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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胶质瘤细胞系中获取胶质瘤干细胞方法的研究

赵林涛 陈俊颖 赵海兴 王双运 郑 沅
（324 医院病理科 重庆 400038）

摘要 目的：进一步证明胶质瘤干细胞是广泛存在的，并寻找一种简洁的方法从不同胶质瘤细胞系中提取肿瘤干细胞。方法：将胶

质瘤细胞以合适的密度接种于 96 孔板中，获取胶质瘤干细胞，并通过检测其自我更新能力、多向分化能力、成瘤能力及胶质瘤干

细胞标记物的表达情况对其进行鉴定。结果：多种细胞系中均成功获取了胶质瘤干细胞。并且这细胞球表达神经干细胞的标志

物，不表达神经细胞分化标志物，同时又有多向分化的能力，仅 5000 个细胞就可以在裸鼠颅内成瘤。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胶质瘤干细胞是广泛存在的，并为以后进一步研究胶质瘤干细胞的特性及靶向胶质瘤干细胞的药物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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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e that GSCs are widely existed and to suggest a simple strategy for isolating them. Method: Tumor

cells were seeded in proper density (100-200 cells) in each well of 96-well plates. We harvested tumorspheres after 2 weeks. Their capa-
bility to self-renew was detected. We further determine whether tumorspheres expressed multiple genes enriched in neural and other stem
cells and whether they had the capability to differentiate into multiple lineages by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 At last, tumorigenicity of
tumorspheres was tested. Results: We found that a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cells from several human glioma cell lines could form tumor-
spheres in culture in a proper density in 96-well plates. These spheres can self-renew and express many genes characteristic of gl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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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飞速发展和实验技术的进步，" 肿

瘤干细胞 " 理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

接受。该理论认为：肿瘤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只有肿瘤干细胞

亚群具备自我更新、多向分化以及成瘤能力，而非肿瘤干细胞

(包括祖细胞、分化的肿瘤细胞)则缺乏这些能力。研究者先后在

白血病、乳腺癌、脑肿瘤、结肠癌、肝癌、前列腺癌等至少 20 类

肿瘤中证实了肿瘤干细胞的存在[1-5]，并对其多种重要的生物学

特性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包括治疗抵抗性、促血管生成能力、侵
袭特性、免疫源性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

信，这群数量稀少、性质特殊的细胞，才是恶性肿瘤发生、进展

以及治疗后复发的根源，而探索针对肿瘤干细胞亚群的靶向治

疗措施，是今后恶性肿瘤治疗的重要方向之一。
近期，在胶质瘤中也发现少量具有神经干细胞特性的细

胞。这些胶质瘤细胞可以在神经干细胞培养基中形成肿瘤干细

胞球、自我更新、表达多种神经干细胞标记物，并且可以多向分

化[2, 6-8]。与神经干细胞不同的是，这些细胞接种裸鼠后可以成

瘤。相反，非肿瘤干细胞仅有较弱的增殖能力并且接种裸鼠后

也不能形成肿瘤。此外，以往的研究表明肿瘤干细胞还有较强

的促血管生成及抵抗放化疗的能力[6，9-11]。这些细胞被认为是肿

瘤复发的根源。
然而，大多数胶质瘤干细胞是从临床肿瘤标本中提取出来

的。通常是使用流式分选技术分选 CD133 阳性的肿瘤干细胞。
但是在胶质瘤细胞系中，由于长时间的体外培养，CD133 阳性

的细胞所占比例通常低于 1%。这使得我们很难用流式细胞技

术从细胞系中分选 CD133 阳性的细胞。由于临床肿瘤标本的

稀缺，我们需要一种稳定的方法能使我们从胶质瘤细胞系中获

取肿瘤干细胞。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部分细胞系成功分选出

了干细胞，但是他们使用的方法各异，且培养条件也有区别[12,13]，

这使得我们在比较不同的胶质瘤干细胞特性时无法区别这些

细胞的异质性是由于培养条件不同还是由本身的区别引起的。
除流式分选肿瘤干细胞外，用条件培养基筛选肿瘤干细胞也被

广泛使用。但是在条件培养基中，胶质瘤细胞系中的细胞并不

能像肿瘤标本中的细胞那样形成胶质瘤干细胞球。虽然，在细

胞接种到条件培养基后，部分细胞可以非特异性聚集成团，但

是这些细胞几乎不增殖，且仅能存活 7-10 天。然而，在我们的

实验中发现，如果在 96 孔板中以适合的密度接种就可以获得

肿瘤干细胞球。我们的研究可以为进一步表明胶质瘤干细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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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存在的，为以后研究肿瘤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作铺垫，使

