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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研究进展消息

干细胞是人体及其各种组织细胞的最初来源，具有高度自我复制、高度增殖和多向分化的潜能。干

细胞研究正在向现代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各个领域交叉渗透， 干细胞技术也从一种实验室概念逐渐转变成能

够看得见的现实。 干细胞研究己成为生命科学中的热点 。 介于此，本刊将就干细胞的最新研究进展情况

设立专栏，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解干细胞研究的平台 。

近期国外干细胞研究进展消息

研究人员成功利用 iPS 细胞培育出抗癌细胞

日本理化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日前报告说，科

研人员在老鼠实验中，成功利用 iPS细胞大量生成具

有抗癌效果的特定淋巴球并己确认这种淋巴球被输

入患有癌症的老鼠体内并激活后发挥了抗癌效果 。

该论文在美国《临床检查杂志》网络版登载。

理化研究所免疫和过敏学综合研究中心专家渡

会浩志率领的研究小组从老鼠的脾脏中分离出NKT

‘ 细胞，利用病毒向 NKT 细胞中植入 4 种基因并将其

制成 iPS 细胞，再使其全部分化成大量的 NKT细胞。

科研人员给生来没有NKT 细胞的老鼠移植癌细胞，

经过一段时间再为其注入用上述方法培育的NKT细

胞和活性物质，结果肿瘤就不再生长，老鼠在植入癌

细胞一年后依然生存。 然而在拥有NKT细胞但没有

激活该细胞的对照组中老鼠在移植癌细胞以后平均

1 个月就会死亡。

渡会浩志指出，其研究小组正打算以某位癌症患

者的 NKT细胞为基础培育 iPS 细胞，制造大量 NKT

细胞，尔后将这些 NKT 细胞输入该患者体内 。 如果

一切顺利，这种方法有望成为更加有效的抗癌疗法。

(来源:科技日报)

日本研究人员用血液制成 iPS 细胞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福田惠一等研究人员 1 日在

美国 《细胞干细胞》 杂志网站发表了一项研究成

果，用一滴人类血液成功制成了"万能细胞 "( iPS

细胞) 。

此前人们通常采集皮肤细胞来制作iPS细胞，耗

时长达六七十天。 新技术极大地缩短了时间，从血

液采集算起只需要 2 5 天堪称"全球最快"。 福

田表示"从女性或儿童身上采集皮肤并非易事，新

方法可以使用验血时采集的血液 。 "

研究人员将目光瞄准了血液中富含的一种淋巴

细胞 " T 细胞 "，从 0 . 1 毫升的血液中提取 T 细胞，

再通过"仙台病毒"将制作 iPS 细胞所需的 4 种特

定基因导入到 T 细胞中 。 该病毒即使感染了细胞，

也只会停留在细胞质中，不会侵入细胞核，因此不会

损伤细胞 DNA，具有细胞癌变风险低的优点 。

研究人员己确认，制成的iPS细胞中不含仙台病

毒，可以分化成各种体细胞。 (来源:共同社)

普通体细胞重新编码机理揭晓

德国明斯特的马普分子生物医学研究所汉斯 ·

舒勒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成功地利用分子机理，使实

验鼠细胞的"复位"过程变得更加有效，如果这项

最新成果能应用于人类，对患者自身干细胞的修复将

迈出重要的一步 。 这项研究成果刊登在最新一期的

《细胞》杂志上。

通过体细胞能更快地获得 iPS细胞，体细胞重新

编码最快仅需 l 天时间，其效果类似克隆羊多莉通过

一个体细胞移植到去核卵细胞约半数经过处理的细

胞在 3 天至 4 天后就完成重新编码。 由于细胞加速

"复位"的机理目前还不清楚舒勒研究小组成员生

物学家尼萨特 · 辛格猜测卵细胞和 iPS 细胞都含有

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细胞核它像涡轮增压器一样能重

新启动和加速编码过程。 为此， 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方

法，能够在所有细胞混合物中识别出含有蛋白质的多

功能细胞，由它来完成细胞的重新编码。 同时他们

还找到一系列蛋白质作为染色体重塑的复合物。

有针对性地使一定的DNA片段开启或关闭是一

个重要机制，可以控制体细胞不同的功能，并使每个

细胞适用 DNA程序的变化。 舒勒领导的这项研究首

次表明，在细胞重新编码过程中，染色体重塑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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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特定的部分一一蛋白质 Brgl 、

