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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科院发现心外膜祖细胞在心脏损伤时分化成脂肪细胞

  文章来源：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4-09-30 【字号： 小  中  大 】 

  9月26日，国际学术期刊Cell Research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周斌组的最

新研究进展：Epicardium-to-fat transition in injured heart。该研究发现，在发育过程中心外膜祖细胞可以转

变成心脏周围的脂肪细胞，这一过程在成体稳态心脏中并不发生，却在心梗的模型中被再度激活。 

  心外膜脂肪是包围心脏和冠状血管的一种内脏脂肪，为心脏提供缓冲保护作用的同时也增加了心脏冠状血管疾

病的风险性，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有很高的相关性，而这些脂肪的来源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 

  心外膜祖细胞是一群具有分化多能性的位于心脏最外层的细胞，至今为止的研究发现其可分化成纤维细胞、血

管平滑肌细胞甚至心肌细胞，但其转化成脂肪细胞的能力却鲜有报道。研究探索心外膜脂肪的起源可以为心脏冠状

动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研究方向和思路。 

  在此研究中，博士生刘巧珍等在周斌研究员的指导下，利用转基因小鼠Wt1-CreERT2；Rosa-RFP，特异性标记追

踪心外膜细胞发育的命运。结果发现胚胎期标记的心外膜细胞除了分化成冠状血管平滑肌细胞以外还可以形成心脏

房室之间的脂肪细胞。但在成体中再度标记心外膜时却观察不到这一现象，说明成体稳态中心外膜转变成脂肪的能

力被抑制。以往的研究证明成体心脏损伤时，心外膜细胞可以再度激发胚胎发育中的一些特性，分化成为其他类型

细胞。因此该工作进一步研究了心脏损伤情况下心外膜细胞转变成脂肪细胞的能力，结果意外发现损伤部位形成脂

肪组织，而其中部分的脂肪细胞正是来源于心外膜。研究还发现心外膜及其衍生的细胞是具有多能性的，在不同的

培养条件下可被诱导成脂肪细胞、软骨细胞和成骨细胞。 

  该研究工作是与营养所余鹰研究员、段胜仲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William Pu教授、Juan Melero-

Martin教授合作完成，并得到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上海市科委等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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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损心脏中，心外膜来源的细胞（红色）转变为脂肪细胞（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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