对肿瘤干细胞的研究更加便捷。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培养

U87 MG，C6 和 U251 引自美国菌种保藏中心（ATCC），用

含 10%胎牛血清的 DMEM 常规培养。为了获取胶质瘤干细胞

球，胶质瘤细胞以 100-200 个 / 孔接种到 96 孔板中，并用神经

干细胞培养基培养 2 周。神经干细波培养基由 DMEM/F12
(Gibco) 配置，并包含 20 ng/ml bFGF（Peprotech，USA)，20 ng/
ml EGF（Peprotech，USA)和 B27(1×，Gibco)。
1.2 自我更新能力检测

2 周后，将肿瘤干细胞球分离为单细胞悬液，并在含 10%
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液中恢复 12h。以 3 个 / 孔的密度将肿

瘤干细胞接种到 96 孔板中，并用神经干细胞培养基进行培养。
2 周后，检测肿瘤干细胞的二次成球率。
1.3 间接免疫荧光染色

由于胶质瘤干细胞与神经干细胞的许多表面标志物相似，

我们又进一步用免疫荧光对肿瘤干细胞的表面标志物进行了

检测，用正常山羊血清于 37℃封闭 1h，弃去血清，分别加入以

下抗体：抗 -CD133/1 (1：100，abcam), 抗 -nestin (1：200，Chemi-
con), 抗 - Olig-2 (1：200，abcam), 抗 - NeuN (1：200，Chemicon),
抗 -GFAP (1：1000，Chemicon),和抗 -MBP (1：1000，Chemicon)，
于 4℃孵育过夜。加入荧光标记的二抗(1：100，Sigma)室温孵育

