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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组
<7/1

中
!"#

+6*()&*

相对表达量为$

++=6>_-=$,

%

V

#

<70

组
!"#+6*

()&*

相对表达量为$

$=-._+=$8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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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第
>

组
9e1#/01

冻存方法为最佳方法#

即使用
>,V

血清
4+,V3/0W

为冻存液#将细胞配成
+,

8

"

("

的浓度置于厚壁聚乙烯泡沫盒中#立即封存置
fY,a.$G

#再

投入液氮中冻存(目前公认的最佳降温速率为
f+a

"

(@A

#而

在分阶段降温过程中#特别是
f.,

%

$ a

区间#细胞最易受

损)

+-

*

(第
>

组细胞置于厚壁聚乙烯泡沫中直接放入
fY,a

冰

箱冻存#其降温速率接近于最佳降温速率#故而活率'回收率及

13$$

积分值为最佳#经统计学分析#

>

组细胞中仅第
>

组
!

%

,=,+

#差异非常显著(

本次实验冻存复苏后#活率最差组为第
5

'

6

组#均为

YYV

&回收率最差组为第
-

'

5

'

6

组#分别为
8+V

'

8>V

'

6-V

(

分析第
-

'

5

'

6

组冻存方法#其共同点为均采用
+,

6

"

("

的冻存

浓度#可以看出
9e1#/01

的冻存细胞浓度大于或等于
+,

6

"

("

时影响冻存效果(而采用
+,

5

'

+,

8

"

("

的细胞冻存浓度冻

存#复苏后所得细胞活率和回收率均大于或等于
>,V

(据此

分析
9e1#/01

的冻存细胞浓度大于或等于
+,

6

"

("

时#冻存

后对细胞的活率和回收率有较大影响#冻存效果较差(

实验结果还表明#冻存效果相对较好的第
+

'

.

'

$

'

8

'

Y

'

>

组

的细胞活率和回收率都在
>,V

以上(说明除了冻存细胞浓度

因素外#不同的冻存液'冻存温度'冻存时间等因素对细胞的冻

存效果没有较大的'较为明显的影响(

此外#冻存实验前后#

9e1#/01

的免疫抗原
13$$

均显

色为阳性#

13-$

均为阴性#说明
9e1#/01

的冻存不改变细

胞的免疫抗原
13$$

和
13-$

#冻存后的
9e1#/01

依然能够

保持其原有的免疫学表面抗原标志
13$$

4

&但各组之间不同

的冻存方法#其
13$$

积分值均较冻存前有所降低#部分组

9e1#/01

的
13$$

信号强度有所减弱#由此说明
9e1#/01

的冻存会降低部分细胞的
13$$

信号强度(

>

组细胞
13$$

积

分值经统计学分析#第
+

'

.

'

-

'

$

'

8

'

6

'

Y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5

%#表现为积分值全部降低较多&第
5

组积分值略增

高$

!

%

,=,5

%&第
>

组在
>

组中积分值最高$

!

%

,=,5

%#采用第

>

组冻存方法的
9e1#/0113$$

积分值为
..+

#其积分值最

接近冻存前的间充质干细胞
13$$

信号强度$积分值为
.5+

%(

说明第
>

组细胞所采用的冻存方法能够相对较好地保持间充

质干细胞原有的
13$$

信号强度#该组冻存方法为最佳冻存

方法(

依据实验结果#笔者认为使用
>,V

血清
4+,V3/0W

作

为冻存液#将细胞配成
+,

8

"

("

及以下浓度置于厚壁聚乙烯泡

沫盒中#立即封存置
fY,a.$G

#再投入液氮中冻存为最佳冻

存方法(选择合适的冻存方法是保证冻存效果的关键所在(

对间充质干细胞冻存方法的单一影响因素研究较多#但对于多

因素多水平的研究较少#此实验为
9e1#/01

冻存方法的比

较和选择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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