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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者发现治疗脑中风新方法

国际神经科学领域权威期刊在线发表研究成果
2013年06月26日 版面：A3

作者：吴苡婷 孙国根

  复旦大学科研人员陈俊、胡晓明、李佩盈等经3年多努力，成功找到了治疗脑中风的新方
法。他们首次应用异体免疫细胞移植方法，发现体内一种特殊的“免疫调节性T细胞”可有效治疗脑
中风引起的脑损伤和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在近日举行的第26届国际脑血流与脑代谢论坛上，李佩
盈因该论文荣获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这是60年来，该论坛首次把这一大奖颁发给中国青年。
该研究成果已在国际神经科学领域权威期刊《神经病学年报》上在线发表。

  “免疫调节性T细胞”在体内存量虽然有限，但它们是免疫系统的忠实“卫士”，当发现免疫细胞
被过度激活时，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抑制有害物质的释放。陈俊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在免疫细胞释

放的有害物质中，有一种平时含量很低的“基质金属蛋白酶-9”是在脑损伤通过激活中性粒细胞后
大量产生的，它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脑卒中病灶，进一步破坏血脑屏障，从而加重脑损伤。于是，

陈俊研究团队创新性地运用异体免疫细胞移植方法，把体内“免疫调节性T细胞”含量逐步提高；当
达到10倍以上时，脑卒中后脑损伤症状奇迹般地明显减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也显著减缓。

  据介绍，该研究的更大临床意义还在于，目前临床上治疗急性脑中风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在发
病四五小时的“时间窗”内，使用药物“重组tPA”进行溶栓治疗，但目前我国仅有小于1%的病人得
惠于此项疗法。即便如此，许多患者在使用“重组tPA”后，脑出血的风险明显增加，这是因为“重
组tPA”在溶栓治疗时会破坏血脑屏障，而血脑屏障通透性的增加，是诱发脑出血的元凶，因而大
大限制了“重组tPA”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陈俊研究团队的研究还发现，“免疫调节性T细胞”治疗
法如果与“重组tPA”联合使用，可有效减少“重组tPA”溶栓导致的脑出血并发症，从而延长了“重组
tPA”溶栓的有效时间窗。研究显示，免疫调节性T细胞输入延迟至中风发作24小时之后，依然有
明显的治疗作用，这将大大增加急性中风病人的治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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