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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床后嵌合 鼠的制作法 

楗 原 裕 二 井 上 稔 
(日本国立水俣病研究中心，基础研究部病理室) 

过去记述的嵌合体，都是将卵裂期的胚细 

胞聚合在一起，或者将细胞注入胚泡的胚泡腔 

以后，返回到假妊养母的子宫里。因为着床前 

的胚胎，是悬浮在输卵管或子宫腔内，能够取出 

在试管内进行各种操作。而着床以后，胚胎在 

子宫内被肥厚的蜕膜所包围，与母体组织紧密 

地相连。如将此时期的胚胎取出至试管中，并 

再次返回至子宫内是很困难的。 

l985年 Jaenisch将培养的小鼠神经脊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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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从子宫外注射进妊娠 9天小鼠着床后的胚 

胎内。那些注入受体胚的细胞参与了正常色素 

细胞的形成。笔者改良了那个实验方法，使操 

作更简便。在本文中，解说着床后嵌合小鼠的 

制作方法，并且叙述应用此方法所取得的一些 

结果。 

(一)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分供体细 胞 的 

准备和向受体胚内注入细胞两部分。大概步骤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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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着床后嵌合鼠的制作法 

(二)小鼠／Ib鼠嵌合体 向 242个胚中注 

入细胞，其中产仔鼠 153个，140个体生存到断 

乳以后，其中有 24个小鼠具有来源于供体的有 

色毛。 嵌合小鼠的出现率为注入胚的 1 0％左 

右。 

由着床前的操作技术产生的嵌合小鼠，毛 

再分散细胞 

199培养液 

(含 l口％ 牛胚血清) 

细胞密度 

(约’1x10 细胞／m1) 

产仔鼠 

色大多是复杂地混合存在的。但由本方法产生 

的嵌合小鼠，出现有色毛的区域是有限制的。 

如出现在头部的正中线上，胸部和前肢，腹部和 

后肢，尾部等区域，形成“补丁”状。在头部，多 

数例子是细胞向腹侧方向移动，但偶然也有从 

身体背侧正中线上向腹侧移动的例子。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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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是神经脊细胞移动的结果。有色毛出现的 

区域之所以有限制，认为是由于细胞侵入至受 

体胚的途径受到限制的缘故。 

(三)使用粒子的模型实验 为了研 究 细 

胞 入侵受体胚的途径，采用不 具有生物活性的 

粒子代替活胚细胞来进行实验。 

粒子是将楮(力 ；Broussonetia)的花 

粉 (Polyscience公司)用锇酸固定并洗净后使 

用。采用这种花粉的理由是因为着成黑色很容 

易在胚内看到，而且它们的直径为 12--13 m， 

近似于胚细胞。花粉粒子的注入方法与小鼠嵌 

合体法相同。 48小时后(妊娠 10．5天)把胚胎 

连同子宫一块固定，在实体显微镜下取出胚胎， 

观察花粉的进入和存在区域。 

注入花粉的胚胎有 167个，其中有 26个进 

入花粉。花粉在胚胎中成堆存在，主要存在于 

头部背侧正中线上，亦存在于前肢的内侧和胸 

膜 腹壁。如此，花粉成堆的区域被认为是与小 

鼠嵌合体出现有色毛的区域相一致的，即细胞 

的侵入区域。总之，认为注入到羊膜腔或胚体 

外腔的花粉或细胞，是随着神经管的封闭从背 

侧正中线，又随着腹壁的封闭从腹侧被动地进 

入胚胎中去。 

(四)大鼠／小鼠嵌合体 一些人曾尝试使 

用着床前的嵌合技术，进行大鼠／小鼠异种间嵌 

合体的制作。 那种实验虽然能产生嵌合 的 胚 

泡，但着床后的发育受到母体的免疫干扰。故 

利用着床后嵌合体的技术来进行异种间嵌合体 

的制作，观察是否能避免母体的影响。 

大鼠采用野生色品系 【Dark Agouti系统 

和 Crj：CD (SD)系统的杂交 品系】·从 妊 娠 

10．5天、11．5天、12．5天的雌鼠中取出胚 胎， 

与小鼠／／J,鼠同样的操作法制作嵌合体。 

结果： 嵌合体出现率低， l0个个 体 (约 

3 )具有有色毛，其中有两例有色毛与小鼠的 

情况相似，即扩展成补丁状。这个实验显示出 

大鼠的细胞在小鼠胚内能够移动、增殖、和分化 

为色素细胞；同时显示能避免着床后母体的免 

疫干扰。认为这是着床后嵌合体制作法的一个 

最大的优点。 

【黄国屏摘译自日‘翱胞’2l(3)：lO’一lO8，L989 

译文蒙陆德裕教授审阕，谨此致谢 】 

甘肃蛇类一新纪录——青脊蛇 

青脊蛇 ~lchalinus atcr系 1986年 l0月 

采于华亭县关山林区，海拔 1600米，早性幼体， 

标本号 0048，保存于庆阳师专生物系脊椎动物 

标本室。 

颊鳞 1枚，长约为高的 2倍，入眶；鼻间鳞 

1对，左右鼻鳞彼此不相连；无眶前鳞，亦无眶 

后鳞；前额鳞 1对；颞鳞 2+ 2；上唇鳞 6枚， 

3__2—1式；下唇鳞 6枚，第一对在颏鳞之后， 

彼此相连；背鳞 23—23—2l行，具棱；腹鳞 167 

枚；尾下鳞单行，47枚；肛鳞完整；全长 123+ 

23毫米。 

体细长，圆柱形，头颈部区分不明显；体背 

黑褐色，鳞片闪光；尾正常，黑褐色；生活于山椿 

之中。 

(俞诗源 王丕贤 庆阳师专生物系 74S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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