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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科学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 生物研究模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维细胞模型和小鼠模型等都

极大地促进了生物学基础研究和疾病诊疗应用的进展, 可以说, 每一个新的研究模型的提出, 都为拓展生物

学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可能。自2009年CLEVERS实验室提出肠道类器官的构建方案以来, 类器官培养技术

在生物学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 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在临床治疗与转化方面, 同
样实现了不小的突破。长远来看, 随着类器官培养技术的改进与进一步推广, 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前景必将更

加激动人心。这次专刊的主题是“类器官—现状、机遇与挑战”, 因而我们邀请了国内对相关领域有着深

入理解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几位专家, 从类器官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入手, 对于类器官研究的现状、未来的发

展及面临的挑战进行综述与讨论。

专栏首先介绍的是类器官培养在发育和再生医学中的应用。来源于胚胎干细胞、人工诱导多功能干

细胞和成体干/祖细胞的多种类器官, 再现了发育分化、稳态自我更新和组织损伤再生过程, 在生物体发育

和再生调控机制研究中应用广泛。类器官在研究发育和再生中的独特优势, 同样彰显了它在衰老、疾病干预, 
以及个体化和精准医疗中具有巨大的转化应用前景。再生医学的目的是帮助组织或器官恢复其正常的生理

功能, 通过与组织工程或基因工程相结合, 类器官为再生医学提供了新的移植物来源。目前体外培养类器官

已经可以在小鼠身上实现小肠、胰腺、肝脏及皮肤等器官的移植, 这样的操作在人体上实施也面临着诸多

的挑战。类器官培养在发育和再生医学中的应用方向分别由复旦大学华国强教授和山东大学胡慧丽教授进

行综述讨论。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 我们从类器官模型在肝脏、脑、前列腺以及胰腺中的应用展开论述, 详细地向读

者描绘了类器官具体的应用场景。肝类器官的研究也有了十足的进展, 当前肝脏类器官培养体系取得了一

定的优化完善, 在肝病人群肝脏类器官多组学信息库构建方面也取得了快速发展, 研究人员并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类器官在肝细胞移植、肝脏慢性炎症恶性转化分子机制、药物肝毒性评价, 以及靶向药物筛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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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模型创建研究, 率先创建了前列腺类器官培养体系, 阐明了前列腺成

体干细胞谱系命运转变, 阐析了前列腺肿瘤细胞命运决定的分子机制

等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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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治疗疗效评估等方面的系列研究, 这对推动精准医疗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第二军医大学王红阳院

士和陈磊教授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综述与讨论。有关脑类器官研究方面, 目前的证据显示该模型不仅可以

在体外重现大脑早期发育过程, 研究不同脑区或脑与其他组织间的相互作用, 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脑发育

和谱系演化过程, 探索人脑进化和特有的调控机制, 开展神经系统疾病的建模和体外药物的筛选。这部分

内容由上海交通大学张明亮教授进行讨论和介绍。我们实验室对类器官在前列腺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概括, 
介绍了类器官培养技术为干细胞和肿瘤研究领域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 探讨了该项技术的优势以及不足

之处, 并对该技术广阔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在胰腺类器官的研究方面, 我们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王琼教

授进行了综述, 目前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小鼠和人的胰腺组织成功构建胰腺类器官培养体系, 还能通过多能

性干细胞体外定向分化技术获得各种类型的胰腺类器官。这极大地丰富了胰腺类器官的供体来源。与此同

时, 胰腺类器官模型也促进了研究人员对胰腺癌、胰腺发育以及糖尿病诊治等的深入认识。

最后一篇文章则以卵巢癌类器官为例, 详细探讨了该类器官模型的培养方法。文章探究了在卵巢癌类

器官的基础上开展彗星实验、DNA fiber实验以及免疫荧光、蛋白电泳等实验技术的可能性, 同时分析了类

器官模型筛药数据与病人临床药物反应结果的相关性, 充分展现了肿瘤类器官模型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

这部分内容是由华中科技大学陈刚教授和孙朝阳教授所讨论的。

类器官培养技术既为生物学基础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 也为临床转化应用构建了新的桥梁。通过这些

综述, 我们希望向读者勾勒出一个相对全面的类器官应用图景。我们也需要承认的一点是, 类器官的培养技

术在基础研究层面和转化医学的应用层面上, 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比如培养成本相对较高, 某些类型

的类器官培养成功率较低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础研究的发展, 并且也为临床转化增加了困

难。笔者始终相信的一点是, 随着类器官培养技术的进一步革新和人们对类器官培养认识的深化, 类器官培

养技术在未来也必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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