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科学 | 医学科学 | 化学科学 | 工程材料 | 信息科学 | 地球科学 | 数理科学 | 管理综合 站内规定 | 手机版

首页 | 新闻 | 博客 | 院士 | 人才 | 会议 | 基金 | 大学 | 国际 | 论文 | 视频 | 小柯机器人  本站搜索

作者：鲁亦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8/18 10:25:41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大脑类器官能发育出视杯

 

包含视杯的大脑类器官。图片来源：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Elke Gabriel

8月17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可以用来生

成包含视杯的大脑类器官。视杯是眼睛中的一种结构。该类器官能自发地从类脑区前部发育出双侧对称

视杯，显示出iPSCs在高度复杂的生物学过程中固有的自我模式形成能力。

“我们的工作强调了大脑类器官产生原始感觉结构的显著能力，这种感觉结构是光敏的，包含的细

胞类型与人体相关细胞类似。”该论文通讯作者、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的Jay Gopalakrishnan说，

“这些类器官可以帮助研究胚胎发育期间的脑—眼相互作用，为先天性视网膜疾病建模，并能生成特定

的视网膜细胞测试个性化药物和进行移植治疗。”

人类大脑发育和疾病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用多能干细胞衍生的3D类脑器官来研究，这些类器官可以产

生人体内所有类型的细胞。之前有研究用人类胚胎干细胞制造了视杯，并产生了视网膜。也有研究表

明，视杯样结构可以从iPSCs中产生。

但在过去，用多能干细胞衍生视杯主要是为了产生视网膜。直到现在，人们还未能将视杯和其他3D

视网膜结构在功能上整合到大脑类器官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Gopalakrishnan和团队修改了他们之前开发的将iPSCs转化为神经组织的方案。

最终，他们生成的大脑类器官形成了视杯。该结构最早在30天内出现，50天内成熟为可见结构。这个时

间框架与人类胚胎视网膜发育时间框架相吻合，因此可以使某些类型的发育神经生物学实验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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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来自4名捐赠者的16个独立批次iPSCs，研究人员生成了314个大脑类器官，其中72%形成了视

杯，这表明该方法是可重复的。这些结构包含不同类型的视网膜细胞，它们形成了能对光线作出反应的

电活性神经元网络。含有视杯的大脑类器官也包含晶状体和角膜组织，并且视网膜与大脑相应区域相

连。

Gopalakrishnan说：“在哺乳动物的大脑中，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神经纤维向外延伸，与它们的大

脑目标连接，但这在体外系统中从未被展示过。”

在未来的研究中，科学家计划开发出一种策略，使视杯能够长时间存活，从而研究视网膜疾病的诱

发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https://www.cell.com/cell-stem-cell/fulltext/S1934-5909(21)00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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