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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直径相等的粗玻璃棒， 将洁净的载肢片放于

玻捧上。 j商力11数滴血细胞悬液，使铺展， 再滴

加干净的 0.06 M 氧化锦低渗液至充满整张就

玻片，盖好培养皿， 继续低渗 10 分t111 。

5. 沿培养皿壁缓缓地倒入 50% 酒精和冰

酷酸(1: 2) 组成的提合固定液， 注意不要漫着

载玻片， 盖上培养i阻， 蒸气固定 60-90 分钟。

吸去混合固定液，加入无水酒精，蒸气固定10

分钟。从培养皿中取出就玻片， 倾去上面的低

渗液， 略为干烛， 将无水酒精和冰醋酸(l: 3) 

混合固定液滴满载1皮片上， 固定 5-10 分钟。

倾去固定液， 然后将载破片倾斜约 3 0 度~ I贝

IiR新自己固定液自载破片高端淌下， 如此反 复

3-4 次 。 空气干燥。

6. 在一块洁净的玻璃板上平放一破片作

文架， 将染色体制片有细胞的一面朝下，架一

端于破片上。用 pH 6 . 8 的磷酸缓冲液稀释的

…配
…

f
… …湖

…

(1: 10 ) Giemsa 染液充满于玻片与玻板之间的

空隙处，染色 30 分钟， )刊 蒸 i白水冲洗， 除去

过剩的染液，阴干。取 24 x 50mml~甘盖玻片，

用加拿大树胶封片，即可长期保存。

本法操作简便，所用仪器极其简单，药品

价格便宜、 容易购买 ， 普通实验室和水产养殖

单位就可开展工作。 此外， 该法可避免体外培

养中常出现的细菌侵染， 由于关键步骤在体内

生理条件下进行，减少了体外因素对染色体形

态可能产;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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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纯化抗原性物质的单克隆抗体亲和层析术(一)

荧嘉陵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Köhler 平11 Milstein 于 1975 年创建的淋巴

细胞杂交瘤技pit h] ， 之所以能够导致免疫学乃

至整个生物学领域中的一场革命， 其关键就在

于单克隆抗体所特有的高度专一性。这-特性，

不仅已使其成为 ----"种可对生物体系中存在的各

种抗原或抗原决定族进行探测 、 鉴别、定位、

跟踪以及结构与功能耐究的精确王具。而且，

还可使其与国相载体偶联， 市IJJ或具高度专一性

的免疫吸附剂，而成为一种几乎可用以分离纯

化任何抗原性物质的有效手段[2] 。

由于Ìjl抗亲手IJ层析水具有简便 、快速、 产率

高 、 容量大 、 以及特别适于含量极做又不甚稳

定而j难 以借市规方沾提纯的生物洁性物质的纯

{仁等优JJi ， ih i扯 l jl川于细胞 j民蛋白的241 化。

1979 年 ， Sunderland 等和 Parham 报道"-41 ，

分别采用此术， 由大鼠胸腺细胞和人淋巳母细

胞， 分离纯化大鼠白细胞共同抗原(L-C) 、 及

人 HLA-A2 和 HLA-B7 抗原， 获得 成功。嗣

后 ， Dalchau 等又报道了[5 ，町 ， 采用 此术 分离

得到人臼细胞专一的膜糖蛋白抗原， 和人脑一

粒细胞 T淋巴细胞抗原的结果。直至 1980

年， Secher 和 Burke (7]采用抗干扰素单抗亲和

层析柱， 经过一步简单的 l吸附和洗脱程序，便

将干扰 素纠化了 5 000 倍，从而进一步显示了

单抗亲和层析才己的威力之后， 始被广泛地用于

纯化淋巴 l主i~ 、 生长因子 、 凝血园子 、 激素、

酶、精蛋 白 、 j羊素 、 受体、 癌 JJ圣抗鼠 、 病毒抗

j瓜 、 i'll1 H刨JL胆、寄生 !l:t ;j)'C j}~(等不同类型的 jJ'c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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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质[8-35 ] ， 而发展成为一个在 纯化 天然或

遗传工程产物方而，极富潜力和经济价值的领

域。

以下主要就细胞膜抗原的单抗亲和l层析纯

化法[34 ， 35 ] ， 作一介绍。

-、 单克隆抗体亲和层析柱的制备

在单抗亲和层析术的全过程中 ， 亲和1层析

柱的制备是一个 牵动全 局的重要环节。因为

柱的优劣将直接影响抗原性物质的分离效果。

整个制备可分二步进行。首先， 生产抗体。然

后， 通过共价键结合， 使其与适当的固相载休

偶联， 即可制成亲和层析柱。其中，以第一步

最为关键。 只有 获得数量足够、 具有高度专一

性和适当亲和力的单克隆抗体，才能从根本上

保证纯化的成功。

( - ) 单克隆抗体的生产

1. 分泌单抗的淋巴细胞杂交 瘤细胞系的

建立 按常规方法进行 ， I徐须严格把关， 以确

保瘤系分泌的抗体别把抗原具有高 度 专 一 性

外， 尚须注意下歹I J几个问题 :

(1) 瘤系的性质

目前用于 i融合的 小鼠件髓瘤系 ， 主要有

P 3- X 6 3 /Ag 8C 分泌 小鼠 IgG J ， 具 K 轻链 ) , 

NS一l C 合成K轻链， 但不分泌 ) 丰1:1不产生任何免

疫球蛋白的细胞系 (如 SP 2/0 、 X 63jAg 8. 653) 

这三类 。 前两类细胞产生的非专…性重链或轻

链， 会同免疫小鼠脾细胞产生的专一性抗体的

重链和轻链随机组合 ， 形成杂交免疫球蛋 白，

影响抗体的专一性和亲和力。因此，最好采用

第二类不产生免疫球蛋白的骨髓瘤细胞系。

(2) 克隆化的效力

对选出的杂交瘤;在进行适当克隆化， 子高

效价抗体的稳定生产至关重要。这包括，开始

可由融合孔中去除其它 二11二专一性的杂交瘤， 和!

