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M亲脂性苯乙烯荧光染料(细胞膜和神经元染色剂)
产品简介：

FM荧光染料系列目前包括FM 1-43、FM 2-10、FM 4-64、FM 5-95四个染料产品，它们是一类亲脂性苯乙烯

类荧光染料，目前主要用于活细胞的细胞膜特异标记、神经元细胞的示踪成像以及胞吞胞吐等囊泡相关的生物理

过程跟踪。

FM荧光染料系列对细胞无毒，可用于活细胞的染色标记。它们均具有较好的水溶性，在水溶液中它们是不

发光的，但是当它们与细胞膜及类似膜结构结合后，会发出明亮的荧光。它们广泛用于活细胞膜结构的染料标记，

特别在植物细胞膜的染色中应用非常广泛，相比其他细胞膜染料具有特异性高、染色均匀和信号明亮等优点。它

们还可以通过荧光信号跟踪标记神经元细胞，在主动释放神经递质的神经元中，染料会在可回收突出囊泡中内化，

使得神经元细胞末端被明亮染料，可以用于研究神经元相关生理过程。FM染料的细胞膜荧光标记被广泛用于选

择性可视化真核细胞的细胞质膜和海胆卵细胞的质膜，可以用于研究真核细胞和细菌的胞吞胞吐过程，植物细胞

的囊泡运输过程，以及细菌的空泡化和孢子形成等生理过程。除了标记细胞膜相关的结构和生理过程，FM染料

在示踪神经元突触结构和相关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释放神经递质的神经元中，这些染料可以被内化进入再生

的突触小泡中，从而点亮神经末梢，明亮标记神经元细胞。这些FM染料的衍生物还可以长时间特异标记真核细

胞的细胞膜达到数小时，使得人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手段实时跟踪细胞质膜的生理变化。

储存和使用：

FM染料均为干燥固体，它们分子性质使其具有较强吸潮性，必须密封防潮储存。FM染料干燥固体在使用

时，可以先溶解于水或 DMSO 中制备母液。这些干燥固体染料放置在干燥避光环境中可以室温保存 12个月及以

上。FM染料的母液稳定性相对较差，它们需要储存在-20°C环境中，并且最好在两周内使用。

化合物性质参数：

染料 分子量MW Ex/Em (nm) in PBS Ex/Em (nm) in methanol
FM 1-43 611.55 493/631 509/624
FM 2-10 555.44 490/628 507/622
FM 4-64 607.51 507/808 546/811
FM 5-95 565.43 490/809 542/809
注：荧光光谱一般是在甲醇溶液或 PBS缓冲溶液中收集得到，FM染料在水中一般不发光。FM 染料激发和发射

波长在细胞膜环境通常比在甲醇等溶剂环境中要稍微短一些，依赖不同的染料，其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通常会有

20nm和 80nm的差别。

细胞质膜(动物细胞)的标记流程：

该标记流程为 FM 染料标记盖玻片上贴壁培养活细胞的一般操作流程。其中，光学条件依赖于使用细胞特点

可能有所不同，该流程使用粘附在盖玻片上牛肺内皮细胞优化得到，也适用于其他动物细胞系。由于这些染料会

在染色后快速内化，因此尽量在规定建议温度和时间条件下进行染色，以降低内化程度和提高特异性细胞质膜的

染色和成像。在动物细胞中，染料内化通常会在染色 10分钟内发生。建议在该染色过程中使用不含镁离子和钙

离子的 Hanks平衡盐溶液(HBSS)。这是因为镁离子或钙离子的存在通常会显著加速染料的内化过程，从而降低细

胞质膜选择性成像。

细胞质膜染色

1. 使用冰冷 HBSS溶液配置工作浓度为 5µg/mL 的染料溶液，并将该染色溶液置于冰上。

2. 从培养基中取出盖玻片，迅速将其浸入冰上的染色溶液，并保持 1分钟。细胞质膜会被快速染色。



3. 从染色液中取出盖玻片，将其装载在显微镜载玻片上，用石蜡密封，放在冰上，立即成像。为了获得最佳成

像效果，无需对成像样品进行清洗。

细胞质膜(植物细胞)的标记流程：

该标记流程为 FM 染料标记植物细胞的一般操作流程。其中，光学条件依赖于使用细胞特点可能有所不同，

该流程使用拟南芥根尖表皮细胞优化得到，也适用于其他植物细胞。相比于动物细胞膜的高流动性，植物细胞膜

由于细胞壁的存在而使其流动性大大降低，因此 FM染料的内化情况不明显，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大于 0.5小时)
发生染料的内化过程。

细胞质膜染色

1. 使用水溶液配置工作浓度为 10µM的染料溶液，并将该染色溶液置于室温环境。

2. 将拟南芥从培养基中取出，将其根部快速浸入染色溶液，并保持 2-3分钟。根尖细胞的细胞质膜会被快速染

色。

3. 在载玻片上滴 1-2滴培养液并将染色后的拟南芥幼苗装载在显微镜载玻片上，用盖玻片轻轻压住根尖部分并

置于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立即成像。为了获得最佳成像效果，无需对成像样品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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