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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昆虫细胞培养、昆虫细胞系的生理与发育能力、昆虫神经细胞的离体培养及其应用
、离体昆虫细胞对胁迫因子的抗性、杆状病毒表达载体介导外源基因在昆虫细胞中的表达、从昆虫细
胞诱导抗菌肽、昆虫细胞在病毒研究中的应用、昆虫细胞大规模培养及其应用、昆虫细胞在苏云金杆
菌毒素研究中的应用等。

　　本书可供生物学专业、农林院校植物保护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和相关研究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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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4 细胞的克隆　　无论取自昆虫的何种组织建立的细胞系，早期细胞培养物中细胞的类型、细
胞生物学特性、细胞的遗传标志是多样的。
比如细胞群体中，有的细胞类型对病毒更为敏感，有的细胞类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支持外源基因和外源
蛋白表达，有的细胞类型生长增殖速率更快，等等。
所以，从细胞培养物中筛选和获取具有重要生物学特性或遗传学特性优良的细胞株，是昆虫细胞培养
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从细胞群体中筛选这些具有优良品质的细胞是通过细胞的克隆来实现的。
由于细胞系随着传代次数的增加细胞类型趋向单一（随着传代次数的增加，某些细胞类型成为主要优
势细胞类群，其他细胞类型逐渐被淘汰），因此，细胞克隆主要在早期传代细胞中进行，传代次数较
多细胞已经失去克隆意义。
　　昆虫细胞克隆最普遍采用的方法是有限稀释法。
有限稀释法是采用梯度倍数稀释的原则，将细胞悬液连续倍数稀释至极低浓度，然后接种于96孔细胞
培养板，培养一段时间后可能出现单个细胞克隆。
下面介绍有限稀释法实验步骤。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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