随后可以去除由.于染色体丢失而产生的非分泌

性变种， 以及为保险起见， 在临注入小鼠腹腔

繁殖之前再克|在化， 以去除新出现的突变种。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否则， 再有价值的杂交瘤

细胞系 ， 也终将丢失。

(3 ) 抗体的亲和力

由于亲和层析纯化3fi:阻 ， 均毫无例外地包

括吸附和洗脱这两个相关联的过程。 因此 ， 对

用于纯化抗原的单抗，尚须根据其亲和力作适

当选择。亲和力太小， 抗原 IQ豆附不上; 亲和力

过大，又洗脱不下。 一般认为， 亲和力较低的

单抗， 更符合亲和 l层析的要求。但其最适范围 ，

尚未见有报道。 其 测定方法， 可参见 [ 3 6 ， 37 J 。

2. 免疫腹水 或 lJrL i青的 产生 可通过体外

培养，也可通过体内繁也杂交瘤细胞生产抗体。

前法虽可免除宿主免疫球蛋白的污染，较易纯

化，但在一般培养条件下， 培液抗体浓度甚低 ，

仅 10~100 微克/毫升。 而后法可 得抗体浓度

高达 1~ 10 毫克/毫升 的腹7K或血 清，即使纯

化较难，目前仍较多采用 。

体内繁殖法有二种。 一是在小鼠中背部脊

柱两侧皮下各注射 1-5 X I0 6 杂交 瘤细胞。 待

瘤长大后， 由尾静脉采血分离血清。 或切除肿

瘤， 市IJ成细胞 :吕ç~夜 ， 再 用于接和I J 0 另一 是在

1-9 周前注入 0 . 5 毫升降植;院预处理的小鼠腹

腔内注入 10 G~10 7 杂交瘤细胞。待十天左右出

现腹水后， 用 9 号注射针穿束IJ 收集腹水。

免疫腹水或血 清经 1 000 x g 离心 10 分钟

除去细胞和其它碎片后 ， 即可贮于 一 40 0C备用 。

3. 免疫腹水或 血清中 单抗的纯化免疫

腹水或血清中，除杂交瘤细胞分泌的抗体之外 ，

尚 含接种小鼠本身分泌的免疫球蛋白 、 白蛋 白 、

其它血清蛋白质及大量脂类物质。故于使用前 ，

还须对其作适当纯化。

首先 ，将冷冻贮存的免疫腹水或血清融化 ，

使其通过玻璃棉塞或粗布， 以除去大块聚集的

脂类 及细胞碎片。而后调 pH 至 4 .8，于 4 'C

20000 x g 离心 3 0 分钟 ， 以除去纤 维蛋白 ， 浮

于液面的脂 类及其它不j容性物质，再将 pH 调

回中性。

然后， 按 硫酸接沉淀法， 于 4 0C搅 拌下

缓慢滴加等体积饱和硫酸接， 继续搅拌 30 分

钟，再 于 4 0C10000 x g 离心 3 0 分钟 ， 将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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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原腹7)( 1 / 10 体积的 PBS ， 对 PBS 透析除