Bafl55和Ini l可以显著提高体细胞转化为多能干细胞

的效率，其 4.5 % 的产出率明显高于以前的方法。但

这仅仅是个开始，马普研究人员还在试验其他候选蛋

白质，使这一过程更加高效和快速。 (来源:科技日报)

基因操控制造人体胚胎干细胞将不再困难

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再生医学研究中心

(MGH-CJU..句和哈佛干细胞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成

人细胞和生长因子LIF 研发出了一种新的人体多功

能干细胞，其与现在使用的干细胞相比，不再那么难

以操控。 论文发表在期刊 Ce l l Stem Cell 上。

该研究的领导者、 MGH-CRM 的尼尔斯 · 盖

吉森表示， 此前科学家己能够很熟练地操控老鼠干细

胞，但操控人体干细胞却并非易事。 研究人员发现，

生长因子才是区分不同的胚胎干细胞的关键，在制造

老鼠胚胎干细胞时用的是生长因子LIF ; 而在对成人

的细胞进行了重新编程后得到的人体诱导多功能干

细胞(iPSC)，其拥有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很多特征，将

它也放在包含了生长因子 LIF 的培养皿中进行培养，

就得到了新型人体干细胞 。

这种人体干细胞能够经得住一个标准的基因操

纵技术的考验: 会交换匹配的DNA序列，并且可以有

针对性地钝化或者矫正某个特定的基因。如想、操控

该新细胞，需不断增加 LIF，同时让其变为 iPSC 细胞

时所使用的 5 个基因也要持续表达。 如果这两个条

件欠缺其一，这种添加了人体 LIF 生长因子和 5个重

新编程因子的人体诱导多功能干细胞(hLR5-iPSC)会

变因为标准的 iPSC 。

盖吉森表示，在hLR5-iPSC干细胞变回到 iPSC之

前，引入hLR5-iPSC干细胞的基因变化会一直存在，研

究人员可以利用其来产生细胞系，用于新药研发， 甚至

实现基于干细胞的基因矫正治疗。 (来源: 科技日报)

iPS 细胞拥有记忆力

两个美国科研小组宣称，他们首次发现，成人细

胞在被重新编程为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的过程中并

不会放弃其对原始组织的 "记忆"，在直接使用 iPS

细胞分化成移植用人体组织时，可能会产生问题。

其中一个科研小组来自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该

小组领导人乔治 · 戴利表示 iPS 细胞会保留对用来

制造它的原初组织(比如皮肤)的"记忆"，这一新发

现对目前方兴未艾的干细胞临床和科研提出了挑战 。

之前也有研究表明， iPS细胞并不能像人类胚胎

干细胞一样起作用，它们不能完全地通过重新编程回

·干细胞专题·

到最原始的胚胎阶段，如果在移植过程中使用这样获

得的 iPS 细胞，将产生一定的问题。

不过，戴利也表示， iPS 拥有"记忆"是把双刃

剑 。 它可让病人通过利用自身血液 iPS 细胞获取血

液细胞变得更容易，只有在使用 iPS细胞获得一些身

体组织来治疗诸如糖尿病、帕金森病等时午，这种

"记忆"才有可能带来干扰。

麻省总医院科研小组也证实了 iPS 细胞拥有这

样的"记忆"能力，其研究人员康拉德 · 霍舍得

林格在 《 自然 · 生物技术》杂志上称，保留对原

初组织的记忆会影响 iPS 细胞分化为其它细胞的能

力，但通过让 iPS 细胞不断分裂的方法，这种"记

忆"还是可以消除的 。 (来源:科技日报)

近期国内干细胞研究进展消息

小分子化合物提高iPS 细胞诱导效率

来自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美国梅奥临床癌症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小分子化合物通过E-cadherin

蛋白能力日速重编程过程这为提高 iPS细胞诱导效率

提供了一种新策略 。 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在国际学术

期刊 Stem Ce ll s 杂志上 。

领导这一研究的是现任同济大学校长的裴钢院 咀

士，研究人员在已有的iPS细胞诱导体系的基础上，发

现细胞粘附相关分子 E-cadherin 蛋白在 iPS 形成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 。 E- cadherin 蛋白的表达水平在细

胞重编程过程的早期即开始上调i在完全重编程的iPS

细胞中存在着与 ES 细胞中相同的由 E-cadherin 蛋白

介导的细胞 - 细胞连接下调 E-cadherin 的表达会降

低 iPS形成效率， 反之， 过表达E-cadherin能够促进iPS

形成效率 。 在重编程过程中过表达 E-cadherin 而得

到的 iPS 细胞具有和 ES 细胞一样的分化全能性。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筛选得到了两种能够通过促

