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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自建的…些细胞株或系(五)

小鼠S180-V 细胞系

S180-V 细胞系来自 小鼠 S1 80 实体瘤 (肉

瘤 Sl 80 是 1914 年纽约 Crocker 实验室 的一只

雄鼠腋部白发肿瘤， 当 时诊 断为癌。 于 1919

年前转变为肉瘤， 此后组织形态未发生进一步

改变)。本系细胞供瘤鼠来自药物研究所。 1978

年初，采用细胞悬液静置培养， 培液里含 10一

20%灭活小牛血洁的 RPMI-164 0。每 2 -3

天换液一次， 4 一 7 天传代一次。 细胞在体外

稳定生长。该细胞形状不一， 膜边缘不光滑，

常见多形性突起。 除贴壁外， 约 40%细胞呈

悬液生长。群体倍增时间 14一2 2 小时。染色体

众数值 88。每细胞中约 5-20%为中或亚中着

丝点染色体， c带染色发现属中双着丝点。 以

2 x 10 6/ml 细胞皮下接种于小鼠， 11 天后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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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瘤， 腹腔注射 ， 10 天均长腹水 ， 19 83 年北

师大曾用该系细胞价ì31 !J PFLO ， 结果阴性。

细胞保存单位: 北京 24: 育生物所，北京遗

传所， 北京师范大学， 上海细胞生物学所、北

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余慕贞等。 19 8 0。实阶生物学报， 13:89-93。
(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研究所， 余累;贞撰稿 )

人肺巨细胞癌细胞来(PLA-801 ) 

肺巨细胞癌患 者张 x X ， 男 、 65 岁。从

其胸水中培养活的肺巨细胞癌细胞系 ， 定名为

PLA-801 ， 体外培养已 4 年，传代 221 次，

细胞生长良好，现冻存于本室液氮内。

细胞系由多形细胞和奇形的巨细胞所组

成， 细胞增殖迅速， 倍增时间约29 小时， 染

色分析z 染色体主流数: 70~79，促性腺激素

(LH)增高， 电镜观察见有的细胞核糖体颗粒

和纤维呈同心园)，旋涡结构 ， 扫描电镜见细胞表

面泡状突起与丝状伪足。

参考文献

陈乐~~等。 19 8 3，中华肿瘤杂志， 5:409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陈乐贞撰稿 )

淋巴母细胞样细胞系 SL-795

材料取自 55岁男性胃癌患者的小网膜淋巴

结， 1979 年 5 月用小组织块静置培养 方法进

行培养。培养液为 80% RPMI 1640 加 2 0 %小

牛血清， 培液 pH 6 . 8一7.0 ， 子培养后第 1 5 天

传出第一代细胞， 但以后经过三个月的相对静

止期， 才开始迅速而稳定的生长 ， 一 般 1 0 天

左右即可传代一次。 至 1980 年 6 月，该细胞

系已在体外连续培养 13 个月。细胞多数为圆

形，大小不一，胞浆丰富 ， 表面有较多的胞浆

突起，细胞呈悬浮:民生长 ， 有时可见胞浆有丝

状突起， SL-79 5 细胞的形态属巨噬细胞样细

胞型。亚微结构的特点 ， 与一般淋巴母细胞的超

微结构相符合，在静止培养条件下，细胞分裂

增殖后， 可以有几个 、 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以上

的细脂互相粘附形成较大的细胞集团呈悬浮状

生长 ， 这种细胞集团不易被 f0~似的搅 动所分

散，在第 11 代细眼中 (培养 1 50 J忡 ， 除个别

染色体有裂隙外， 未见明显的染色体结构异常

现象。 卫-.j SL- '1 95 细胞分别 fH绵羊去工纬Itl&和小

在!鼠红细胞作了我瑰花开成试验，倍;在鼠红细

胞玫瑰花结形 成求达 50 . G% ， 而绵羊红细胞

玫瑰花结的形成菜为 0 % 。 用免疫尖光抗体方

法观察了细胞表面的球蛋白 ， 在荧光显微镜下

看到细胞表面有点状和帽状的亮绿色荧光，计

数 200 个细胞， 荧光阳性的细胞占 30 . 15% 。

对 SL-79 5 ( 第 30 代)细胞用抗褂体免疫荧光方

法 (ACIF i去 )检出细胞的 EBNA 为阳性， 而

VCA 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将本细胞系的细胞

宝:液 1. 0 毫升(1 0 X 1 0 6 个细胞 ) 拉种于率先经

60CO全身照射 ( rl:1射去:ú .日': 300 r ) 的刚断奶不久 ，

体重 75-9 0 克雄性 Wistar 大鼠tìíTI皮腋下，同

时注射醋酸氢化考的松 25 毫克， 在接示!l后 11

天宰杀动物。 经大体及病理切片检查。五只实

验动物在原接种部位均无肿瘤生长。

i亥细胞系用液氮冻存， 保存在第二军医大

学病理解剖教川军细胞培养宝。

参考文献

;它荣春 ， 日 J;Y 二川 ]980。第二气'巨大学学 恨， 4: 
103-105 0 

〈 第二军医 大学茧荣稳:攘稿)

