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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心肌细胞 H9c2(2-1)说明书 

 

目录号：SCSP-5211 

细胞名称：H9c2(2-1) 

细胞描述：H9c2(2-1)是来源于 BD1X 大鼠胚胎心脏组织的原始克隆细胞系的亚

克隆，具有骨骼肌的许多特性。该细胞株中的成肌细胞能融合形成多核的肌管，

并对乙酰胆碱的刺激产生反应。当培养基中的血清浓度下降到 1%，细胞融合会

加快。该细胞系可用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物种：大鼠，Rattus norvegicus 

组织来源：心脏 

细胞来源：2023 年引进 

完全培养液配方：见下方备注。 

批次/冻存日期：详见 冻存管/培养瓶 标识 

参考传代周期：2-3 天 

参考传代比例：1:3-1:5 

参考换液周期：传代时换液 

冻存液：95%完全培养基+5%DMSO 

细胞形态：成肌细胞，贴壁生长 

支原体检测结果：阴性 

种属鉴定：采用包含人，小鼠，大鼠，中国仓鼠，叙利亚仓鼠，非洲绿猴，狗，

牛，猪，兔，猫，猕猴，马，绵羊，山羊以上15个物种COI基因物种特异性引物

的种属污染鉴定试剂盒扩增该样本DNA，使用ABI 3500xl型遗传分析仪进行PCR

产物检测并以GeneMapper5.0®分析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细胞

提取DNA溶液或者DNA溶液质量合格，实验中内标不同片段峰高均衡且稳定，

阴性对照样本无扩增产物峰，阳性对照样本结果正确。2.检测样品的内参照峰及

大鼠物种识别峰出峰。3.未见其他物种识别峰。结论：1.该细胞为大鼠细胞；2.

该细胞未检测到人、小鼠、中国仓鼠、叙利亚仓鼠、非洲绿猴、狗、牛、猪、兔、

猫、猕猴、马、绵羊及山羊物种来源的DNA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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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c2(2-1)： 

 

阴性对照： 

 
阳性对照： 

 
 

表 1：检测的种属及种属特异物种识别峰片段大小 

检测位点  荧光通道  3500 Dx、3500xL Dx 产物片段大小（nt）  

人  蓝色  154.2±0.8  

猫  绿色  199.6±0.8  

内参  蓝色  205.0~220.0  

猕猴  绿色  219.0±0.8  

山羊  蓝色  26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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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蓝色  281.0±0.8  

大鼠  蓝色  287.0±0.8  

非洲绿猴  蓝色  297.3±0.8  

马  绿色  318.5±0.8  

叙利亚仓鼠  绿色  329.4±0.8  

狗  蓝色  342.4±0.8  

小鼠  蓝色  352.5±0.8  

中国仓鼠  蓝色  440.0±0.8  

兔  蓝色  550.0±0.8  

绵羊  蓝色  563.4±0.8  

牛  蓝色  568.0±0.8  

 

H9c2(2-1)细胞照片： 

低密度：                              高密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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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y AP, et al.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by 

hypoxia. J. Biol. Chem. 271: 2746-2753, 1996. PubMed: 8576250 

备注： 

1. 大鼠胚胎心肌细胞 H9c2(2-1)完全培养液配方（100 ml）： 

DMEM (Gibco, 11995065)         90 ml 

FBS (Gibco )                                  10 ml 

2. 我库冻存时，每支冻存管约含 1×106 细胞量，体积为 0.5 ml，预期存活率 70%，

建议复苏至 1 个 T25 培养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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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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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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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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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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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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