去硫酸接后， 日il 可供川j 。

对属 IgG 类的单抗， 还可通过 DEAE 一

纤维素柱层析或 Protein A一琼脂糖柱层析， 进

行纯化。

若采用 DEAE一纤维素柱层析， 可取 免疫

腹7]<.或血洁 30 毫升，对 5 mM Tris-HCl、 pH

8 . 0 的缓冲液透析， 而后加到已经同一缓冲液

平衡的 100 毫升 DEAE一纤维素 (DE 52)柱上 ，

以上述缓 冲液洗涤至 280 nm 的吸收值 低于

0.01 ， 再用。-500 mM NaCl 的同一缓冲液作

线形梯度洗脱，收集含抗体的前半部洗脱液供

用。或对 25 mM Tris-HCl 、 0. 1 MNaCl、 pH8.4

的缓冲液透析后 ， 加到已经同一缓冲液平衡的

100 毫升 DEAECL 6 B 柱上，继以上述缓冲液

洗掉 ，即可由流出液的第一个吸收峰中获得足

够纯度的抗体。

若采用 Protein A一琼脂糖柱层析，则可

将4毫升免疫腹水或J.[u.请 ， 同 l毫升 pH 8. 0 的

0. 5M 磷 酸缓冲液混合， 慢慢加到以 pH 8.0 

的 0. 1 M 磷酸缓冲浪平衡的 5 毫升 Protein A

Sepharose CL-41王柱上，继以同一缓冲液洗涤

至流出 液中无蛋白可检出。 然后， 以含 0.1 5

M NaCl 的 pH 6, pH 4 . 5 和 pH 3.0 的 0 .1 M拧

棱酸缓冲液进行分部洗脱。收集合抗体部分，

立即以 pH 9 .0 的 1 M Tris-HCl 缓冲液中和，

而后对 PBS 透析 。

而对j属 IgM 类的单抗， 则可继半饱和硫

酸按沉淀后， 溶于少量 50 mMTris-HCl、 0. 5

MNaCl、 pH 7.8 缓 ìll~ 液 、 对同一缓冲液透析

1-2 小时， 再上凝胶过惊柱 Sephadex G-200 或

Sephacryl S-200 ，作进一步纯化。

此外， 还可藉高压液相层 中斤，对 IgG 类

的单抗进行快速纯化。 例如，上 Mono QTM 

柱， 以 0-0.35 M NaCl 的 20mM 三乙醇胶

HCl、 pH 7 . 7缓冲液，作线形梯变洗脱， 10- 20 

分钟即可完成一次分离过程。

(二)单克隆抗体与 Sepharose 4 B 的偶联

通币， ;I;IJ 岱.tlí 抗二元'丰n Jâ i斤柱 ，均以 Sepharo-

se 4 B 作为固相载体。 Sepharose 4 B 上的瓷基

经澳化氧活化， 即 可与单抗的氨基偶联， 形成

不溶性免疫吸附剂。 可直按采用市售已经模化

氧活化的 Sepharose 4 B ， 与单抗偶联。但人们

往往因其价格较贵又不甚稳定而宁愿于临偶联

前进行活化。

取 10 毫升经蒸馆水洗涤压积的 Sepharose

4 B， 与 2 0 毫升刚溶入 50 0 毫克澳 化茸的蒸馆

水混合 ， 在冰浴中磁力搅拌下滴力1.1 2 N NaOH , 

使 pH 保持在 11 。 约经 1 0 分钟反应后，立即

倾入砂芯漏斗， 用预冷的 200 毫升蒸馆水快速

洗涤。 再按 5-10 毫克蛋白/毫升活 化凝胶，

迅速移入经对 0.1 M NaHC03、 0 . 5 M NaCl 、

pH 8 . 5 缓冲液透析平衡的单抗溶 液。 置旋转

混合器上， 于室温缓慢混合 2 小时， 或于 4 "C

过夜。然后， 将悬液移入砂芯漏斗抽眩， 测定

OD 280 nm 以计算偶联率。再将但j联后的凝胶

悬于 pH 8.0 、 1M 乙醇胶 液或 0 . 2 M 甘氨酸

液， 以封闭未偶联的活性基团。最后， 用 0 . 1

M 醋酸、 1 M NaCl 、 pH 4 . 0 缓冲液和 0 . 025 M 

Tris , 1 M NaCl 、 pH 8 . 5 缓冲液交替洗涤，以

除去非共价l贝附的蛋白 ， 即可以 0 .025 M Tris、

0 .1 5 M NaCl 、 0 . 0 2 %NaNs. PH 7 . 3 缓冲 液 洗

涤平衡， 贮于 4 0C供用 。

二、 抗原的增潜溶解

若靶抗原为7)( i容 {~H元原， 使可;白J主使用单

抗亲和层析柱进行纯化。 然而， 有许多抗原都

是因其疏水部分插入细胞膜双分子类脂层而在

水液中不甚稳定的膜蛋白质。对于这类抗原，

必须通过适当增熔使其由膜中洛解出来， 方可

进一步纯化。

其法有二。 一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

酶切除插入膜双分子类脂层的疏水区域。但因

酶的切点较多 ， 而很难得到接近天然状态的抗

原分子。 最有效的， 还是采用去垢剂， 使蛋白

质分子的疏水部分脱离膜的双分子类脂层， 插

入去垢剂微囊， 从而使膜蛋白分子得以在水液

中达到稳定的方法。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4Ö 细胞生物学杂志 1985 年

(-)采用去垢荆增溶的基本方法

去垢剂分肖子性和非商子性两类。用于增

榕的有弱阴 离子'11:去垢剂脱氧胆酸纳， 平11包捐

Brij 99 、 Brij 96 、 Lubrol PX 、 NP-4 0 、 Tween40

和 Triton X-100 在内的各种非离子性去垢

剂。 其中， 以脱氧阻酸饷溶解膜蛋白效果最佳。

且微囊较小，仅 ]000-100 0 0 道尔顿 ，而不致缩

小蛋白分子大小的原有差异 ， 给随后的凝胶过

滤分离带来影响。不过，尚有会溶解核院、在溶

液 pH 太低或同子强 度过高和特别是在含双价

阳离子时 变粘 ， 以及随后不宜采用离子交换层

析， 等电点聚焦等基于电荷的方法进行分离等

缺陷。非商子性去垢剂虽不如脱氧胆酸盐那样

有效， 却不会破坏细胞核， 而特别适于有核细

胞膜蛋白的增 洛洛解。 其中，以 Brij 最为有

效。 惟 Brij 9 6 在 4 oC停留数小时后， 易 从溶

液析出。 但省力1 1入双倍 量的 Brij 99，即 可 加

以克服。

1. 采用脱氧阻酸盐的 i即在恪解 JJt iJ.~甚

为有效， 但[仅适用于无核细胞或去核膜f~lj 剂。

因为脱氧)J且酸盐会破坏核膜，结果 导致DNA

释放， 使 j培容割j掖夜交 ~i耕}儿l

过，也有例外。如脑匀浆也可采用此法增j谷 。

这可能同脑组织的膜多核少有关。其j去女íl下 :

将经 200 00 x g 离心 2 0 分钟沉淀的脑匀浆 ， 按

句:毫升含 10 毫克匀3jz蛋白 ， ;是于 0 .01 M Tris 、

0.02%NaN3 , pH 8 . 4(4 0C)缓冲液，加等体积

含 4 %脱氧胆酸俐的同一缓 ìrl3 液 ， 置冰浴 ， 于

搅拌下温育 1 小时， 而后于 80000 x g 离心 75

分钟 ， 即可获得合膜抗原的上清液。

2. 采用非商子性去垢剂的增榕洛解其

怯与上相仰， IW按每毫升含 10 毫克匀浆蛋 白或

5 X 10 8 细胞， 起 于 0.01 M Tris 、 0. 15 M NaCl 、

0 . 02 % NaN 3 ， pH 7 . 3(4 0C)缓冲液， 力1] 等 体积

合 4→10 %去垢剂的上述缓冲液， 置冰裕，于

搅拌下 温育 1 小时，经 ] 500 x g 离心 15 分钟除

去细胞核后， 再经 80000 x g 离心 75 分钟，即

得含膜抗原的上洁液。

不 1， .] ::11:肖子性 2~: J)jJ剂的 J曲地放果不 尽 相

同 . 尚须根据靶抗原特性作适当选 撑。 Brij 的

浓度 ， (~z 以添加等体 在t ] 0 %的溶液时更为有

效。尤其是在增溶j容解JÚL小板糖蛋 白 Ib 肘， 其

产量远较添加等体积 4 % Ií/~浴 YIt时为高。

3. 继非商子性去垢剂处理后再用脱氧胆

酸盐的增;各溶解 先按 " 2 " 法 ， 用非离子性

去垢剂将细胞膜裂f乎乎成合肥抗原的小片段。 然

后，借超离心将j民片段收集起来， 悬于较小体

积的 0. 01 M Tris 、 o . 02 % N aN 3 , pH 8 . 4 ( 4 "c ) 

缓冲液，再按" 1 "z去 ， 用 脱骂王月且酸盐进行增溶

处理。有时为求简便 ， 白，可略去超离心 -步 ，

而直接在含有 非离子去垢剂的悬液中，加 1 / 3

体积 4 %的脱氧胆酸盐增棋。 惟j容液中同时存

在两种去垢剂， 难免会造成一些麻烦。

(二 〉 去垢剂存在下的抗原检部

在增洛和纯化抗原的过程中， 往往必须借

助把抗原对单抗与;但抗 原供体结合的抑制作

用 ， 来检测各分部中的靶抗原含量。此时，若

靶抗原(共体对去垢剂的裂解作用敏感，便须对

其作适当保护 ， 或另择非裂f伴系统。为此， 可

采用下列结法:

] .以戌二睦固定耻!抗原供体将靶抗原

供体用无蛋白基质洗涤三次， 配成每毫升 2 x

10 8 细胞或 2-4 毫克匀浆蛋白 的悬液。加等

体和、以同一缓 ìl~l 液阳市IJ的 0 . 25%戊二酶， 于

室温温育 5 分钟。随后，添加 1/10 体积 10 %

BSA 或 J[U_~青以终止 反应， 并以含蛋 白 基质离

心洗涤三次。最后， 将其悬于含蛋白缓冲液，

即可分管冻存。

但J1iJ使在固定 jι 去垢剂引起草巴抗原供体

裂解的情况，仍偶有发生。故三反对去垢剂用量

适当加以控制。 而且， 上述固立处理， 有时也

会使某些抗原决定族变性。因此， 常须对固定

前后的靶抗原{共体作平行淌定，以判断变性程

度。

2 . JJ II 入高浓度的 蛋 白质 若在检测系统

中加入 高浓度的蛋白质，例如 BSA 。 因其疏

7K区域与去垢剂结合， 而使攻击把抗原供休的

说:与去垢剂 rfi ì谷'液 1-11 ìi'J失。此时便可安然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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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去)-'，1 弃1) 敏!:'& 11}4:巴抗原供体。不过，蛋白

