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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干细胞生物学的研究与应用正在迅速发展。
作为再生医学的代表性治疗手段，干细胞移植的生物学机理和临床实践研究正逐渐成为生命科学和生
物医药领域的重要前沿课题，从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书前瞻性地总结了干细胞研究在分子与细胞机理、标准化生产与处理的质量控制以及临床应用等各
个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分析阐述了干细胞治疗的最新策略，具有较高的启发意义。
    本书可供生物学、医药卫生以及农牧业等方面有关的科研教学与技术人员、临床医生和研究生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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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干细胞的临床应用潜能：希望与否1.1 绪论当前，人们对干细胞研究的热情和争议起始于2个关键的
突破：1997年IanWilmut，KeithCampbell及其合作者成功培育出克隆羊“Dolly”；1998年JamesThomson
成功建立了人的胚胎干细胞（ESC）系。
这些新技术的出现无疑为组织工程和器官移植开辟了新的途径E引。
在生物医学的研究历史上从未出现某一科学的发现能在世界范围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
使人体再生甚至更换缺陷的器官或组织是人类百年的梦想。
干细胞具有能分化出机体所有特定类型的细胞和组织的潜能，因此可以和人类很久以来一直追求的“
青春泉”相媲美。
最近使用成体和胚胎干细胞作为起始细胞群的研究，让我们推测使用这样的“原材料”或许可以为再
生医学生产各种替代的部分。
许多年龄相关的退行性紊乱疾病例如心脏病、帕金森病、糖尿病和中风等很有希望在未来某一天通过
干细胞治疗治愈。
1.2 什么是干细胞所有的生命形式都起始于一个干细胞，可以定义为具有自我更新和产生祖细胞以及生
物体中不同类型细胞的双重能力的一种细胞。
例如，在人生命的起始阶段，一个受精卵（合子）变成2个细胞，2个再变成4个细胞。
在这些早期阶段，每个细胞或许仍然具有全能性，也就是说这些细胞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发育成一个生
物个体。
在5～7天内，约40个细胞形成内细胞团，外层的细胞将来发育成胎盘。
这个时期的内细胞团的每一个细胞都具有产生包括生殖细胞在内的所有组织类型和器官的能力，即这
些细胞都具有多能性（图1.1）。
内细胞团的细胞最终将产生组成人体的10个细胞，其中有200多种分化的不同类型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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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干细胞移植:机理与临床》可供生物学、医药卫生以及农牧业等方面有关的科研教学与技术人员、临
床医生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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