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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进样流

速稳定"且与活细胞数量成正比"可用于测定细胞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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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存活率检测被广泛应用于多个科研领域!如药物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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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检测细胞存活率的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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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检测对象仅适用于单一细胞群!若检测对象为混合细胞

群!需要从混合细胞中纯化目的细胞亚群!不仅增加步骤及成

本!也观察不到多种细胞相互作用下目的细胞亚群的变化"

利用流式细胞术!通过荧光抗体与微球!可检测混合细胞

中目的细胞亚群!比如对骨髓中的干细胞进行绝对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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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微球的绝对计数管成本高!且药物筛选时不需要进行活细胞

的绝对计数!只需测定给药后细胞的相对存活率"由于流式细

胞仪测定细胞时!单位时间内采集目的细胞的数量即细胞流速

相对稳定"样品中细胞浓度越高!检测时流速越快"因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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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细胞流速为对照!计算细胞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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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盼蓝染色排除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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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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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细胞数下测得的活细胞数为纵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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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活细胞含量为横坐标!测定的相对活细胞数为

纵坐标!斜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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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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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测定细胞存活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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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法测定细胞株存活率时稳定性

与线性关系良好"台盼蓝染色排除法的稳定性与线性关系不

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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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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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流式细胞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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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法数据稳定#线性关系良好"

台盼蓝染色排除法测定时稳定性与线性关系不如前
$

种方法"

这可能与台盼蓝染色时间#血细胞计数板的操作#细胞沉降时

间以及镜下计数等因素有关"

>II

比色法是最早使用的测定细胞存活率的比色法/

"

0

!

==L/#

比色法在
>II

比色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术改良!克服

了
>II

还原的蓝紫色甲
!

不溶于水的缺点!具有更高的检测

稳定性及灵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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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盼蓝染色排除法也广泛应用于测定细

胞存活率!但使用时多种操作因素影响其检测稳定性"细胞存

活率分析仪可减少因人为因素造成的检测波动"它基于台盼

蓝染色排除法!以流动的细胞作为样品室!对每份样品都作

!%%

等份连续的拍照取图!采集足够的数据使每个样品的检验

准确度得到最大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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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类方法均无法直接测定混

合细胞中的细胞亚群存活率"

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时!以细胞流速评价细胞数量"流速

越快!其单位体积所含细胞数量越多!且流速与细胞数量成正

比"联合使用区分活细胞与死细胞的染料!可以用于细胞存活

率测定"而且!结合不同的荧光抗体还可测定混合细胞中细胞

亚群存活率!可为药物筛选#细胞增殖测定#药物毒性测定中进

行细胞存活率测定选择合适的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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