!责对.In't杭mfhfftfkjj4种保1)可i二)þJ， 也并才在万无

号→失。也C~、J!元;刑系统中的去垢剂，也得适当加

以扣制。

在缺乏游内去垢剂的情况下， j亢n卫可能出

现凝集， 1冉升岂不影响其抗原性。 BSA 的最

后浓度， 11]" 10-30 %，视去垢剂种类及浓

度而定。

3. 采用多孔但料测定板 有些借去垢剂

增洛溶解的膜抗原dn夜， f主多孔塑料测定板小

孔中温育过夜肝，膜抗!反会同塑料板的孔壁结

合。于是，便不础采用常规目相放射免疫测定

或酶联免疫测定法，对其进行检测。

4. 其它方法 ïij"将 Brij 增的时解的牌 m:j

剂同滇北/~~( i舌化的 Sepharose 4 B 偶联，成为」

种十分有效的通过间相结合测定白细胞抗原的

靶抗尿供休。凡是)甘于增攘的去垢剂，不能与

{自联反应主戎 :h;\脂糖珠发生反应。

(三)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旦建立抗原增N;方法及民检测系统，即

可进行小量试验，以怆查增j窑效果。

一般，先以 2:1 的 Brij 99 jBrij 96 混合物，

或脱氧阻酸盐进行增j容。并于每兰头操作末尾，

由各分部取出 0.2 毫升作品。然后织通过定

量吸收试验洲其抗原含量。即取 80 微升以

0.5%BSA/PBS 稀释 2~3 倍的抗原样品，加

80 微:r-t-t妾 jlí;内定终点的抗体，置i本 j谷?且白'一

小时。于 23500 x.g 离心 20 分蝉，取 25 微 H

上清液，同 251:技升靶抗原供体悬被 ?tß合，再置

冰陆温宫一小时。将七述靶抗原供体用。-1%

:aSAjPBS 洗海二议，悬于 100 微升 125 1 标记

的抗免疫球蛋白抗体，置冰j谷温育一小时。然

后，再将靶抗原供休洗海二次，即可测其结合

的放射活性。

根据上述测定结果，可 ):IJ明抗原已否榕解

及溶解的程度。同时，也可揭示可能出现的下

歹!j 问题:

1.抗原全然不洛戎府解菩少 若系统理

想，一般可从岗，岛后的 i二洁液中获得高达起始

组织 25%-50% 的抗原活性。因此，即使在

抗原全然不民或泊解甚少的情况下，也完全有

可能通过进← ιr搜索增;在民解的最适条件，来

提高抗原 t汇率

2. 组织中抗原浓度过低，以致经增洛处

理稀释后已无法测出 组织匀浆在添加等体积

去垢剂时稀释了一倍，再加纯化过程中，抗原

的最高产率只不过 50%左右。因此，起始组

织中的抗原浓度，必须经得起 4 倍以上的稀释。

否则，便难以测出。为此，可设法提高检测系

统的灵敏度。也可将通常使用的细胞浓度(5 x 

10 8/ 毫升)或组织蛋白浓度(10 毫克/毫升)，

提高 2--3 倍。 1龙江加 J{~ 它更为有效的去垢

剂。

3. 抗原决ìi:: $jtJg去:i~i剂变性

4. 单抗亲千u力过低而无法!可可-i'N ，t生单体

抗原发生反应

在上述两样情形下，均难以由待测样品测

11:1 抗原话性。但究竟摞于何囚，往往很难区别。

为此，最好改 i式其它去垢剂。如!仍出现同-问

题，而抗原又保将:i在解状态，则表明该系统因

抗原决定簇易为去垢剂变性或遮盖，或因抗体

亲和力过低，而不宜采用。

5. 去垢剂使南工瞪庐i 定的靶细胞裂解

去垢剂的采用， rt往会造成一些假象。特别是

靶细胞，即使以戊二.醋稍作固定，有时仍可

为去垢剂裂解，结果导敦抗原测定使偏高。因

此，每次测定抗照，均须外加严格的去垢剂对

fKio 
6. 去垢剂使单克隆抗体变性这种情形

甚少，但确有发生，结果导致抗体活性的完全

丧失。

(待攘)



建国以来我国自建的一些细胞株或系(四)

人舌鳞状细胞癌 Tca 8113 细胞系的

建立及其生物学特性

Tca 8113 系细胞，组织培养来自一例舌癌

女病人(住院号 217649)的原发灶，临床及病理

诊断为舌鳞状细胞癌 I 级(T2N ja Mo , II 期)，未

经任何放疗或化疗等处理，子 1981 年 3 月 17

日取手术标本，用含 20%灭活小牛血清和适量

抗生素的 RPMI1640( Difco) 培养液干贴壁法

培养。J 建系细胞形态为较均一的多角形上皮样

细胞，贴壁生长，群体倍增时间为 38 小时;第三

天末分裂指数达 61%0。平板效应 86.0%; 软琼

脂内集落形成率 53. 。一73.7%。染色体为亚三

倍体z 从第 7 代一135 代经 9 次分析众数始终

为 66 条;有一特大的中着丝点等臂带型相似的

标记染色体。经 ATS 处理的 ICR 和 C 57 BL 

小鼠移植，均能形成 0.5-2.0 厘米的典型肿

瘤结节，经病理、电镜和组织化学等证实符合

鳞状细胞癌。

至今已传 270 代以七，生长良好。保存上

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九院口腔额面外科研究室。

参考文献

何荣根等， 1983 t 肿瘤 3(3): 97一100 (上

海第1二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何荣根撰稿)

人喉腺泡型横纹肌肉瘤细胞系(PLA-S02)

人喉腺j包型横纹肌肉瘤细胞系(PLA-

802)，建株于 1981 年，材料取自一患喉部腺泡

型横纹肌肉瘤患者转移至肺与胸膜的瘤组织

(此标本在患者死后 8 小时解剖时获得)。患者

姓名玉如愚，男 66 岁。

将瘤组织剪成 1 mm3 小块，瓶内培养 ， 24 

小时后见组织块周围有单层细胞生长， 48 小时

开始换液，第 13 天开始传代。细胞系由圆与棱

形细胞组成，光镜下见胞浆内有横纹，电镜下-

见肌丝状细胞(Myofilamentous cells)，染色体

众数为 84，标记染色体在D组，为大的顶端着

丝点染色体。

本细胞系己传 175 代，生长良好，冻存于

本室液氮内。

参考文献

陈乐贞等， 1983，解放医学杂志， 8(4) , 

249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陈乐贞撰稿〉

人二倍体细胞 SL7 株的建立

SL7 株为 1976 年从一个健康的 4 月龄男

性胎儿取得肺组织培养的一株人二倍体细胞，

并按 WHO 人二倍体细胞株要求进行了鉴定标

化，结果显示符合人用疫苗二倍体细胞株的要

求。

SL7 细胞株原系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以 1:2

分种率传代，在早代次一般培养二天即成片，达

传代水平。在体外培养经历 7 个月，一共传了 61

代寿命终止，在第 5、 6 、 7 、 13 等代次在液氮中冻

存了较大量的种子细胞。复苏后活细胞比率为

66-94%。复苏系继续培养传代观察细胞形态，

生长特性及检查染色体等与原系基本一致。

各检查代次染色体检查结果始终保持二倍

体特性。外源因子检查及异种移植致癌性试验

结果均为阴性。经初步试验对脊灰， Co X Ag , 

麻痒，7}(症，腮腺炎，狂犬，甲型肝炎等病毒

均敏感。

参考文献

1980。实验生物学报， 13(4):444(上海生

物制品研究所 宋家珊撰稿〉

体外小鼠胚胎性癌细胞 BEC-B7 建

系和特性

BEC-B7 胚胎怯癌细胞 (Embry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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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cinoma cells ，简称 EC 细帕)是来自 1291

