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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公告： 313次会议：生殖与发育研究正处关键期    

     ［科学网 潘锋报道］引自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712188311547196979.html?id=196979

    以“干细胞生物学与克隆”为主题的第313次香山科学会议11月20日～22日在北京举行。同济大学教授裴

钢、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裴雪涛、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周琪、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端卿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重要进展令人振奋 

    裴钢在题为《生殖与发育研究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与战略部署》的主题评述报告中指出：生殖与发育是各物种

个体形成与进化的基础，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的关键科学问题。生殖与发育研究既是经典生物学的重点，也是

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生殖与发育和干细胞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和突破，1997年多利羊克

隆成功，1998年实现了人类干细胞的分离与鉴定。 

    也许是巧合，就在本次香山科学会议召开的当天11月20日，日本和美国研究人员分别在《细胞》和《科学》

杂志上在线发表论文，宣布他们各自独立进行的研究，首次利用人体皮肤细胞诱导培育出类胚胎干细胞。这一突

破被誉为生命科学研究的里程碑。而在此次香山科学会议的多个报告中，研究人员都不约而同地看好诱导性多功

能干细胞（iPS细胞）。 

    “学界对这一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因为它能避免人体胚胎克隆技术引发的伦理争议，更由于它突破了以

往只能利用卵子和胚胎的取材限制，其高效、便利为再生医学应用打开了大门，为未来干细胞用于个体治疗带来

了希望。”裴端卿说。裴雪涛则认为，利用iPS细胞将有望在不使用胚胎或卵母细胞的前提下，制备用于疾病研

究或治疗的胚胎干细胞成为可能，从而为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的研究与应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将极大地推

动该领域和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 

    另一项让科学界倍感振奋的研究是，11月14日英国《自然》杂志报道称，经过10年努力，使用了15000多个

卵子之后，美国俄勒冈州健康和科学大学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利用细胞核转移技术成功克隆出猕猴胚

胎，并提取出两个干细胞系，这是科学家首次成功克隆灵长类动物胚胎。研究小组在实验中总共利用了来自14只

母猴的多达304个卵子，成功率仅为0.7%。而在此之前，“唯一被成功克隆胚胎并提取到胚胎干细胞系的动物是

老鼠”。专家对此评价说：从老鼠到灵长类的猴子，就像冲破了一道屏障。 

    与会专家认为，生殖与发育和干细胞研究成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几乎涉及了所有的

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学领域，并将在细胞治疗、组织器官移植、基因治疗、新基因发掘与基因功能分析、发育生



物学模型、新药开发与药效、毒性评估等领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其研究水平正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科技发展水平与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干细胞：前景与差距 

    进入21世纪，人类仍然被众多疾病所困扰。因疾病、创伤、衰老和遗传缺陷所导致的组织器官缺损与功能障

碍一直是人类难以攻克的医学难题。基于干细胞的再生医学是一门新型的医学手段，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寿命的

延长、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干细胞技术和相关的治疗性克隆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催生人类历史

上的第三次医学革命，那就是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后的再生医学治疗途径。通过干细胞研究，科学家们还可以

阐明胚胎发育及组织生长等一系列调节事件的详细过程，为攻克干细胞定向分化为特定组织的细胞并运用于疾病

治疗等难题打下基础，为确定人类各种基因的功能开辟一条有效捷径。 

    裴钢说：“生殖与发育的研究衍生出了胚胎干细胞生物学；干细胞研究正在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主导性领

域。干细胞研究将运用和集成生物医学领域在信号传导、细胞功能、基因组和其他组学等方面的研究手段和成

果，为再生医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干细胞应用的瓶颈问题是大量繁殖与定向分化；干细胞

领域的研究焦点是自我更新与分化机理。” 

    裴雪涛说，干细胞以及在再生医学领域中的应用技术几乎涉及人体所有的重要组织和器官，也涉及人类面临

的大多数医学难题，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复杂疑难疾病的治疗。但目前成体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也面临许多

问题和挑战，包括成体干细胞的定义与来源、成体干细胞的特异性标志、成体干细胞的发育分化机制等关键科学

问题。关注并系统地对成体干细胞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将最终使成体干细胞安全、有效地用于疾病的治疗成为

可能。 

    期待重大突破 

    裴钢强调，我国生殖与发育和干细胞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需正视我国干细胞基础研究的空白与国际同

行间的差距。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973”、“863”和重大研究计划，对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了较大的投入，期待

着该领域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国的干细胞研究主要是以应用技术研究为主，干细胞的基础研究起步晚，投

入少，整体干细胞研究队伍体量小，人才结构与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善，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比较薄

弱。本次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正视这些差距，试图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对策。 

    裴端卿说，人体由大约60万亿个细胞组成，这些细胞行使着从食物消化到情感思维的各种生命活动，是人类

健康与疾病状态的基础功能单元。但是，目前人体内的细胞种类分类不完善，多数功能不详，缺乏系统研究；细

胞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够清晰；大多细胞谱系的来源与分化途径研究甚少；由于人体细胞谱系知识的缺乏，导致了

目前胚胎干细胞体外定向分化研究的困难，从而会进一步影响基于干细胞分化技术的再生医学发展。 



    裴端卿建议启动人类细胞谱系图计划，像基因组与蛋白质组计划一样系统地研究我们人体内所有的细胞谱系

的特征与发生发育，这将是人类认识自己的很重要一步。绘制出一幅完整的由受精卵到成熟个体的细胞谱系，将

为干细胞治疗和其他再生医学研究和应用提供精确的路线图。该计划的实施将会产生巨大的技术需求，将带动我

国生物医学研究自主创新能力水平的提高。与会专家讨论认为，该计划需要各个生命学科的广泛参加与集成攻

关，集中力量办大事，由于国际上没有同类的大计划，这也许是我国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良好机会。同时，部分

专家也提出实施该技术需要解决技术难度较大、管理大协作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国家中长期计划“生殖与发育”重大专项实施近两年来，我国在该领域已经有了一支体量虽

小，但富有朝气的人才队伍，在部分领域开始突破并形成特色。为了进一步实施好该重大专项，我国需加强生殖

与发育和干细胞研究领域具有共性的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提出干细胞基础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与研究方向；找

出我国干细胞基础研究的亮点和空白，以及与国际同行间的差距；预测干细胞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明确新形势

下我国发育与生殖领域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学发展趋势和我国重大战略需求，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创新发

展计划，组织基于全国一盘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交叉的优秀科技攻关队伍，获得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

重大带动作用的、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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