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泌体提取试剂盒（通用型）
产品货号：BA2975
产品规格：10ml/20ml
产品简介：

外泌体提取试剂盒（通用型）可用于尿液、唾液、血液、细胞培养液等液体中外泌体的提取，操作简单，耗

时短，灵敏度高。原理是利用与外泌体具有高度亲和力的试剂，通过离心沉降，将外泌体分离出来。

产品组成：

产品名称 规格 保存

外泌体提取试剂盒（通用型） 10ml/20ml 2-8℃
试剂盒以外自备仪器和试剂：

低速离心机、无菌离心管、PBS。
注意事项：

1. 可根据样本实际用量，按比例调整试剂用量。所需样本至少为1ml，更少的样本体积虽也可以提出外泌体，

但是产量可能较低，不能满足后续实验需求，本试剂盒提取的外泌体可以满足至少3次Western blot所需的用

量。

2. 对于血液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的样本，外泌体的提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 所有样本均置于-80℃条件下保存，冷藏运输，建议利用新鲜样本进行提取。

4. 提取外泌体的得率：

(1) 处于不同发育阶段以及不同生长条件的样本中所含有的外泌体的量不同，在某些实验条件下或某些病变部位

获得的样本中外泌体的量可能与常规相应样本有显著的差异。

(2) 储存条件以及储存时间影响外泌体得率，一般来说从新鲜的样本中总是能够得到预期的外泌体产量，未保存

在-80℃或-20℃冰箱中的非新鲜样本不可靠。保存在-80℃冰箱中的样本，如果储存时间过长，外泌体产量也

会显著降低。因此，实验中样本需要量应以抽提结果为准。

操作步骤：

1. 将样本4°C，3000×g，离心10min，取1ml上清，置于无菌离心管中。

2. 加入本试剂盒提供的外泌体分离试剂250μl，轻柔混匀。

3. 将上述混匀液于4°C条件下静置2h；4°C，12000×g，离心20min。
4. 弃上清，所得外泌体沉淀用100μl 1×PBS重悬。

注意：外泌体如需保存，在-70°C可以保存一个月，建议提取完成立即进行下游实验。

常见问题：

1. 一次实验需要多少体积细胞培养液？

细胞培养液上清中外泌体的量受细胞类型、状态、数目的影响各不相同，根据实验需求决定样本量。

2. 用固定角度的离心机离心时，为什么要标记管子的摆放方向？

一般样本中外泌体含量较少，离心后可能肉眼观察不到沉淀，标记方向后，在重悬时将1×PBS朝离心管靠外

侧的内壁反复吹打洗脱即可。

3. 本品提取的外泌体可应用于哪些下游实验？如何应用于下游实验？

本品提取的外泌体可用于蛋白与RNA的提取。离心后的沉淀可用100μl的1×PBS重悬后使用，也可使用下一

步实验的试剂直接处理沉淀。例如，可直接使用裂解液吹打重悬沉淀后进入蛋白或RNA提取流程。

4. 血清/血浆外泌体沉淀如何重悬？

血清/血浆提取的外泌体沉淀可使用适量1×PBS或其他下游实验所需试剂进行重悬。沉淀重悬有时会较为困

难，可适量提高重悬试剂的使用量，若后续实验对外泌体的完整性无要求，可使用低速匀浆器进行重悬。



5. 测序实验建议的一次样品初始用量？

根据已有的测序经验，建议如下：

血浆血清需要2ml起始，得到的RNA大约在20-50ng；
细胞上清在20ml或以上，得到 RNA 大约在50ng以上；

其他类型的体液与体液的性质有关，建议都以20ml以上起始，得到RNA尽量在20ng以上。

样本制备原则：

1. 代表性原则

取样的代表性关系到实验结果是否具有科学意义，应根据实验目的慎重选择取样方案。应做到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样本在取材时间、部位、处理条件等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保证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2. 准确性原则

准确记录代表性样本的各种特征数据，按要求（低温、迅速）采集、制备、贮存、运输，最终正确地按实验

设计进行实验和数据处理。

3. 迅速性原则

样本质量影响实验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在采集、制备、贮存、运输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做到迅速，最大限度的

缩短从样本采集到实验的时间。

4. 低温原则

所取样本离体后，应尽快置于干冰或-80°C冰箱中，并保证在实验前始终处于-70°C以下，以避免外泌体降解。

常用样本制备指南：

1. 细胞上清

(1) 细胞培养诱导结束后，去除培养液。

(2) 加入适量的PBS缓冲液冲洗两次，彻底去除残留血清。

(3) 按每10cm皿（约107个细胞）10ml培养基，换成新鲜的不含血清的培养基或不含外泌体的血清培养基继续培

养至少48h（细胞融合率至少80%以上）。

(4) 48h后，收集细胞上清，并于3000×g离心15min，去除细胞或细胞碎片。

(5) 放入-80°C冰箱中保存。

2. 血液

外泌体血液样本提取时，血清和血浆可以正常提取，全血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提前做好血清或者血浆的分离。

以下是全血、血浆、血清的区别：

(1) 全血：通过采血管采集后，经过抗凝处理的全部血液。

(2) 血浆：经过抗凝处理的全血，进行低速离心后的上清液，为淡黄色液体。

(3) 血清：不经过抗凝处理的血液，让它自行凝固，在进行低速离心后的上清液，为淡黄色液体。全血经过长时

间放置，或通过冷冻、或高速离心后，会发生溶血，此时无法提取外泌体。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血清或者

血浆的分离，并且采血后尽快进行分离，期间不能经过冷冻，离心时转速不能太高，以800-1000rpm离心2-5min
左右为宜，离心后取上清即可。

3. 尿液

(1) 收集尿液时，应尽量选择受试者的“新鲜”尿液，并注意避免细菌污染，收集前注意对饮食的控制。

(2) 并于3000×g离心15min，去除细胞或细胞碎片。

(3) -80°C冰箱中保存。

效 期：12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