sv 纯系小鼠白发卑共L畸胎癌，投!可系小鼠腹l陀

传至第七代的血性腹水时胎癌细胞，建株于

198] 年 9 月。培养方法是在无菌条件下取出含

瘤细胞的血性腰水，经自然j冗降取得的 EC 细

胞和拟胚体，用 0.2%膜酶消化而得到单细胞

悬液，传代细胞浓度 5 万Iml 生长于含有 10%

小牛血洁的 RPMI-1640 培养液中。

此细胞系是以41个细胞半悬浮生长为主，

当接种到同系宿主的皮下，均能民出瘤块，最

终能使信主死亡。肿瘤组织经切片观察是有多
潜能发育分化性质，在同一瘤块中除 EC 细胞

癌灶以外，还观察到三个胚层的分化结构。 EC

细胞是研究哺孔类胚胎早期发育遗传以及痛变

和癌细胞分化的较好吏验材料。

此细胞系建株于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癌

胚分化组。

参考文献

施渭康，从笑倩。 1982 ，细胞生物学杂志，

2:27。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丛笑

倩撰稿)

人胃腺癌细胞系 BGC-823

1982 年 3 月从芋术切除的 62 岁男性胃腺

癌标本，在体外培养生长 80 余代，细胞生长旺

盛，形态皇单层重善生长，命名为 BGC-823 。

BGC-823 细胞表面具有 HLA 抗原性，以

及染色体核型为人癌细胞染色体特征，从光镜

及电镜观察细胞具有腺性上皮特征，群体细胞

倍增时间为 45 小时，分裂指数较高，染色体

众数及 DNA 测定属于亚三倍体。染色体带型观

察可见移位及丢失现象和其它畸变染色体。癌

胚抗原(CEA)测定为阳性，异种接种在无胸腺

裸鼠中成瘤率高，证明上述细胞系具有恶性肿

瘤特征。此外电镜下未见到病毒枭n粒。 G 6PD 

同功酶检测为 B型与 HeLa 细胞相异。

通过上述观察， BGC-~23 符合于胃癌体外

Jì';' ìi二过系指!示，为我四月癌研究工作又增添一

新的模型。

该细胞在本研究室及液氮中均有保存。

参考文献

察王耳、谷î=f之、张嘉庆、周庆环、卢平，

北京医学院学报(待发表)，北京医学院附属人

民医院肿瘤室。(张嘉庆撰稿)

人体原发髓样癌细胞系 BCap-37

1981 年 10 月从芋术切除的 48 岁女性乳

腺原发髓样癌患者的标本，在体外巳维持生长

一年零十一个月，传至 110 余代，细胞呈上皮

11:单层重叠生长，命名为 BCap-37o

从以下几方面作了细胞特性的观察z
一、根据标本来源，细胞膜麦丽具有 HLA

抗原及染色体核型有人染色体特点，在性染色

体中未见Y 染色体，证明此系里人体女性细胞

系。

二、 BC!lP-37 细胞形态、生民曲线、分裂

指数、 DNA 测定均符合恶性肿瘤细胞特征，另

外卉。;手中接种致庸率高，所生瘤结与原友癌一致。

二、 BCap-37 的 G6 PD 同功酶为 B型与

HeLa 不同。

四、 BCap-37 细胞内保留了雌激素受体

阳性特性。

五、经过枪测未见病毒颗柑与 PPLO 污

染。

BCap→37 为我国第一例乳癌细胞系，沟今

后乳癌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该细胞在本研究

室和北京市肿瘤研究所均有保存。

参考文献

张嘉庆、王松霞、陈昌炜、卢平，中华外

科杂志(待发表)

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肿瘤室 张嘉庆

摆币的



第三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简介

由般概况

繁三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于 1984 华 8 月 26-

31 日在日木东京召开ω来自 53 个国家或地区的 2500 余

名研究人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共提出论文 4300 多篇。

我国共有 50 余人参加(也括台湾代表 5 人)，共提出

论文 40 ;j，篇〈包括台湾省的 2 篇九全部论文摘要汇

编成集，书名为 "International Cell Biology 1984" 。

8 月 26 日的开幕式役隆重。第三届细胞生物学

大会主席 5.5eno，国际细胞生物学联盟主席 Bill R. 

Brinkley，曰:农国皇太子，有关的目:本政府官员相继致

词。 H.5. Bennet 作了码:γ 日本细胞生物字的背景和

基础"的开幕讲演，然后放映介绍日本的短电影，最

后著名的东东卢播儿革歌唱因为大会演出。我国细胞

生物学学会理事长姚章教授应邀在主席台上就应。

以后每天有"-""/J、时的大会报告，特邀国际知名细

胞生物学家作专题画报告。在 5 个分会场分别进行按 1;

iEi性质分组的分会报告和讨论会。同时在展览厅按专

呈现性质展出培报。另有两场电影，动态地反映了有关

细胞生物学的研究。

8 月 31 日晚举行闭幕JL 并宣布第阳届国际细

胞生物学大会将在 1988 年在加拿大召开。

在大会期间，我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姚主教

授出席了国际细胞生物学联盟召开的执委舍和 i-\;;麦大

会，叫论和通过了以下事r(>1. (1)按纳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细脆生物学学会;也联盟会员 J (2) 英国细胞生吻学

会主席 J. B. Gurdon 教授和 L. M. Franks 博士被选

为联盟的时权和政策负贡人， (3) 会务和财务报告以

及刊物 Cell Biology International Reports 发行情

况J (4) 决立第四回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 1988 年 BFj

ir:加掌大蒙特利尔召开; (5) 选举了下届联盟官员 a 主

席日木 N. Kamiya 教授，副主席联主j，i.德国 W.W.

Franke 教授，秘书长加拿大 A. Zimmerman 教授。

会议期间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细胞生物学会代表

曾先后举行间次会议，决定成立地区性组织，:笃称

APOC( Asian-Pacific Organization of Cell Biology). 

