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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首次发现心脏第一心区标志物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黄辛 发布时间：2013-10-10 【字号： 小  中  大 】 

  记者日前从同济大学获悉，该校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心脏第一心区特有的标志物——HCN4。相关成果以封面文

章的形式，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循环研究》杂志上。 

  “在哺乳动物发育过程中，有许多心脏干细胞参与了心脏的形成，其中包括第一心区、第二心区的心脏干细

胞。长期以来，虽然第一心区是心脏最先形成部分，但人们对其特异性的标志物知之甚少。”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

孙云甫介绍说，“此外，心脏起搏传导系统是由特化的心肌细胞组成的，但这一系统的动态形成和细胞来源也一直

是个未解之谜。” 

  此次中外科学家合作，以HCN4基因修饰的小鼠做模型，试图解密HCN4谱系细胞是如何在心脏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的。研究结果显示，HCN4是心脏发育过程中第一心区的特有标志物；第一心区、第二心区的前体细胞分别参与了心

脏起搏传导系统中房室结、窦房结的形成。 

  “这一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对于心脏的干细胞再生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孙云

甫说，心力衰竭和心肌梗塞等心脏病大多源于左心室，而左心室正来自于第一心区。找到了第一心区的标志物，就

意味着今后可在心脏疾病的再生治疗中，从人类干细胞培养中分离、纯化出真正所需要的左心室前体细胞或心肌细

胞，从而为更加特异和有效的干细胞治疗奠定基础。 

  据悉，同期杂志上，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还就此发表评述文章，认为这一成果为在动物体内识别和分离第一心区

细胞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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