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鼠活-体内制备姐妹染色单体

互换 (SCE) 的初探

虞 t货品

<i工西医学院〉

近年来 ， 功物活体内 f!ílJ备 SCE 的方法 ， 在

给药的途径和 l方式 J-， 计有 : 药物7](剂腹腔注射 ，

每小时\一次，连续若干次 ; 药物片剂皮下一次

性主11植 ; 眼 JN--汰注射活性炭I贝 IH的药物[1- 5 J 。

在给药的方式上如何做到简便 、 有效， 是{自得

探讨的课题。本;实验室试用药物一液体石蜡混

合液);之下注射 ;去 ， 获得成功。

杂种小白鼠，体重 20 克左右。

按实验需要柏:取 一定量的 IUdR ， 置于凹

玻Jm内 ， 先力n少量医用液体石~(昌 ， 1i)f li咛后将它

移置于小J)~ ì fFl内 ， 补加液体石蜡， 自己 ilì 1 J成所需

的浓度， 冰箱保存备用。实验时用 1 毫升针筒、

8 号针头， 吸取药液前先要蝠匀，然后吸取所

需的药液丑 ， 注射于小鼠有腋j艾 l了 。 为了探明

显示 SCE J~í 需 IUdR 的适宜剂量 ， j巴实验分成

二组z 一生Il一次给以不同剂 量的 IUdR(分别为

5 、 10 、町、 20 、 30 毫克/20 克体重 ) , 给药

后 30 小时处死 1;1)物， 处死前 4 小时 腹腔注射

秋水仙素 (80 版 5U20 克体重 ) ; 另一组， 上述

不同剂量的 IUd.R 分 |列次注射 ， 两次在t别 间隔

24 小时， 第二次注射!可 26 小时处死动物， 处

死前 4 小 ItJ腹腔注射相同剂量的秋水仙素。 i仪

长忏销·脑细胞， 1去'ij\' *Ji方怯而IJ 成染 色体标本，

月1 简化的紫外线法制l备 SCE [6J 。

每种剂量 均J-!j 2 个动物， 先后共用 了 20

个动物， 结果见夜 ]. 0 其中 ( + )表示有一定数
量的 SCE 琦晰的中期分裂相 ; ( - ，) 表示难以

观察到 SCE 的中期分裂相。 表 1 表明 ， 一次

注射 IUdR ， 适宜剂量 V~ 国在 J 0-15 毫克/20

克休重 ， 剂 ;4增大 11才 (20-30 毫克/20 克体重) , 

未义现具有' SCE 的 '11 WJ 分裂十日 ， 同时'目'髓细

也增仙，又: flJ I ~ j ll止的:tr.p ;iì 1J 。分二次注射时， 适主[

剂量也应|为 1 5-30 毫克/20 克体重。

ìi5休内 显示 SCE，只少在两个细胞周期的

H才间内，机体内的药物浓度必须维持在一定的

水平， 而药物在机休内停留 H才间的久暂与药物

的齐iJ ~~ 、 f合药的途径等有关。近年Jví'报道的药

物水剂腹腔注射法，由于药物容易被吸收，也

容易被分僻、 排泄， 故需部小时 1 次， 连续注

射 10一15 次 ， 操作程序颇感繁琐。 一些学者所

提出的改进方法， 无论是药物片?'ír1J皮下埋植或

表 1 IUdR 剂量对活体内显示 SCE 的作用

剂量(宅}1[j 20 克体豆〉
注射试数 l 一一广一-;- ~----- ----，一一

I 5 10 : 15 I 20 30 

次 I (… ) 1 ( + )( + ) ( 一 ) ( - ) 

次 : (-) 1 (-) , ( + ) 1 (卡 ) ( ( 4 〉

者是活性炭 1)及附药物 );~' i土剔 ， 其目 的都是为了

让药物在机体内缓慢地被吸收。药物片剂)次

性皮下*ill植 j去 ， 虽然给王ljij二放大λ!减少，但要

进行皮肤切开、 药) 1,' JlIt !Il~ >1'1 1 1))口 缝台等于术，

操作仍嫌不缸。本主JVr提出的药物一液体石蜡

泪合液皮下注射法，脱大大减少了注卦joz数，

给药方式 也属简便， 其简易 l主~ .!_j J如l空注射活性

炭吸 r;f;t的药物 j去类同。{旦才;:~~验所川的医用液

体石蜡是一种可以长JUJ保存 、 随 l!j配;Ji IJ 使用的

廉价试剂， 混合液的问d ;ii1J :/ j i.t 也极简单。由于

本实验所用的动物数不多， 训走去j物适宜剂量

的范围是初岁的， 有Ni进…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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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自建的一些细胞株或系(三)

SMMC-77Z1 人体肝癌细胞系

材料取自 5 0 岁男性原发 性肝细胞肝癌患

者的手术切除标水 ， 1977 年 8 月用组织块静

置培养和旋转培养二种方陆进行培养， 培养液

为 20%小牛 I{llj古-力!I 80% RPMI 1 640 ， 培 j夜 pH

7.2一7.4 ，培养后 11 天 ， 在接种块周围均有细

胞晕生辰，于培养 2 3 天传出第一代细胞，但细

胞传出第 一代后生 长十分缓 i雯 ， 经约三个月的

榈对静止期后细胞才开始稳定而迅速的生长。

本细胞系的生长较迅速而稳定， 每隔 7-

10 天，即可传代一次， 细胞形态为上皮形;其

亚微结向形态， 符合癌细胞的一般特征。 在细

胞的染色体核22! 中 其额外增加的染 色休， 大部

分属 A 、 B 、 C 、 E 手IJ F .lìì'，其中 C 、 E 群的增多

更为旦二洁 ，而 G !B平的减少也甚突出。本细胞系培

养 220 天 〈 第 15 代) ， 染色数目 的分布为 44-

107 个，众数范围在 54-58 个，占总数的 70% , 

细胞系 ( 第 15 代 )AFP 免 疫荧 光反应为阴性

LDH 向功酶酶谱的变化符合肝癌细胞的一 般

特征 p 动物异种后能长出的痛结节，经病理切

片检查， 其组织形态和原手术切除标本十分类

似。

该细胞系 1980 年 6 月通过鉴定后， 国内

有近 20 个院校和科研 单位广泛应用于 基础理

论研究，该细胞系用液氮冻存，保存在第二军医

大学病;理解剖教研室细胞培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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