1.5h，用 Hochest33258 标记细胞核，50%甘油封片后，激光共聚

焦显微镜观察。
1.4 细胞多向分化能力的检测

将胶质瘤干细胞球接种到用多聚赖氨酸包被的盖玻片上

放置在 24 孔板中，用 10%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液培养，培

养 2 周后，检测其分化标志物 GFAP、MBP 和 NeuN 的表达情

况。
1.5 成瘤能力的检测

1%戊巴比妥钠腹腔麻醉裸鼠（4 周龄雌性裸鼠，第三军医

大学动物研究所）；在层流超净台内以微量进样器吸取 5 μl 含

5000 个瘤细胞的细胞悬液，在内眦连线与头矢状中线交汇处

垂直进针，深度距颅骨表面约 4 mm，注射前略微回退 0.5～1
mm，将瘤细胞悬液缓慢、匀速注入裸鼠颅内，接种后动物全部

饲养于 SPF 级环境中。
1.6 统计学分析

结果用 x±s 表示，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 t 检验分

析，所有试验至少重复 3 次。

2 结果

2.1 多种胶质瘤细胞系中均可获取胶质瘤干细胞

用神经干细胞培养基可以从胶质瘤外科手术标本中筛选

出胶质瘤干细胞，而同样的方法在胶质瘤细胞系中却难以简单

重复。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以合适的密度(100-200 个

/ 孔)将胶质瘤细胞系中的细胞接种在 96 孔板中，同样可以从

中筛选并培养出胶质瘤干细胞。我们发现接种细胞 7-9 天后，

大多数细胞均会死亡并崩解，仅有 1%左右的细胞可以存活，并

且增殖成为胶质瘤干细胞球。2 周后可从一个细胞增殖到

300-500 个细胞，1 月后胶质瘤干细胞球可增殖到 5000 个细胞

左右，并且细胞球的直径仍然可以持续增加。此外，这些细胞还

以多次传代（图 1）。
2.2 自我更新能力的检测

自我更新是神经干细胞的重要特性，同时也是胶质瘤干细

胞的重要特性，我们又进一步检测了我们获取的胶质瘤干细胞

的自我更新能力，我们将获取的原代胶质瘤干细胞吹散制成单

细胞悬液，重新将细胞以 3 个 / 孔的密度接种于 96 孔板。接种

后 1 天后，可见单个散在的细胞，并未见到聚集成团的细胞。2
周后可见单细胞已增殖成团，这说明原代胶质瘤干细胞具有自

我更新的能力，可以重新形成胶质瘤干细胞球。此外，二次成

球率远高于胶质瘤细胞系的细胞。U87 细胞的成球率为 0.9±
0.1%，其胶质瘤干细胞球的再次成球率为 9.3±0.7%；U251 的

细胞成球率为 2.0±0.2%，其胶质瘤干细胞球的再次成球率为

10.6±2.1%；C6 细胞的成球率为 1.7±0.2%，其胶质瘤干细胞

球的再次成球率为 8.8±0.8%。因为在胶质瘤的研究中 U87 细

胞系的应用最为广泛，我们以下的研究均以 U87 细胞系细胞

做为研究对象。
2.3 胶质瘤干细胞表达的分子标记物与神经干细胞相似

我们进一步检测培养出的胶质瘤干细胞球是否同样表达

神经干细胞的标记物。我们分别检测了以下基因：神经干细胞

的分子标记物 CD133，nestin；胶质瘤干细胞高表达的分子

Olig2 和非胶质瘤干细胞高表达的 MBP、GFAP 和 NeuN。我们

的结果表明，我们获取的胶质瘤干细胞高表达 CD133、nestin、
Olig2，几乎不表达 MBP、GFAP 和 NeuN。这说明其表达的分子

标记物与神经干细胞相似，与以往对胶质瘤干细胞的研究一致

（图 2）。
2.4 胶质瘤干细胞具有多向分化能力

以往的研究表明肿瘤干细胞具有多向分化的能力，我们的

实验表明，胶质瘤干细胞球经诱导分化 2 周后，肿瘤细胞中可

见 GFAP、NeuN 和 MBP 阳性的细胞，这表明我们获取的胶质

瘤干细胞同样具有多向分化的能力（图 3）。
2.5 胶质瘤干细胞成瘤能力的检测

我们进一步比较了 U87 中胶质瘤干细胞与 U87 细胞成瘤

能力的区别。我们分别将 5000 个 U87 细胞和胶质瘤干细胞接

种至裸鼠颅内。结果显示接种 U87 细胞的裸鼠颅内并未发现

肿瘤形成，而在胶质瘤干细胞接种的裸鼠颅内可见明显的肿瘤

形成 (4/5)。此外我们在肿瘤组织中也发现 GFAP、MBP 和 Ne-
uN 染色阳性的细胞，这与原代胶质瘤手术切除标本中的细胞

表达相同。这表明我们获取的胶质瘤干细胞具有较强的成瘤能

力，并且形成的肿瘤与母代肿瘤具有同样的特性（图 4）。

3 讨论

长期以来，肿瘤细胞的起源与增生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

焦点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实体肿瘤还是

在非实体肿瘤中，均存在肿瘤干细胞，这些细胞被认为是肿瘤

起始、复发、转移的根源[6, 10, 11, 14]。近期, 胶质瘤中也成功分离出

了肿瘤干细胞。这些细胞可以自我更新，并且可以向胶质细胞

及神经元细胞多向分化。此外, 这些细胞还具有较强的抵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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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术切除的原代标本中获取胶质瘤干细胞只需要将细

