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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 

 

探索干细胞临床应用犹如开启潘多拉魔盒，虽然福祸未知，好奇心还是驱使人们充满遐想和期待。

近年来，干细胞移植技术十分盛行，据传干细胞美容可以让人“返老还童”。 

 

据美容机构介绍，干细胞美容可达到除皱、美白、祛疤等神奇效果。那么，干细胞究竟是何方神

圣，到底能否帮人们实现青春不老的美丽夙愿呢？ 

 

干细胞与人体衰老之谜 

 

干细胞是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群体，是形成各种组织器官的起源细胞。蜥蜴的

尾巴被切断后可以重新长出，就是由于体内保留着一些非常原始的干细胞在发挥作用。“干”，译自英

文“Stem”，意为“树干”和“起源”，类似于一根树干可以长出树杈、树叶、开花并结果等。干细胞

具有三方面迷人的特征：首先，干细胞恰似睡美人，一般情况下95%以上的干细胞没有活性，而当组织受

到损失时，这些干细胞便苏醒过来开始增殖。第二，干细胞非常聪明，像天空中的小鸟知道如何归巢，

能够自行向目标组织迁移。第三，干细胞非常能干，一旦身体需要，这些干细胞可按照发育途径分化出

不同的功能细胞。 

 

人可以活到100岁或更长，而单个体细胞往往没有那么长的寿命，例如，上皮细胞每27~28天更换一

次，肠黏膜细胞每2~3天就要换一次。机体成熟体细胞会因衰老或受伤死亡，这些干细胞随时生产它们的

替代品来维持各种的细胞更新和组织修复。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干细胞可以维持我们一生的需要。可

惜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中的干细胞族群增殖和分化的能力会严重减弱，新生的细胞补充不足，

衰老细胞不能及时被替代，全身各系统功能下降，让人一天天老去。 

 

从这个角度看，通过某种方式干预和恢复干细胞的活力就有望修复组织功能，达到延缓衰老的效

果。近年来科学界在干细胞研究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使细胞治疗疾病正在成为可能。 

 

危险的干细胞美容 

 

所谓的干细胞美容术，一般都是直接注射所谓的干细胞美容针，而根据目前的医学水平，干细胞研

究主要用于治疗血液病等疾病，还没有到美容这个层次。而且，目前干细胞研究更多是在实验室的研究

阶段，在我国还没有一种干细胞产品真正推向了市场，利用干细胞进行美容完全是一种概念炒作。 

 

首先，只有活的干细胞才有作用，干细胞必须养在培养液中，或超低温冷冻保存才会有活性，普通

条件下放置的干细胞原液或冻干粉制剂很快就成了死细胞，不再有干细胞的特性。其次，即使这些制剂

中真的有活的干细胞，那么把干细胞注射到体内，体内的免疫系统将会攻击这些外来的异物，产生有害

身体的排异、过敏反应。直接注射早期的胚胎干细胞很容易发生癌变，并且在这些细胞发育成熟后会变

成体内的“定时炸弹”，不知几年后会爆发，攻击受者的组织器官。第三，干细胞组织来源多样，供者

遗传背景复杂，体外分离、培养等过程漫长，很容易引起干细胞的遗传特征和生物学行为改变，从而带

来免疫毒性和致瘤风险，而且还会带来多种外来物质，甚至污染病毒等病原体。在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

的情况下干细胞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无法实现，在非专业机构进行的干细胞移植是极不科学，也是极

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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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干细胞技术无疑将为改善人类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带来崭新的变革，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开发

人员都应该对这项新技术的应用保持必要的谨慎和耐心，不可急功近利。相信在科学的指导下规范、有

序地开展研究，干细胞技术在不久的将来终将走入我们的生活。 

 

（作者系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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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怎么了解干细胞美容，但基因美容略有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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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之所以这样还不是因为人的欲望太多，不想变老，不想变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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