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C3H/10T1/2, Clone 8说明书

目录号：SCSP-506

细胞名称：C3H/10T1/2, Clone 8

细胞描述：这株细胞由 C. Reznikoff、D. Brankow和 C. Heidelberger 于 1972年从

C3H系小鼠胚胎细胞中分离而来。建系人建议在 P15前使用。该细胞为接触抑

制型，在同源小鼠中不产生肿瘤，无自然转化的背景，也不含有明显的内源性转

化鼠类白血病或肉瘤病毒。该细胞易于转染，容易被化学试剂转化。为了保持细

胞原有的特性，应严格控制该细胞的接种密度、培养和传代周期。血清批次间的

差异有可能影响细胞形态和细胞转染等实验结果。据报道，鼠痘病毒（ectromelia

virus，ECTV）检测结果为阴性。

物种：小鼠，C3H品系

组织：胚胎

引进时间：资源库保藏

培养液：见下方备注

冻存日期/代数：详见 冻存管/培养瓶 标识

参考传代周期：必须在细胞交汇前传代

参考传代比例：2000个细胞/cm2

参考换液频率：如有需要，可在两次传代之间换一次液

冻存液配方：完全培养液 95%，DMSO 5%

细胞形态：成纤维细胞，贴生长

支原体检测结果：阴性

STR鉴定结果：

①该株细胞 DNA进行小鼠细胞 STR分型结果显示，扩增后图谱清晰，分型结果

良好：1-1：10；1-2：16；2-1：9；3-2：14；4-2：20.3；5-5：15；6-4：18；6-7：

12；7-1：26；8-1：15；11-2：16；12-1：16；13-1：17.1；15-3：25.3；17-2：

14；18-3：16；19-2：12；X-1：26。

②该株细胞确为小鼠细胞，没有人源细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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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C3H/10T1/2, Clone 8完全培养液（目录号：SCSP-651）

配方：

MEM培养基 (Gibco，货号 11095080)： 89%

胎牛血清 FBS (Gibco)： 10%

非必需氨基酸溶液 NEAA (Gibco，货号 1114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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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事项：建议 P15前完成分化实验。

3. 我库冻存时，每支冻存管约含 1×106细胞量，体积为 500 μl，预期存活率 70%，

建议复苏至 1个 T25培养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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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细胞收到后的注意事项

1. 用户收到细胞时，请先核对细胞培养瓶或冻存管上标注的细胞名称是否

与所订购的细胞名称一致，并请检查培养瓶是否有破损或漏液、冷链物流包装盒

内干冰是否完全挥发等异常现象。如发现问题，请拍照后及时与我们联系和反馈。

2.用户收到电子发票时，请仔细核对发票信息（包括发票抬头、纳税人识

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并尽快核销或报销。请勿用该发票再次办理重复

汇款！

3.用户收到细胞后，请再次阅读《细胞说明书》（用户登录后可在网页下

载查看），并按照细胞培养的基本操作流程进行操作，切勿擅自更换培养液体系。

（1）如订购冻存状态的细胞，请将收到的细胞冻存管转移至-80度低温冰

箱或液氮罐中保存，并尽快安排复苏。

（2）如订购复苏状态的细胞，请将收到的细胞培养瓶放置在 37C培养箱

内静置 2小时，并镜下观察细胞状态。细胞因沿途运输或温度较低而出现皱缩等

现象，属正常情况。如没有发现污染等异常情况，请按照常规方法进行操作。除

非特别说明，我们通常不会在细胞及培养液中添加抗生素，并建议用户可根据自

身需要和实验室具体情况自行添加（通常 100U/ml青霉素和 100U/ml链霉素），

以预防细菌污染的发生。

① 对于复苏状态的贴壁细胞而言，细胞培养瓶中灌满的培养液已包含血

清或其他添加物，请收集后加入抗生素，并继续用于该细胞的换液或传代。

②对于复苏状态的悬浮细胞而言，请根据细胞的合理密度，使用半换法

进行换液或传代。半换法传代时，可直接向培养瓶中添加等体积的新鲜培养液，

然后将悬浮细胞吹打均匀后移入两个新的 T25培养瓶中培养。

③ 某些细胞贴壁能力较弱，在邮寄过程中可能发生部分细胞脱落、漂浮

等情况。请将培养瓶内的培养液（包括漂浮、脱落的细胞）收集至离心管，1000rpm
离心 5分钟后，将上清培养液转移至新的离心管备用。向离心后的细胞沉淀中加

入少量胰酶，轻轻吹打并作用 1-2分钟，之后用适量完全培养液中止反应，再次

吹打后将细胞悬液转移至新的 T25培养瓶，常规培养。另外，用户可根据细胞

融合度对原培养瓶内的贴壁细胞进行换液或传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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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普通细胞的传代