先由日本 5.8eno 教授起草章和1送交有关国家的细胞

生物学字会征求意鬼，再于 198{! 年在加拿大会议期

问E式通过成立。 APOC第一次学术会议将于 1990

年召开，己有包括我国在内的四个国家代表提出作为

会议的东道圄，具体将在 1988 年决应。此外，将不

:七期出版刊物"APOC New俨。

第三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的 14 个卫星会议在

会出前后召开。其中"基因组结构与基因表达调控卫

星讨论会""在上海召开。"细胞连接卫星讨论会"和"细

胞运动 z 机制和调节卫星时论会"在日本召开。我国均

有代表参加七述三个卫星会议。

大会报告

大会共有四个全体会议报告。

法国胚胎学研究所的 Nicole M. Le Douarin 作了

凯为"异种议fl-f;t;:神经略细胞的移行和分化的研究"。

她将鹊鸦 (Coturnix coturnix japonica) 胚胎的神经踏

移植到鸡胚的相应位雪。这种鸡和鸽鸦的神经索嵌合

体的胚胎可以孵化Ji 有正常的行;性。由于鹊鸦细胞的

问期核与鸡的有明显不同，具有大量的异染色质和和

桔仁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用组织化学方法，用光学

显微镜追lfì:这些细胞的移行途径和在成体时分化为什

么细胞。 Le Douarin 在整体水平上研究细胞的分化，

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关因 Carnegie 衍究所的 D. D. Brown 作了题为

"激商扣押制真核细胞摹因的稳定的复合物飞他提到

ti爪燎 Xenopus 的体细胞中， IiIJ D}t田脏I 58 RNA 基因

〈一个包括多基因族的基因)是没有转录活性的，而较

小的体细胞 5SRNA 菜网族是有转录活性的。在:&育

早期，这是如何建立的?在体细胞染色质内的这二类

55RNA 基因与什么分子相互作用?他们发现活跃

55RNA 基因最少与三个因子组装成稳边的转录复合

体。 !i少其中的一个(称为 TFIIIA)是专一与 5SRNA

基因相互作用的。体细胞中的卵母细胞 55 RNA 基因

并不与这垫因子相结合，而是由一需组蛋白 Hl 的复

合体的作用i可保扣不活跃的状态。如果除去 Hl 络

蛋白，卵母细胞 55 RNA 基因能被外iE转录!习子激活。

这样，对 5 SRNA;皂肉来说.?苦性是专一的，涉及1"3

促转录因子 (positi ve transcription factor)的相互作

用F 抑制通常涉及在染色质中曾·遍存在的HJ 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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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和抑制两种状态都是稳立的，并不处于平衡之

中。 D. D. Brown 的报告代表 Ur1Íi研究的→个趋势，

即从分和í Ì';l;凹的耐基川I!íî此逐步转到j基因闭口。

Colorado 大学的 K. R. Porter :':ê 全l:_fi斗'乙:

为 μ 也紊(!:细胞内部J 转移叮!甘报告，他报告了刊用高EE

19饶 {iJJYI:也亲细胞内色素颗蛇的移动与细f咆骨架到;构

!二 i写麻省理工!_J:.阳的 S. Tonegawa 敖授

H:T ç;;.，夜识别的遗传战术"的报告。

与 1980 年在西伯林召开的第二届细胞生物学大

会相比，这次大会报告的内容不知 j二次集中明确。_j-，

次报告集中在应用基因工程或 DNA 重组技术进行基

因操纵、转移、 毒重t组手莉Ii}

学的发展带米了巨大的影呐。四年米这些新技术已广

泛应用于细胞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从以上报告中也可

雪出这些f在来，细胞生物学又有了新的安膜，骑自 f或

不集中.工作却更深入了一步。

专题讨论会

ú: 匕个分会J/i "1 1 ，共提出 333 篇专题tfH号，分述

如←r:-:

1 .基因组与基因工程: ;li;有 70 篇报告，系统地

报道了近年来分子遗传学的新进展， 1寺别是在最近几

年内对癌基囚的研究有所突破。

2. 膜 z 共 62 埠。其中日本科学家在方法学方面

做了不少工作。在细胞膜研究中，受体，尤其是与疾

病有关的受体，特别为人们所受视，例如生长因子与

肿瘤，低密度脂蛋白1:休 ljJ且也脂。这二种受体都是

精圭(;，它们的氨基酸顺序和它们在细胞质肢内外的

位置己大体开洁。农!支生长因子的细胞质部分的氨里

酸排列~-j鸟l，\(， ::I~iH胞肿瘤病毒(Avian erythro blastosis 

viru~)编码的转化蛋白的氨基酸f{I JIJ tll!,;j , 并 111 此报;

测了 ~I:!瘤形成的机涩。

3. 细胞器g 共 52 扇。联系胞器构与J}j 自己，

综注了各种胞器研究方面的最新发膀，特别是线粒体

和口l-bJi;f木两类细胞器内 DNA 基因过1以及这两类胞器

的生物起源方面的报告，玩具有.flTI.论上的意义，又代

表了对这种细胞器内 DNA 基因组的研究进展。

4. 细胞骨架和细胞运功:共 52 篇报告。系统地

阐述丁细胞恃架内的微智、叶1W纤维与微丝，以及院

与细胞骨架的榈互关系方面的最新成就。这个专j忍!丢

在第二回国际细胞生扮'兰大会!工已露头角， -f旦本次会

议的工作更为深入。 2日对染色体运动的机制方面，对

'~'5 iJ，~去 t~l在则节拥胞'VJ 织作川 /.iWí ， 对钊归 'J.J'n.[和1

革使仁，运动的作用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5. 细她社会学g 共 51 篇。细胞注会学本是细胞

生物学中的→个新的研究领域， ;j: -:J:细胞生物学多重

视细胞内的结构1ν)j能. 叮细胞问:白关系研究较少。

这次会议组织了这!斗-_.也专旦报告，使人们系统了解

什么是细胞社会学，使人们认识到其是要意义。如生长

拉 ~;ULj g:t二因子，过去Ji 未放在细胞社会学的领域范

畴内。之如细胞基质的相互作用，叹::育神经生物学的

细胞社会学， i{~;n是反以中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均属于细

炮*J 会学的范畴。计算机图谱应用在细胞社会学上，

已成为 4个良好的研究工具。

在发育神经生物学中的社会学方i帘，除了 N.M.

Lc Douarill 的报告外， C. ZiIler (ì去国〉将发育翔的周

边神经系统的细胞分离培养后，观察到培液中j缸?育和1

鸡胚提取液对神纯峭细胞分饨的影响。吴国 M.

