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家首次揭秘新生造血干细胞在体归巢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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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归巢停留“热点区域”的三维重构模型（红色代表造血干细胞，蓝色代表动脉，绿色代表静脉）。

 

一根魔法棒，一个旅行箱，英国魔法师纽特·斯卡曼德在全世界寻找神奇动物的下落。

 

在“麻瓜”世界，有一帮科学家钻进了斑马鱼的体内，他们利用活体免疫荧光标记、遗传调控和图形重构计算等“魔法”，追踪到了生物体内“最神奇

细胞”的行踪。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潘巍峻带领其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高清晰解析了体内造血干细胞归巢的完整动态过程，该研究成果于北京

时间11月20日凌晨在《自然》（Nature）杂志在线发表。 

 

白血病终结者 

 

血常规是人们体检中的必选项，人体血液中包含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各个类型的细胞，他们形态各异、各司其职，而这些血液细胞都有着一个共

同的来源——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具有分化成为血液中各类细胞的潜能。因此，它可以被用于血液、免疫和肿瘤等疾病的治疗中。 

 

例如白血病，大部分发病原因就是人体的造血机能出现了问题。医生通过骨髓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在临床上已经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造血干细胞是最早应用于临床治疗的一种干细胞。”中科院分子细胞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景乃禾说，随着干细胞移植

技术的不断发展，白血病现在已经不再是人人谈虎色变的“血癌”了。 

 

可是，造血干细胞发挥作用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归巢”。干细胞在循环系统中游走，寻找其最适宜的微环境，而只有找到了这个“家”，干细胞

才能进行自我更新和分化，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造血干细胞归巢是它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潘巍峻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就像出生在沙滩上的小海龟，它们出壳以后就知道要回到大海

去，造血干细胞天生就知道，自己需要回到造血组织中去。 

 

自带“GPS”的造血干细胞似乎总能找到自己温馨的小窝，可是人类要研究它们，却并不容易。 

 

追踪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归巢的概念由来已久，但由于这种生命过程的时空跨度非常大，观察手段十分有限。虽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科学家对归巢的细胞和分子

基础进行了一定探索，但归巢在体内生理情况下究竟如何发生，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仍扑朔迷离，严重制约了临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相关技术的发展。 

 

“显微镜的问题是只能‘显微’，但生物体的生命过程是个宏观现象。”潘巍峻觉得，他们需要先从研究方法上着手。 

 

这就好比上海的人民广场堵车，但不是在人民广场上架两台摄像头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利用卫星等手段，对周边的交通状况进行连续的监测，有了宏观

的数据后，再聚焦在堵车的重点区域，研究对策。 

 

为攻克这一科技难题，潘巍峻带领团队历时6年，在优化活体成像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活体免疫荧光标记、遗传调控和图形重构计算等方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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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了一套全新的可以完整解析体内造血干细胞归巢全过程的研究体系。 

 

研究人员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可变色荧光蛋白建立了造血干细胞标记系统，在高分辨率共聚焦荧光显微镜下，建立了造血干细胞长时程活体观察追踪方

案，从宏观到微观，生动地呈现了新生造血干细胞归巢的全过程。这一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原创性科学发现，也开启了国际上造血干细胞领域的在

体长时程、高分辨研究新时代。 

 

“这位干细胞，请在这里停车” 

 

经过对大规模长时程活体成像的统计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生物体内存在着一些造血干细胞归巢的“热点区域”，其中有一些独特的微血管结构，它们

就是造血干细胞的“家”。 

 

这些微血管就像是高速公路旁边的加油站或者停留区，其空间非常狭小，基本上跟造血干细胞尺寸差不多。造血干细胞进去之后，可以进一步进行增殖

分化等生理过程。 

 

但是，造血干细胞自己是不认识“家门”的，它们还需要一个帮手。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微环境细胞，我们把它叫做‘先导细胞’。”潘巍峻说。 

 

这类细胞是一种之前未被定义过的巨噬细胞新亚型，它们在归巢“热点区域”附近“巡逻”，发现有经过的造血干细胞，就会将其引入特定的血管结构

中，从而实现造血干细胞的归巢。 

 

2015年，国外有一个领域权威专家组成的团队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发现造血干细胞是通过一种类似“包汤圆”的方式实现归巢，在

领域内引起了轰动。 

 

然而潘巍峻等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方式其实只占到造血干细胞归巢事件的四分之一，而大部分的归巢，还是通过“引导员”的帮助发生在静脉微血

管结构中。 

 

“现有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往往需要输进入几千万到上亿个细胞，但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就几十个到几百个，就是因为不知道移植进去之后能不能归巢。”

景乃禾说，“有了这项成果，人们掌握了归巢的过程，将来就有可能去精确地调控造血干细胞归巢微环境，大大减少移植所需要的干细胞数量，节约大

量的医疗成本。” 

 

《自然》期刊高级编辑Natalie Le Bot评价称，中科院科学家完成这项出色的工作依赖于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这一研究结果有望成为将来提高

骨髓移植成功率的关键。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709-7 

 

来源：科学网

联系我们 | 人才招聘

© 版权所有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京ICP备140477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648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5号（100021）  电话：010－67776816  传真：010－67781534  E-mail: calas@cast.org.cn

技术支持：山东瘦课网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站长统计





http://www.calas.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79
http://www.calas.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89
http://beian.miit.gov.cn/
mailto:calas@cast.org.cn
http://group.soocedu.com/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1264453274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