可能是原始的， 看来倒象是 DNA 朝着高度精

简的方向进化而得到的结果。 真核细胞的基因调控方

式很可能是朝着另外的方向进化而产生出来 的。 李您

学同志〈北京大学)在发言中论述了植物核型进化 的规

律问题 ， 并提出我国的横断山系是植物细胞地理学研

究的得天独厚的场所 ， 我们应加强利用并在这方面作

出贡献。陈、瑞阳同志〈南开大学)在发言中介绍 了他多

年来为研究栽培植物的染色体进化， 在我国 各个地区

所进行的极其大量的工作。 他发现多倍化虽属常见 ，

但是染鱼体组内的变化却未能~到9 朱风绥同志(农科

4 )不低于日本琼脂(CFU-C 产率分别为 268 士 7

和 9 5 士 5 ) 。
飞 ‘

结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 比较了来源于人胎

儿肌肉 、 胎盘 、 膀眈癌细胞和白细胞的 CSF 对

X骨髓 CFU-C 的刺激活力。 CFU-C 产率分别

为 15 1 、 7 3 、 6 8 和 70/ 10 5 骨髓有核细胞。结果

表明，肌肉条件培养液中的 CSF 活力最高。

实验结果还表明，接种骨髓有核细胞数、

培养 CFU-C 时间 、 马血清和人血清等因素对

CFU-C 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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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植物所〉和姚珍同志(北京遗传所〉在讨论中提出 ， 今

后应以很大的力量争取高植物染色体分带的技术上有

?个突破， 这样将来就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重新

考查栽培植物的染色体进化问题。 关于植物染色体的

分带 ，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具体

建议。会上初步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个有关植

物染色体分带技术的经啦交流会。

为了会议的成功， 第四军医大学 ， 特别是四军 大

生物学教研室的同志作出τ很大努力 ， 与会者一再向

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学会秘书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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