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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鼩肝细胞体外分离培养体系的复建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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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树鼩（Tupaia Belangeri）与人和灵长类亲缘关系较为接近，是乙型肝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小动物模型，

而其原代肝细胞的分离和培养则是建立HBV体外感染模型及应用和基础研究的关键的第一步，但由于以往的文献
报道均较为简要，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本研究通过与机械分离法的直接比较，验证了两步灌注法在树鼩肝细胞
分离中的优越性。进而发现，在分离后的体外培养过程中，二甲基亚砜不仅能够促进和维持原代肝细胞的分化，

而且能够显著地抑制纤维状细胞群的出现。同时，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和表皮生长因子（EGF）能够促进肝

细胞在体外长期存活。在此优化的条件下，原代培养可持续4—5周，并且较多的细胞聚集形成类似肝窦结构的形
态，从而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机理研究和药物筛选提供了必备的先决条件，也为丙型肝炎病毒和丁型肝炎病毒及
单纯疱疹病毒等研究和药物筛选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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