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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细胞分泌(外泌体主要分布在多种体液中#内含

不同种类蛋白质+脂质+信号分子#容易与临近细胞的

细胞膜发生融合)

G$.

*

#能在不同细胞间进行信息传递#

调节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发挥多种生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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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泌体是小膜性囊泡#具有胞外酶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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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超迷离心法提取的人血清外

泌体外形较圆#绝大多数囊泡外周能观察到膜性结

构#聚集形态既可单个分布#又可聚集成落#内部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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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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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离心法#说明
YSIdN"5]

法较超迷离心法便捷+

简单(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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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取外泌体方便+简单#

能有效反映微小外泌体#提高蛋白检出量#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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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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