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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细胞培养工程》以现代细胞培养技术和工程原理为
基础，围绕动、植物细胞培养过程中的关键工程技术和生物学问题，论述了现代细胞培养工程的发展
方向和前沿技术。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细胞培养工程》共分上、下两篇，上篇讲述细胞培
养工程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了细胞培养基本理论，动、植物细胞培养技术，细胞大规模培养及产品
；下篇针对大规模细胞培养共性工程问题，阐述了大规模细胞培养过程的技术特点、反应动力学与操
作模式、反应器及放大，并对动、植物细胞培养工艺开发、验证及优化进行了详细介绍。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细胞培养工程》对读者熟悉并系统掌握细胞培养工
程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技术方法，运用这些知识进行工程创新和开发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适用
于高等院校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制药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也适合科研机构、企业等从事
动、植物细胞培养科研开发和管理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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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五、培养细胞活力的检测六、细胞库建立及注意事项第二节 动物细胞培养基一、培养基的主要成
分及其作用二、培养基种类三、无血清培养基四、无蛋白培养基五、培养基选择原则六、其他常用培
养基第三节 细胞的冻存、复苏和运输一、细胞的冻存二、细胞的复苏和运输第四节 动物细胞常用培
养方法一、贴壁培养二、悬浮培养三、微囊培养第四章 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及工业应用第一节 动物
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一、微载体细胞培养系统二、中空纤维细胞培养系统三、微囊培养系统第二节 营
养与培养条件一、营养成分二、温度三、pH四、渗透压五、溶氧六、搅拌七、其他因素第三节 干细
胞培养技术一、干细胞概念与分类二、胚胎干细胞三、成体干细胞四、神经干细胞及其体外培养第四
节 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产品一、单克隆抗体二、疫苗三、基因重组蛋白药物第五节 组织工程产品一
、皮肤二、软骨三、骨四、胰腺五、血管第五章 植物细胞培养技术第一节 植物细胞株系的建立一、
固体培养体系的建立二、悬浮培养体系的建立第二节 高产细胞株系的选育一、外植体的选择二、离体
培养细胞的变异三、突变细胞的筛选第三节 植物细胞培养基一、培养基种类二、培养基的营养成分三
、植物细胞生长的影响因素第四节 植物细胞培养相关技术一、毛状根培养二、原生质体融合技术三、
固定化细胞培养第六章 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及产品第一节 植物细胞培养过程中的生物学问题一、培
养植物细胞的分裂二、细胞脱分化和再分化三、细胞聚集成团第二节 营养与环境条件一、培养基组成
二、pH三、光照四、温度五、前体饲喂六、气体组成第三节 植物细胞防御反应与次级代谢物的诱导
生产一、诱导子概述二、诱导子的信使作用第四节 植物细胞培养生产次级代谢物产品一、生物碱二、
类黄酮三、萜类和甾体四、蒽醌类化合物下篇 大规模细胞培养共性工程问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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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胚胎干细胞理论上能分化成各种细胞类型，但是这种分化是随机的。
当前的方法容易导致畸胎瘤。
为防止畸胎瘤的发生，必须先进行初步的细胞诱导分化，也必须确认胚胎干细胞供者没有遗传性疾病
。
成体干细胞不存在上述问题，例如骨髓移植实验引发畸胎瘤的现象很罕见。
　　成体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一样具有高度的分化能力。
在多种组织中有成体干细胞的存在，这些细胞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细胞表型，在适合的微环境中可分
化成多种组织细胞。
成体干细胞移植是治疗血液系统，先天性遗传及恶性肿瘤疾病的最有效方法。
　　3.成体干细胞技术的应用　　（1）疾病治疗理论上讲，干细胞可以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但最适
合治疗的疾病主要是：组织坏死性疾病如心肌坏死，退行性病变如帕金森综合征，自体免疫性疾病如
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等。
　　（2）体外制造人体器官干细胞和动物工程相结合，如形成细胞组织嵌合体，在严格的立法控制
下，使动物的某些器官与人体干细胞形成嵌合体。
这些来自人体干细胞的器官可应用于临床移植治疗。
　　20世纪80年代末，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发展很快，大多数为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提高了治
疗效率并缩短了疗程。
随后脐血干细胞移植获得很大的进展，它的优点在于无来源的限制，对HLA配型要求不高，不易受病
毒或肿瘤的污染。
四、神经干细胞及其体外培养神经于细胞是神经系统具有多种分化潜能与连续增殖能力的细胞。
体外培养神经干细胞的首要问题是维持其分裂增殖能力。
培养中，选用含血清的DMEM/F12混合培养液，同时，加入促有丝分裂剂表皮生长因子；神经巢蛋白
（nastin）是神经干细胞体外培养常用的分子标志物。
　　胚胎发育过程中，脊椎动物的整个神经系统来自于神经管和神经嵴，这两个部位的神经干细胞分
化衍生了中枢神经系统（CNS）与周围神经系统（PNS）所有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
培养的最好材料即早期胚胎神经管和神经嵴。
利用神经嵴细胞的迁移特性，以植块培养法培养神经管和神经嵴植块，待神经嵴细胞迁移以后，丢弃
神经管植块而获得神经干细胞，体外培养维持神经细胞未分化状态是关键，解决办法是加入强促分裂
剂，如表皮生长因子。
　　直接切取神经管，神经嵴会附着其上，神经嵴细胞迁移能力很强，在培养过程中一般与神经管脱
离。
在培养基中，神经细胞从植块迁移到生长基质表面，去除植块j留下神经干细胞。
　　神经干细胞是一种具有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增殖的能力，在特定因素影响或诱
导下，向神经元或胶质细胞分化。
　　神经干细胞体外培养和建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具有永生化特性；具有神经干细胞世系遗传
明显特性，即神经干细胞表型。
神经干细胞的最理想建系材料是早期胚胎的神经管和神经嵴或胎儿的脑组织，神经干细胞的培养基
为N2液。
神经干细胞体外扩增的方法主要有两种：FGF-2和基质以扩增附于培养皿的细胞克隆；用EGF扩增细胞
聚集体，即神经球。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细胞培养工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