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染色体核型分析服务 染色体核型 贴壁细胞

产品名称 染色体核型分析服务 染色体核型 贴壁细胞

公司名称 苏州飞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8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双泾街59号4号楼202室（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18051093356 18051093356

产品详情

染色体是细胞分裂期高度凝集的 DNA 蛋白质纤维，是间期染色质结构紧密盘绕折叠的结果。核型是指
一个体细胞内的全部染色体按其大小、形态特征排列起来构成的图像。将待检细胞进行染色体数目、形
态结构分析，确定其核型是否与正常核型一致，称为核型分析。染色体核型分析，是遗传学科学研究和
辅助临床诊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分析染色体易位、缺失，诊断各种遗传病变的关键指标。

染色体核型分析实验是选择增殖旺盛期的细胞进行秋水仙素处理，使细胞分裂停止在中期，以获得足够
量的分裂期细胞，经低渗、固定、制片、染色，在显微镜下观察。制备的染色体标本，未经特殊处理，
直接染色后镜下观察进行核型分析的过程称为染色体非显带核型分析。染色体显带核型分析则是染色体
标本经显带技术处理，使染色体沿纵轴上显示出一定数量的、着色程度不同的、宽窄不等的明暗相间的
带纹。每条染色体都有独特而恒定的带纹，主要取决于 DNA、蛋白质及染料三者的相互作用。显带技术
不同，染色体上显示出的带纹也不同。染色体显带技术包括 G 显带、Q 显带、R 显带和 C 显带等。G 显
带技术是将染色体标本经胰蛋白酶消化后，再以吉姆萨（Giemsa）染色而显带。其所显示的染色体带纹
清晰，普通显微镜下可以分辨，标本可长期保存，因此被广泛应用。

实验步骤（以下以贴壁培养细胞为例）

一、实验准备

1）细胞完全培养基：根据细胞类型和实际需要确定

2）细胞消化液：0.25% Trypsin-EDTA

3）磷酸缓冲液（PBS）：pH7.4

4）秋水仙素（或者秋水仙胺）溶液：20 μg/mL



5）低渗液：0.075 M KCl 溶液

6）固定液（新鲜配制）：甲醇：冰醋酸 = 3：1

7）Giemsa 染色液：先配置 1% Giemsa 原液（以甘油，甲醇配制），再以 PBS 稀释 10 倍后使用。

8）胰酶溶液：0.25% Trypsin

9）乙醇：95% 乙醇（AR）

10）其他耗材：载玻片、无纺布等。

二、染色体标本制备

1）载玻片清洗：将载玻片逐片放入超声波清洗器内超声 30
min，然后用自来水将载玻片进行彻底冲洗，烘干。逐片放入次强酸清洗液中浸泡约 24
h。取出后用自来水彻底冲洗，然后用纯水彻底冲净，然后放入 95%
乙醇内保存备用（需密封）。使用前可用无纺布将载玻片擦干，置于- 20℃ 预冷备用。

2）细胞培养：细胞正常培养，观察细胞生长状态，接种至 6 孔培养板，待其生长至对数生长期（融合度
70%～80%）进行实验。

3）秋水仙素处理：吸去培养基，加入含有秋水仙素（终浓度 0.2 μg/mL）的新鲜培养基，继续于 37℃
培养 2 小时。培养结束后，常规消化细胞，离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并轻轻吹散均匀。

4）低渗处理：低渗液于 37℃ 预热，然后逐滴滴加 3 mL
低渗液，并将细胞均匀分布于悬液中，再逐滴滴加 5 - 7 mL 低渗液，轻轻颠倒离心管至水平 2 次，放至
37 ℃ 水浴作用 15 分钟。

5）预固定：加入新鲜配制的固定液约 200 μL，预固定 2 - 3 分钟；800 rpm 离心 8 分钟。

6）固定：A．去上清，敲打管底以剩余溶液使细胞充分重悬，确保细胞成单个分散状态；B．沿管壁逐
滴滴加 3 mL 固定液，用枪轻轻将细胞吹散，再逐滴加入 5 - 8 mL 固定液，固定 40 分钟；C．800 rpm 离心
8 分钟，敲打管底使细胞充分重悬，确保细胞成单个分散状态。如上述加入固定液重复固定细胞 2～3
次；D．剩余 0.5 - 1 mL 固定液，用枪轻轻吹散细胞。

7）制片：吸取细胞悬液，滴至预冷的载玻片上，将载玻片掠过酒精灯几次，室温下干燥。在显微镜下观
察，如果细胞能均匀的铺展，中期相不重叠，则用同样细胞浓度样品多制备几份样品。否则要进一步稀
释细胞悬液，或者调整滴片高度，以达到满意的铺片效果。

8）染色：取出玻片，滴加 Giemsa 工作液，完成覆盖即可，染色 20～30
分钟；自来水冲洗终止染色，放入 35 ℃ 烘干。

9）封片：以封片剂封片，以备长期保存。

10）镜检观察：先用低倍镜做全面检查，再换至高倍镜，以油镜观察并拍照。每个样本至少选取 30
个染色体组进行后续计数分析。

三、G 显带



1）胰酶工作液准备：以 PBS 将 0.25% Trypsin 稀释 10 倍（以染缸准备 50 mL 工作液），置于 37℃
水浴锅中预温。

2）制片老化：前述制备好的未染色的玻片在烘箱中 70℃ 烘烤 2 小时进行老化处理。

3）胰酶消化：将玻片置于胰酶工作液中处理 2 - 3 分钟，轻轻摇动，然后在 PBS 中漂洗玻片。

4）染色：Giemsa 染色同前。

5）封片：同前。

6）镜检观察。

四、核型分析

1）软件分析：常见的分析软件包括 Videotest 染色体核型分析软件、MetaScan Karyotyping System
PathfinderTM KARYOTM 模块、IMSTAR 全自动智能染色体核型分析系统 Pathfinder Karyo 系列等。

2）人工分析：选取染色体分散良好的图片至少 30 组，先计数统计。再根据同源染色体大小、形状、带
型等相似的特点，将染色体进行配对。可先以图像处理软件将每条染色体剪切编号，摆正位置，然后根
据各组染色体的带型特点进行配对，可以 imageJ 等软件计算长、短臂长度辅助进行配对。

五、注意事项

1. 细胞状态。应该选取生长状态良好的细胞进行实验，生长状态差的细胞，比如老化的间充质干细胞等
，应在实验前通过观察即排除。

2. 染色体标本制备。针对不同的细胞，所使用的秋水仙素的用量和作用时间，低渗和固定的处理时间，
滴片时细胞的浓度，滴片高度及玻片的预处理，均会对制片有所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

3. G 显带过程中，胰酶作用时间、温度、pH 值等均会对显带带来影响，应避免过长或过短消化。

4. 核型的最终分析，即便是使用软件进行分析，也依然需要熟练技术人员的核对。每对染色体的不同显
带特点，需要技术员长期大量的经验积累。对异常染色体组的核型分析，尤其需要注意选择多个图形进
行分析后，再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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