Piercc 利用糖基转移酶活力调行细胞间的识别，当发

育期细胞表团糖基结合白改变，特殊的糖基结合能调

节体外培养的细胞之间识别。法罔 J.Mallet 等认为利

用交感神经原发育过程rjJ所在神经通质的可变性，从

分子遗传学途径研究神经递质的表店和色氨酸脱瓷酶

表达的调节。日本 K. Mikoshiba TìJ用嫁接杂种小鼠

忻究基因、细胞和行为，他们发现儿种变异小鼠髓勒

的不同变化，是在分子水平进←步分析基因、细胞和

行为的变态的相关性。日本 S. Fujita 研究中枢神经

系统发育中的皮层在形成时变异小Iffit:'11: 三件异的半乳

酸转移酶。

6. 细胞州理4721二J衰老z 共 26 篇。 :L要j多反肿瘤

细胞生物学，细胞衰老的机制初时 !lú席以及小鼠胚胎

基因表达的操纵问题。

7. :!支求抖学!'J{J ì J Î.<; 会: )飞 20 挠，朱ftl在显示物

质在细胞内的位泣。 主变 i'l~i主要在于直接观察生物大

分子、放射活性牧1M在细胞内的)j才~细胞基质的观

察，以及应用冰冻 i忠刻的方法:ì1l:híi'英内特殊物质和1细

胞骨架的组成等，都是技术中的新发展。 此外，还介绍

f录象_ill~7]~显微镜 (video-intcnsified microscopy) ，高

分辨率录象显微镜的发展，以及如何应用免疫荧光显橄

镜对简单蛋白质分子进行直接观察，这种方法可应用 F

观察各类细胞仔梁、染也体及其着垒f~点上的蛋白质。

科学墙报展出

本届大会期间用墙报展出的科研成果共分基因

组、膜、细胞器、收缩和细胞骨架成分、生妖丰n分

化、细胞夕l、基 Dl、特殊细胞系统、 trn)r~jl;;川、转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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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衰老、生物工程与新的技术，和I其他等 10 个部

分，共 3471 篇。作者在规定展出的时间在场对读者
解答|马坝 ， 1i51-.!_作者与读者增加交流机会。但是母隔墙

报仅展出一天，使读者感到急促，并与参加小组会在

时间上的矛盾不易解决。

f 细胞'1:物学杂志编锦部)

第三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卫星学术讨论会情况简介

本届大会前后共组织712 个卫星学术讨论会。现

将我国有代费参加的 3 个会议的情况介绍如下。

基因组结构与基因表达调控

第三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基因组结构与基因表

达调控卫星学术讨论会于 9 月 5 日一一 7 日在上海召

开。这次会议是由国际细胞佳物学联盟资助，作为第

三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东京)十二个卫星会议之

一，由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组织召开。这次会议的召

开也得到了中国科协的赞助，上海科协、Ijl国刹学院

上海分院及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大力交持。

这次会议邀请了 6 个国家的 50 名科学家参加，其

中击国抖学家 35 人。会议收到了 42 篇治文摘要，其

中 21 篇论文在会上作宣读和讨论，宣读论文的有美国

代表 11 人，日本代表 1 人，英国代表 1 人，奥地利代

表 Z 人，巴西代表 1 人和中国代哀 6 人。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秘书长、 上海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所长王亚辉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中国科学院上海

分院院长曹夭钦教授致欢迎词，国际细胞生物学联盟

秘书长 L. M. Franks 教授和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

长姚主教授分别致开幕词。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开始

了学术交流沼动。论文报告人分别从基因结构、基因

表达、调节蛋白、核内小分子 RNA、染鱼体结构、

肿瘤分子细胞生物学及免疫学等不同角度阐注了基因

组结构与基因表达调控研究的最新进展。美ßîJ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的 A. H. Bakken 教授报告了糖除(Xeno

pus laevis)控制 rRNA 基因表达的 DNA 区域和包括

转录起点在内的 140 bp DNA 顺序，他指出，在基因

5' 端重复存在的 42 bp DNA 片段在功能上是起着增强

子(enhancer)的作用。 日本 Okazaki 国家基础生物学

研究所以o Y. Suzuki 教授利用丝腺无细胞休系研究了

家蚕的丝心蛋白基因和丝胶蛋白基因的表达，其起动

子区域位于基因 5' 端的一 29一一十 6 bp 之间，而增强

子区域位于从 TATA box 开始至- 200 bp 之间。他进

一步分析了在这个体系中形成的特异的转录络合物，

并企图分离增强基因转录的蛋白因子。关于分离蛋白

因子的工作，关国西雄国 Huntchinson 癌研究所的

H.Weintraub 教授建立了一项技术，并提出蛋白因子

辨认 DNA 超螺旋结构的假设。 H. Wecntraub 教授

还报告了"反义叹NA 调控基因表达的实验结果。关

于 RNA 分子在调节基因表达中的作用，美国休士顿

Baylor 医学院的 H. Busch 教授综述了他的实验室在

核内小分子 RNA研究中的成果。另外，美国旧金山

加州大学的 J. P. Murnane 博士建立了由毒性抗生素

G 418 诱导 Neo 标记基因在哺乳细胞内表达的转染体

系F 美国波士顿啥佛医学院的 D. K. Biswas 博士建

立了由 5-澳脱氧尿略览诱导的依乳激素基因表达和

扩增的大鼠垂体肿瘤细胞株，并制备了基因克隆，这

些都是研究相应基因表达 1月j77机制的有用体系。除

此而外，美国 Carnegie 研究所的 A. Spradling 博士报

道了用一种转应因子(P 因子〉控郁的果蝇卵壳蛋白

(Chorion)基因的转录调节F 美国 Biogen 研究公司的

R~ A. Flavell 报告了 C 57 BL/10 mouse 的主要组织、

相容性复合体基因中 I 类和 E 类基因的结构和表达，

利用杂交细胞株获得了不同基因表达的相互关系，美

国Burlington Vermont 医学院的 Chiu Jen-Fu 报告了

AFP基因的表达l J:.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郭礼和等报

告了含有膜岛素基因的:同ffl质粒在细菌中的表达。

会议的另一个内容是从染色质和染色体结构论述

基因表达的调节。美国加州大学的 E. H. Blackburn 

克隆了几种低等真核细胞染色体油位DNA，进行了顺

序分析，发现了特异的重复顺序问(~)町，并论
述了他们的功能。美国克罗拉多癌应研究所的

M. L. Law 从中国仓鼠与人的杂交细胞的人第 12 号

染色体中获得了一个克隆 DNA片段，此片段可能作

为转座因子在基因主组枉l 基因表达的调节中起作用。

上海细胞生物学耐无所孙毓麟等报告了成年型自-珠蛋

白基因的染色质结构与基因激活的关系，并对此基因

5' 端的 DNA 顺序和染色质结构进行了分析。美国加

州大学的 J. W. Sedat 博士将电子计算机和图象识别

技术应用到光学显微镜上，研究iS细胞(f1J町的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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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维结构，实验设计新颖，并有果蝇唾腺染色体三

维结构的电影加以说明，这是一个用现代方法把果蝇

形态学和分子遗传学结合在一起的尝试，引起了与会

者的广泛兴趣。

在癌症研究方面，英国皇家癌症研究基金会

L. M. Franks 教授论述了是否有基因控制致癌性及

癌的转移的问题，以及如何用体细胞杂交的方法·去进

行研究。上海8'ÌI 瘤研究所顾建人教授报告了人原发性

肝癌和 7402 肝癌细胞桥、的 DNA 分子对 NIH/3 T 3 细
胞的转化作用，并指出人体肝癌细胞中有 N-ras 癌基

因的存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K. Letnansky 报告了

化学致癌后肝癌纺织内染色质成分组蛋白 H1 磷酸化

程度的增加。巴西 San Paulo 大学的 F. L. Delucca 

博士以免疫学实验讨论了抗肿瘤免疫 RNA 的信息扩

增作用。

由于近年重组 DNA 技术和其他细胞生物学技术

的建立和发展，真核生物基因组结构和基因表达调控

已成为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一个极为活跃的前沿领域。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次会议所邀