胞直接接种于神经干细胞培养基中进行筛选即可，培养 2-4 周

即可获取胶质瘤干细胞球。但在现有的胶质瘤细胞系中用同样

的方法通常无法获取胶质瘤干细胞，例如在 U87 细胞系中，将

细胞接种于培养瓶中，用条件培养基进行培养，虽然细胞在接

种后可以形成细胞球，但是这些细胞通常增殖能力较差，且通

常在 10 天以内细胞会全部死亡、崩解。因为这些细胞球通常是

由非肿瘤干细胞非特异性聚集形成的，并不是由单细胞增殖后

形成的肿瘤干细胞球。我们推测这主要因为在长期的体外细胞

培养中，丧失了体内干细胞的微环境，导致细胞系中肿瘤干细

胞的比例远低于手术标本中的干细胞比例。在以往的研究中表

明，现有的一些胶质瘤细胞系中，胶质瘤干细胞的比例通常低

于 1% [12,17]。因为非肿瘤干细胞在条件培养基中无法生存，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细胞会死亡、崩解，同时释放出大量影响细

胞生长的物质，例如溶酶体酶，由于非肿瘤干细胞在细胞系中

比例极高，这使得其死亡、崩解后，释放的影响细胞生长的物质

足以杀死胶质瘤干细胞，从而使得同样的方法无法从现有的细

胞系中获取胶质瘤干细胞。本研究显示我们将细胞系细胞以低

密度（100-200 个 / 孔）接种于 96 孔板中，培养 2 周后即可成功

的获取胶质瘤干细胞，如果将细胞接种密度提高到 500 个 /

化疗的能力[6, 11]，这些细胞被认为是胶质瘤起始和复发的根源。
寻找能够有效的靶向及消除胶质瘤干细胞的治疗方法才是目

前治疗胶质瘤的关键。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分离及研究胶

质瘤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为以后的研究做铺垫[15, 16]。然而，大

多数胶质瘤干细胞均是从临床手术切除的肿瘤标本中获取的，

仅有少部分胶质瘤细胞系成功分离出了胶质瘤干细胞，并且所

使用的方法及培养条件均不相同，这使得我们不便于比较不同

的细胞系之间胶质瘤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差别，无法明确差别

的原因是培养条件的不同还是其生物学特性的不同。

图 1 不同胶质瘤细胞系中获取的胶质瘤干细胞球（200×）

Table1 The Glioma stem cell ball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glioma cell line

reen：CD133，Nestin，Olig 2，GFAP，MBP，NeuN；Blue：DAPI（ruler：50μm）

图 2 间接免疫荧光标记检测获取的胶质瘤干细胞球分子标记物的表达情况

Table2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fluorescent marker detection access of glioma stem cells ball molecular marker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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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GFAP，MBP，NeuN；Blue：DAPI（ruler：50μm）

图 3 间接免疫荧光标记检测获取的胶质瘤干细胞球的多向分化能力

Table3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fluorescent marker detection access of glioma stem cells ball multiway differentiation ability

Green：GFAP，MBP，NeuN；Blue：DAPI（ruler：50μm）

图 4 间接免疫荧光标记检测颅内移植瘤的分子标记物的表达情况

Table4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fluorescent marker detection access of Intracranial transplant tumor molecular marker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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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则无法获取胶质瘤干细胞。使用这种培养方法可以有效的

降低非肿瘤干细胞死亡崩解后释放的物质在培养基中的浓度，

降低其对胶质瘤干细胞生长的影响，且在 96 孔板中培养，可以

最大程度的降低细胞的非特异性聚集，从而为肿瘤干细胞提供

更有利的生存环境。目前，对于肿瘤干细胞的认识不断加深，我

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其生物学特性，寻找出能够靶向肿瘤干

细胞的药物，但是由于临床手术标本的稀缺性，加之肿瘤干细

胞在标本中所占的比例极低，极大的限制了研究的开展，我们

的实验可以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使肿瘤干细胞的获取更

加便捷。
此外，EGF 和 bFGF 是肿瘤干细胞条件培养基的主要成

分，这两者在胶质瘤的发生过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其在

肿瘤细胞中广泛表达，但是其对胶质瘤干细胞的作用仍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并且我们还须进一步研究其在胶质瘤干细胞与非

胶质瘤干细胞中的作用是否有差别。
总之,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胶质瘤干细胞是广泛存在

的，并且提供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从细胞系中获取胶质瘤干

细胞，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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