进E-cadherin蛋白表达而提高 iPS细胞诱导效率的小

分子化合物，从而提供了优化 iPS细胞诱导效率的新

策略 。 (来源:生物通)

体细胞 " 变身 " 多能干细胞诱导机制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裴端卿 F

研究员领导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体细胞逆转为多能干 / 

细胞的启动机制，对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的完善与疾

病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

期刊《细胞 · 干细胞》 上。

继去年发现维生素C 能力口速诱导多能干细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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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研究进展消息

后， 裴端卿团队的又一项研究成果揭示了形成诱导多

能干细胞的重编程过程的启动机制 。 "我们发现参

d 与重编程的4个转录因子通过协同作用，使实验中的

成纤维细胞失去 了原有的细胞特征， 6变身'为具

有表皮细胞特征的细胞 这一过程打开了通向多能

干细胞的道路。 " 裴端卿说 。

该杂志同时发表了哈佛大学侯克林格博士的评

论，认为这项工作揭示了间充质 ，表皮细胞转换过程

在诱导多能干细胞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同时也显示了

细胞重编程、 发育的过程和癌变过程惊人相似。 这

一发现不仅是诱导多能干细胞机理研究的突破性里

程碑，也为继续改进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提供了理论

依据 。

判断干细胞多能性的分子标准

6 月 1 8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 Journa l of Biological 
Chemi s仕y(JBC)以封面文章形式刊发了中国科学院院

动物研究所周琪研究员和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王

秀杰研究员的研究组合作取得的研究成果 。 此项研

究首次发现了可以用来判断小鼠干细胞多能性水平的

关键基因决定簇，对于干细胞多能性水平决定机理的

研究和干细胞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利用长期积累的大量具有不同发育潜能的小鼠

- ES和 iPS细胞系，周琪研究员与王秀杰研究员的研究

组合作， 系统地分析了这些细胞的编码基因、小分

子 时叫A 和蛋白质表达谱， 发现了一组在胚胎干细胞

和具有完全多能性的 iPS细胞中高表达， 在仅具有部

分多能性的iPS细胞中不表达或表达水平极低的一个

关键基因组区域。 通过多种细胞系证明， 位于这个

区域内基因与 microRNA 簇的表达与细胞多能性状

态和发育潜能呈正相关因此可以用来作为判断干细

胞和 iPS 细胞多能性水平的分子标记 。 由于在小鼠

基因组中没有筛选出其他具有类似特性的基因簇， 并

且这一区域中的基因和microRNA簇在哺乳动物中高

675 

度保守， 因此， 若此区域在人类干细胞中具有同样的

功能，则可作为判断人的 ES 与 iPS 细胞系多能性水

平的标准， 将大大推动人类干细胞的机理及临床应用

的研究进程 。

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建立了一种高效诱导体细

胞重编程的方法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研

究所李劲松研究组新近建立了一种高效诱导体细胞

重编程的研究系统，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在《细胞研

究》杂志作了在线报道。

在核移植、细胞融合及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

中， 母源因子 、 干细胞的核因子以及转录因子分别

起到了重编程体细胞的作用，李劲松研究组的科研人

员将这三种重编程因子结合到一种方法中，大大地促

进了体细胞重编程的效率 。 他们将体细胞的核注入

到未去核的卵母细胞中， 经过激活、体外培养等过

程，最后有 30% 的重构卵能形成胚胎干细胞系，即平

均每三个卵母细胞能够成功地诱导一个体细胞发生

重编程， 这远远高于平均每 10 个去核卵母细胞诱导

一个体细胞重编程为胚胎干细胞的效率。在这一过

程中， 母源因子、 孤雌发育胚胎的核因子 以及孤雌

发育胚胎中的Oct4等转录因子的表达都对体细胞的

核产生重编程的作用 。 另外他们证明在卵母细胞

核存在的情况下，活化的卵母细胞仍然具有较强的重

编程体细胞的能力 。 最后 他们将建立的胚胎干细

胞系注入到具有免疫能力的B6D2F l 小鼠体内，发现

所有的细胞系都能够形成畸胎瘤，证明通过这种新的

重编程方法建立的胚胎干细胞系都具有组织相容性，

这为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细胞来源。

这一方法的建立为体细胞重编程的研究提供了

一条简单 、 高效的途径。 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家科技

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科院及上海市科委的经

费支持。 (来源: 生化与细胞所)

朱丽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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