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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的原理 

 脊椎动物免疫系统在发现抗原时，体内的 B 淋巴细胞会刺激分化为记忆

B细胞和浆细胞，后者合成一种可以与抗原特异性结合的免疫球蛋白。但是，可

以合成抗体的浆细胞无法增殖，可以增殖分化的记忆 B 细胞又不能直接产生抗

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使用了细胞融合技术。如图所示，科学家们将

可以自行增殖的骨髓瘤细胞同 B淋巴细胞融合，产生的杂交瘤细胞既继承了骨髓

瘤细胞自行增殖的能力，还继承了 B淋巴细胞合成所需要的抗体的能力。再通过

筛选去除融合失败的细胞，将成功融合的杂交瘤细胞进行体外或体内培养，最终

生产单克隆抗体。 

 

二、技术应用的实例 

单克隆抗体拥有非常好的特异性，可以与目标抗原结合，而根据目标抗原的

不同，其应用也不同。例如，如果目标抗原是一种病原微生物或肿瘤的抗原，使

用其对应的单克隆抗体可以用于检验该病原体或肿瘤。由或者，目标抗原是生物

体内的一种蛋白质，使用单克隆抗体可以定性并进一步定量测定该蛋白在深谷我

体内的表达量。著名的 western blot 实验就可能用到单克隆抗体，有一种高度

特异性的一抗可以很好的增加实验成功率。 

除此之外，单克隆抗体也可以用于蛋白质提纯，利用抗体与目标蛋白特异性 



 

 

 

 

 

三、技术的优缺点 

单克隆抗体技术使得大规模生产特定抗体成为可能。杂交瘤细胞理论上可以

在体外一直存活并不断增殖，在不发生基因突变的情况下可以一直生产所需要的

抗体。单克隆抗体比起多克隆抗体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减少了交叉反应的发生，

同时更容易大量制备。高特异性使得其可以在检验科、实验室和临床等地方发光

发热。 

不过，单克隆抗体的生物活性有局限，其反应强度也不如多克隆抗体。由于

生物体内的酶降解机制，大多数种类蛋白质药物的药代动力学性质都一般。因此，

单克隆抗体的口服给药系统的开发具有挑战性。同时，收到 pH等环境因素影响，

单克隆抗体的构象容易被改变，加大了运输储存的难度，再加上单克隆抗体制备

技术复杂、费时费工，单克隆抗体高昂的价格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技术发展的趋势 

 早在 2011 年单抗药物的市场总量就已经达到了 628 亿美元。从最早的，可

能引起严重的“人抗鼠抗体反应”的鼠源单克隆抗体，到如今逐渐成熟的全人源

单克隆抗体，单克隆抗体技术已经逐渐趋近于成熟。其缺点也陆续被解决，例如

通过人为修饰或是通过载体，改善单克隆抗体药代动力学性质。 

 单克隆抗体在治疗肿瘤方面的潜力巨大，虽然目前只有部分肿瘤可以通过单

克隆抗体治疗，但我相信，未来的肿瘤药物一定会是单克隆抗体的天下。 

结合的性质，可以使用单克隆抗体层析

的方法高效分离出目标蛋白和其他蛋

白。而在医院中，单克隆抗体不仅在检验

科大有所为，它在肿瘤治疗方面也有奇

效。众所周知，肿瘤治疗，如化疗，经常

面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在杀

灭了肿瘤细胞的同时损伤了大量正常细

胞，使得肿瘤患者的预后不好。但如果将

药物与单克隆抗体结合，就可以更高效、

特异地用药，靶向性更强，相对应的副作

用也就更小。 

如图，CD47单克隆抗体唤醒巨噬

细胞吞噬癌细胞，阻碍癌细胞免

疫逃逸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