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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干细胞研究已经历经多年，将干细胞用于临床治疗是所有干细胞学领域专家的梦想，因此说，干细

胞是再生医学领域的曙光。科学家们辛勤的研究工作在最近慢慢地取得了成果，干细胞从理论研究到临

床应用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不久前，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报道，2008年6月，一支由多国科研人员组成的医疗团队在西班

牙完成了全球首例“人造气管”暨完整的“人造器官”移植手术，“人造气管”采用了自身干细胞培养

而成。如今术后5个月过去了，这名30岁女患者已彻底康复。布里斯托尔大学Martin A Birchall表示，

干细胞培植器官移植技术大约只需要20年的时间就可以发展成为常规手术。这次手术的成功实施是干细

胞技术的重大突破，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有可能因此改变外科手术的未来。 

 

2009年1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撤销布什发布的限制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行政命令，随后美国食品

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全球首宗人类胚胎干细胞治疗临床试验。据悉，胚胎干细胞多年来一直是医

学界研究的热点，这种细胞可以生成任何器官或组织。进行这项研究的美国生物科技公司Geron公司认

为FDA的批准将创造“人类医学史上的新篇章”。 

 

上帝在生物体内埋下的“奇迹”细胞 

 

蜥蜴的尾巴被切断后之所以重新长出，片蛭之所以头部和尾部都能再生，就是因为它全身都存在干

细胞。干细胞向切断的部位移动，通过增殖和分化，就完成了蜥蜴的尾巴和片蛭再生的全过程。 

 

张磊：2009年，干细胞治疗的梦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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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是一种“奇迹”细胞，简直“无所不能”，是“上帝”埋在我们体内的“种子”，是体细胞

的“亚当”和“夏娃”。干细胞不是干燥的细胞，“干”，译自英文“Stem”，意为“树干”和“起

源”。类似于一棵树干可以长出树权、树叶、开花和结果等。体细胞会因衰老或受伤死亡，所以动物体

内有一个干细胞库随时生产它们的替代品。干细胞的魅力在于：一旦身体需要，这些干细胞可按照发育

途径通过分裂而产生分化的成熟体细胞。也许在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人体器官可以在实验室按需

要、按流程生产，血细胞、脑细胞、骨骼、心肌细胞、肝脏、神经等的更换都不成问题，即使患上白血

病、帕金森氏症和癌症这些不治之症也能绝处逢生。 

 

开启潘多拉魔盒 

 

胚胎干细胞被称为“万能细胞”，能分化成各种不同的人体细胞，有望从根本上治疗多种现代疑难

杂症。但全能干细胞只能通过胚胎获取，因此带来了干细胞研究中广被质疑的伦理问题。教会及保守派

人士认为人类早期胚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为了获取胚胎干细胞而创造一个生命再毁灭它，是不合

伦理道德的。而最主要的担心还在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会导致有人偷偷克隆生命，有可能导致克隆人的

出现。道德层面的争议已经成为制约干细胞研究的瓶颈，科学与伦理再次成为对立的两方。无奈的科学

家只好另外开辟新的途径获取干细胞，对体细胞进行“再编程”(reprogramming )以获取“人造胚胎干

细胞”。2007年11月20日，在Cell及Science同时刊出来自美国及日本两个研究团队利用病毒将四个基

因送入皮肤细胞，促使普通的皮肤细胞产生变化，最后成为带有胚胎干细胞性质的细胞，称为诱导式多

能性干细胞（iPS）。不过，导致肿瘤不是iPS细胞唯一的缺陷，由iPS细胞发育出的嵌合体小鼠会表现

出显著的健康问题。在iPS细胞用于临床之前，还有更多的挑战需要面对。 

 

上帝的反击 

 

“天使和魔鬼只相差一步。”有关干细胞的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这句名言。科学家对美国联邦政府

准许培养的9种人类胚胎干细胞系进行了系统的检查。他们发现,这些干细胞如果在早期就进行冷冻保存

的话,它们的变化不大;但是如果对它们进行不断地传代、增殖培养,那么在细胞分裂数十次以后,其中的

8种干细胞系都会出现基因变异, 而这些变异与人类的癌细胞有关。根据一项新研究的结果，接受造血

干细胞移植（HSCT）的患者将面临相当高的二次癌症风险，特别是对于那些接受移植时年龄较大和接受

女性捐赠者干细胞的患者。这一结果发表在2007年1月1日的CANCER上，文章表示异源HSCT移植在10年内

的二次癌症风险是正常人群的2倍。被寄予无限希望的干细胞研究遭遇巨大挫折, 似乎是“上帝”开始

对人类剥夺他创造和控制生命的“特权”进行反击。 

 

干细胞治疗距我们还有多远？ 

 

设想中的干细胞前景距离现实到底有多远？近年来，在干细胞研究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总会引发

科学界对这项技术的争议。科学家警告，使用不当的干细胞治疗方法存在三方面的风险。除了可能引起

癌症外，还可导致患者被传染其他疾病，或者对注射进体内的干细胞存在强烈的排异作用。不过，英国

干细胞库的负责人洛德·布莱克莫尔说，干细胞的治疗作用确实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这要经过科学

家们艰苦的努力。任何不当的治疗措施不仅会对患者的健康造成伤害，而且还将使主流的研究受到挫

折。 

 

实际上，造血干细胞移植已在临床使用近半个世纪，治愈了数以万计的白血病患者。最近美国

Osiris公司研制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制剂，经三期临床试验后获美国FDA的同意即将进入市场。我国科

学家韩忠朝教授率领科技团队独辟蹊径找到干细胞非常理想的来源，于2006年首次从新生婴儿废弃的脐

带组织中得到了一种多能干细胞，称作脐带间充质干细胞（UC-MSC）。UC-MSC不但具有胚胎干细胞类似

的增殖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来源丰富、取材方便、低病毒感染率、无伦理障碍，而且没有胚胎干细胞

产生畸胎瘤问题，并且抗原性很低不产生免疫排斥反应，异体使用无需HLA配型，有望成为干细胞治疗

的有效手段。 

 

迄今人类对有关干细胞移植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仍未涉及,干细胞治疗是否增加肿瘤发生率、是否

增加免疫毒性等问题尚待评估，干细胞作用机制还有待深入探明。移植的干细胞数量与功能的关系, 移

植的干细胞在受体组织转归和长期命运, 其合适的生存微环境能力, 干细胞移植效果与受体的年龄、性

别、种族等的关系，如何大规模培养质量稳定、均一的干细胞……从以上种种情况看来，虽然干细胞是

媒体炒作的热门话题，也是许多患者获得重生的希望，目前的临床试验已见成效，但是它离大规模临床



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带着疑问和目标上路的人最终不会迷路的，我们希望并相信我们可以成为MSC

探索之路上清醒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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