一. 实验前准备：

1. 将水浴锅预热至 37-37.5度。

2. 用 75％酒精擦拭经紫外线照射 30min的生物安全柜台面。

3. 生物安全柜中按次序摆放好无菌的离心管、吸管、培养瓶等。

二．细胞传代：

1. 悬浮细胞传代

请根据细胞（如 THP-1、K-562、293F等）的合理密度，使用半换法进行换

液或传代。半换法传代时，可直接向培养瓶中添加等体积的新鲜培养液，然后将

悬浮细胞吹打均匀后移入两个新的 T25培养瓶中培养。最后，请在瓶身写好细

胞名称、培养代数、日期、姓名等信息。

2. 贴壁细胞传代

① 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密度和生长状态，当细胞生长至覆盖培养瓶的

80-90%面积时，吸去培养液并用 PBS清洗 1-2次，轻轻晃动瓶身使 PBS充分接

触细胞。细胞清洗后将 PBS吸干净。

② 添加适量的 0.25%胰蛋白酶消化液，放入 37度培养箱消化。消化时间因

细胞种类、胰酶浓度和孵育温度不同而有所差别，通常为 1-3分钟，具体时间以

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胞变圆并开始脱落为准。消化时可将培养瓶放在倒置显微镜下

观察，当细胞回缩、离散、变圆后及时加入 5 ml完全培养基终止消化，再轻轻

吹打细胞使之脱落。

③ 将上述细胞悬液转移至 15 ml离心管中，1000 rpm 离心 5 min。弃上清，

将细胞沉淀用 5 ml 完全培养基重悬，混匀后按 一定比例进行分瓶传代。可补

充新的完全培养基至细胞培养瓶（如 T25培养瓶内培养液为 5-7 ml）。

④ 如有需要，可在第③步对细胞进行计数和存活率测定。吸取细胞悬液 20

μl，加入 20 μl台盼蓝染液，混合均匀后吸取 20 μl混合液加入到细胞计数板计数，

根据接种密度计算所需细胞液体积。

⑤ 在瓶身写好细胞名称、培养代数、日期、姓名等信息。最后将细胞放入

合适条件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常见的培养条件是 37℃，5%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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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普通细胞的冻存

一. 实验前准备：

1. 将水浴锅预热至 37-37.5度。

2. 用 75％酒精擦拭经紫外线照射 30min的生物安全柜台面。

3. 生物安全柜中按次序摆放好无菌的离心管、吸管、培养瓶等。

二．细胞冻存：

1. 预先配制冻存液

按照冻存液配方配制冻存液，放在 4℃冰箱预冷。常用的冻存液配方是 95%

完全培养液+5% DMSO，特殊配方请参见细胞说明书。

2. 收集细胞

当细胞生长至 80%-90%融合度时，吸去培养液并加入 PBS清洗，之后用胰

酶消化并用适量完全培养液终止消化，1000 rpm离心 5 min收集细胞。悬浮细胞

可直接转入离心管通过离心收集。

3. 加入冻存液

弃上清，在细胞沉淀中加入适量冻存液，重悬后细胞计数，并按照一定的细

胞密度分装到冻存管中（通常每支冻存官的细胞数量为 50-100万，冻存体积为

0.5-1 ml）。请在冻存管上标明细胞名称、培养代数、冻存日期、批次号等信息。

4. 低温保存

将冻存管放入程序冻存盒后（每分钟 1℃降温）直接放入-80℃冰箱过夜，次

日可转入液氮罐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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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冻存细胞的复苏

一. 实验前准备：

1. 将水浴锅预热至 37-37.5度。

2. 用 75％酒精擦拭经紫外线照射 30min的生物安全柜台面。

3. 生物安全柜中按次序摆放好无菌的离心管、吸管、培养瓶等。

二．取出冻存管：

1. 根据细胞冻存记录表，按标签位置找到所需细胞的编号。

2. 从液氮罐中取出细胞盒，取出所需的细胞，同时核对管外的编号。

三．迅速解冻：

1. 应遵守慢冻快融的原则。取出的冻存管细胞迅速放入已经预热的水浴锅中解

冻，并将细胞面浸至水面以下不断摇动至融化。

2. 约 1-2 min后冻存管内液体完全溶解，取出用酒精棉球擦拭冻存管的外壁，再

拿入生物安全柜内。

四. 离心：

1. 将冻存管内融化的细胞用无菌吸管转移至 15 ml离心管，并加入 5 ml完全培

养基稀释。

2. 平衡后，放入离心机中 1000-1200 rpm离心 5 min。

五. 制备细胞悬液：

1. 吸弃上清液，留下细胞沉淀。

2. 向离心管内加入 5 ml完全培养液，吹打制成细胞悬液。

六. 细胞计数：

一般地，细胞浓度以 2×105/ml为宜，具体浓度由细胞不同类型而定。

七. 培养细胞：

将细胞悬液转移入 T25培养瓶内，轻轻摇晃混匀后，将 T25培养瓶放入 37℃

和 5％CO2的培养箱 24-48小时后观察并换液，换液的时间由细胞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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