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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可植入式人工肾脏原型公布
有望取代供体移植和透析治疗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王小龙 发布时间：2010-09-08 【字号： 小  中  大 】 

据英国《每日邮报》9月7日报道，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日前公布了首个可植入式人工肾脏的原

型，并称该设备有望完全取代患者对透析和肾脏移植供体的需求。  

负责该研究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施沃·罗伊说，该人工肾脏中包含有数千个微型过滤器和生物反应器，能

过滤血液中的毒素，模拟真实肾脏的代谢功能和水平衡功能。此前，研究人员在一个房间大小的外部模型上进行了

实验，结果表明，该疗法获得初步成功，可有效运行。 

为实现在人体上应用的最终目的，研究人员计划通过硅制造技术和一种经过特殊设计的、用于帮助活体肾脏细

胞生长的间隔，来使庞大的设备缩小到一个咖啡杯的大小。研究人员也将使用组织工程学的方法来培养肾小管细

胞，以提供健康肾脏所必备的其他功能。整个过程在人体的血液压力下即可运行，无需泵和任何电力供应。如果该

技术得以实现，患者将过上正常的生活，无需服用任何免疫抑制药物。 

罗伊称，该小组已经建立了一个具有可行性的动物模型，并正在努力完善以使其更适合于人类，这种人工肾脏

有望在未来5年至7年内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据了解，英国每年的肾脏移植手术只有2000例左右，不到等待移植患者总数的三分之一。相对于肾移植来说，

另一个可替代的疗法就是血液透析。然而，一般患者每周需要透析3次，每次3小时至5小时，这不但耗费患者大量的

时间，也增加了庞大的医疗开支。 

罗伊称，每年在英国有近45000名成年患者需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而这种疗法却只能替代13%的肾脏功能。长期

的透析不但让患者筋疲力尽，也无法完全保障他们的健康。统计显示，在接受透析的患者中，只有35%的人存活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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