人食管癌上皮细胞系 (EC-58) 及其类

上应与梭状细胞克隆系

该系细胞是在河南林县建立的。标木来 自

一名男性 患者 ， 35 岁 ， 于 1 975 年 8 月 13 日

进行食管癌切除术，病理诊断为食营中下段鳞

癌。用组织块培养沽， 培养至第 5 天时，少数

组织块周阴有上皮细胞生长。月中痛细1住在瓶中

开始时生长级憬。至第 8 个月后才逐渐加快。

在传至第 25 代时分离fiJ 两个形态不同的克隆

系，在电镜下 ，这内个克|哇系的细胞膜上均可发

现桥粒， 表明具有上皮细胞特性。 EC-56 C-5 

能在半团体琼脂上形成集落， 并能在以抗胸腺

免疫血清处理的乳小鼠体内形成肿瘤。 而 已2

系则缺乏土述两种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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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李~rfJ忌 ，王秀琴 ，张华涵。 19 7 9 。功物学报。 25:297.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李申德撰稿)

人脑多形拉破质母细胞细细胞系 BT 325 

细胞 系 BT 325 为 1982 年 7 月 20 日取自

男性， 5 7 岁病人右额部多形性胶质 母细 胞瘤

(星形细胞瘤 lV 级 ) 。切除原瘤组织， 进行组织

块培养，原代大多呈z，突起星形及星:民多核巨

细胞，传代眉目前细胞形态呈圆形 、 梭形 、 多

角形 、 突起较少而细长的星J~等多形态，井有

大量多核F细胞， 已传至 9 0 代 ， 生长稳定，每

7 天传一次， 细胞移植裸鼠皮下，生长肿瘤，病

理证实为恶性胶质瘤，电镜 可见扫1: 歹!j成束状微

丝 (胶质纤维 ) ，免疫化学染色， )段质纤维酸性蛋

白 (GFAP)呈阳性反应 ， 染色体数目分布紊乱，

未见明显标记染色体，流式细胞光度术(FCM)

分析， DNA 含量主要分布为 四倍休， 周期各

时相的百分比 为 G t 52.9% 、 S 28 .1 % 、 G 2 十

M19 %，放射 自显影计算出细胞周期参数Tc =

37.5 小时，根据生民曲线计算 Tc =36 . 5 小时。

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细胞室 ， Illí文 tlJ tl~柿

〈本文曾在 1984 年 10 月 19 日郑州召开的中国解
剖学会年会上宣切;过〉。

大鼠肝癌细胞系 RLC-801 和 RLC-802

1980 年建立了由化学致癌剂奶油黄 (二甲

基氨基偶氮苯，简称 DAB)诱发的两个大鼠肝癌

细胞系定名为 RLC-80 1 和 RLC-802 ， 至 1982

年连续传代培养 17 个月。 两系细胞始终保持

恶性类上皮细胞的形态特点， 染色体分布范围

32~174 ， 其组型都异常。 两系细胞体外培养

仍能继续产生甲胎蛋白 (AFP) 、 乳酸脱氧酶

(LDH)和 γ一谷氨耽转肤酶(γ-GT) o 两系细胞

接大鼠能出肿瘤结节， 其组织形态似原有肿瘤

组织。上述这些生物学特性的观察，证明这两

系细胞系具有肝癌细胞的特性。 两系细胞至今

(1 984)保存已有三年， 复苏后均能恒定生长。

目前细胞系保存在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东安路

270 号 〉 。

参考文献

比翠英， 马瑾瑜。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 ， 1683 , 10: 
34 0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沈翠英撰稿)

膜与肿瘤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膜与肿瘤" 座谈会子 19 84 年 11 月 13 日 至 17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会议由中

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膜专业组主持召开，有各省市 21 个单位的 35 名代表参加。浙江

省卫生厅顾问 、 原厅长陈过同志 ， 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生旦.学会理事长徐学i睁教授，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耿?在琴教授和浙江省中医学院谢梯云副书记出席并致词。

会议首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顾 国彦 获得了一些国际上的最新信息， 又对国内本专题的进

副教授， 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王祖武同志、 传 达了 展进行了交流。由于共同语言较多， 讨论也较深入，

1984 年在日本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细胞生物学会中有关 收获较大。 此外， 会后活动 也颇活跃， 如对浙江中医

细胞l匹柏细胞骨架的部分情况3 中 l百科学院上海细胞 学院分子医学研究所提出的分离某种中药内含糖物质

生物学研究所刘黎同志传达了 1984 年在北京召开的国 的方法问题和其它一些有关问题都进行了具体的建议

际生物膜和生物能量学讨论会的部分内容。然后代表 和1促成一些单位间的协作关系。 座谈会结束前代表们

们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座谈:1. 肿瘤细胞表团的糖 对今后专业组的活动提出了符合当前情况的建议。

类。 2. 肿瘤细胞的生长、 粘着和转移。 3. 畸胎瘤。

4. 高温能治疗肿瘤。通过座谈代表们一致认为会议既 (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洪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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