请的很多国外科学家是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着各学

者，他们的报告受到了与会圄内、外代表的赞赏。参

加会议的我国科学工作者从这些报告和个别交谈中受

到了不少启发，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对我国这方面的

研究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孙毓麟〉

细胞连接

第二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细胞结构卫星学术讨

论会于 1984 年 9 月 3-4 日在日本岗崎 (Okazaki) 日

本国立生理科学研究所召开。由 Y. Kanno 教授组织、

主持。

会议的特点是人数不多，被邀请发言的(Speaker)

10 人，参加讨论的(discussant)12 人，共正式代表 22

人，其中 8 人是东京大会分组会议的发言人3 连同旁

听的，每次出席约 30 人。与会者有最早提出细胞连

接在调控细胞生长和分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 W.R.

人。第一个发言的是曾弥白的"两栖类胚胎发生中细

胞连接的形态变化气日本的 T. Nagano 对于哺乳类

黎丸保育细胞的连接复合体进行过多年系统的研究，

介绍了它们独特的性状。关于视网膛的视细胞和水平

细胞的间隙连接的形态观察和调控机理共有三篇友

言，心肌电偶合的调控有一篇。关于封闭间隙连接的

交通可以促进肿瘤形成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

过去对于肿瘤发生和间隙连接关系的研究，都集中在

和正常相关组织的对比观察上，所得到的结果很不一

致。在培养细胞，应用肿瘤促进剂时，促进了转化，

同时也抑制了细胞间交通，指出细胞间交通在细胞转

化中起一起作用。

会议中最引起重视的是美国 R. Johnson 以"用单

抗分析晶体纤维细胞的细胞连接"为题的发言。在分

离提纯晶体纤维细胞间隙连接的蛋白质以后，用酶解

和抗体标记的技术证明间隙连接可以区分不同的领域

(domains)。用单抗标记能更明确的得到证实，目前

已得到两个单扰，正分别进行标记;毛:位各自的功能的

实验研究。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利用单抗可以进→步了解细

胞连接的结构与功能，同时还对各种连接是否存在相

互转换，从各个角度提出了看法。

〈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曾弥白)

细胞运动和机理调节

细胞运功机理和调节卫星学术讨论会， 1984 年 9

月 2 一一 5 日在各古屋爱知县厚生年金会馆举行。会

议主席是群号大学教授石川杏律(lshikawaH. )，组

织委员会中还有日本和国际知各学者， 日本学士院院

士江桥节郎 (Ebashi S.) , Kamiya N , Oosawa F , 

Hatano S.和 Sato S. 等。参加会议的近 200 名代表是

组织委员会从世界各j也邀请来的从亨细胞运动，特别

是有关细胞骨架系统的专家和学者，而不是自由报名

参加的。其中有国际著名科学家 Bennet H S(美国)，

Borisy G G (美国)， Isenberg G (德国)， Korn E D 

(美国)， Peachey L D(美国)， Pollard T D(美国) , 

Lowenstein，还有应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使细胞连接 Lazarides E (美国)，Porter K R(美国)和 WeissDG(德

的研究步入分子水平的 K. Willecke 和 R. Johnson} 国〉等。会议还邀请和组织了 20 名专家作为专题评论

可以说，参加会议的都是直接从事细胞连接研究工作 员对报告内容进行评和深入讨泣，笔其也被邀请担

的，因此会议空气活跃，讨论比较深入。 任此项工作。

细胞连接的研究可以是形态结构的，也可以是生 由于日本学术界在物理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

理学的。这次发言的内容各占一半。发言者按国藉，中 立体电镜术进行三维结构重建"显微缩时摄影和计算

圄-_.人，印度→人，法国一人，美国二人， 日本五 h 机图像处理分析等新方怯用于细胞运动的研究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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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发展。会议-开始，紧接着代表报到之后，第二

个时程就是电影专腿节目，一头七个报告者中，有E
个是日本学者，而且研究水平很高。如大阪大学工程

科学院生物物理工程系的 Oosawa教授所放映的"微丝

运动"的电影，京都大学科学院生物物理系 Hotani

博士的"微管动力学"及东京技术学院生物实验室 Hir

amoto 博士的"纤毛与鞭毛运动"的高速电影等都给人

以深刻的印象。

大会报告从 9 月 8 日开始，先有两个开幕讲座，

由著名科学家 Porter K R 介绍"微管与细胞基质的相

互关系"以及 Ebashi S 综述"收缩性运动过程中的钙调

机理飞然后分下列五个专题报告并进行讨论a

1. 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分子的相互作用。

2. 肌动蛋白的调节蛋白。

3. 细胞运动横式。

4. 细胞分裂时的细胞骨架结构。

5. 微丝系统的结构完整性。

其中较引 λ注意的报告有g 美国 NIH 的 KomED 教

授关于"ATP 在肌动、 JlJL球，肌;动一肌球蛋白相互作

用中的调节"的报告。 日木东京大学 Tsukita Sh 博士

的"应用冰冻蚀刻法对骨路肌收缩的电子显微镜研

究飞德国习普精神病研究所 Isenbcrg G.的"肌动→成

帽蛋白相互作用一一-分子机理及调节原则"。大阪大学

Kakitieht S 报告了ι肌动蛋白骨架军绵翻转调节时钙

调蛋白的作用"。

美国 Carnejie-Mellon 大学 Tay!or D L 的报告:

"细胞运动时荧光类似物的细胞化学勺马里兰州立大

学 McNiven M A 的"微管极性及细胞内移忧"。名古

屋大学 Sato H 教授作了"有丝分裂抑制物一圳定纺锤

体聚合及染色体运动的分子探针的报告飞加州理工学

院的 Lazarides E 对"红血细胞的细胞骨架系统一特别

是发育时其结构和聚合"的研究，引 l坦 !j会者的赞赏。

冷泉港实驳室的 Matsumura F. 所作关于"培养细胞巾

微丝系统的分子研究，斗守主在在细胞转化时原肌球蛋白

的地位，很有一定价值。

同时，在 9 月 8 和 4 日二个晚上展示了 34 南书

面交流和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9 月 5 日下午由日本国

立基础生物研究所 Kamiya N 和美国北卡罗来拿州立

大学 Bennet H S 分别作了关于"细胞质运动特征"和

"运动细胞内转运及杠忏作用"的综述，作为大会闭幕

讲座。整个会议过程溶融在浓厚的学术气氛及世界各

国同行间的友好交往之中。

(上海药物研究所王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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