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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肝脏疾病

死亡的主要原因#原位肝移植是其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由

于其临床大量开展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故肝细胞移植治疗成

为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肝细胞移植是将游离的'有生物学活

性的肝细胞移植到受体内#在受体内生长'增殖并发挥正常肝

细胞的作用#以替代部分肝脏功能#这种移植方法已经用于一

小部分患者的肝功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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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7'

)

*

F?1

等(

/

)将
GOF

在体外诱导为肝细胞样类肝细胞#这

些细胞不但和正常成熟肝细胞有同样的基因表达模式#而且和

正常成熟肝细胞有相同的形态结构及功能特点*并通过生物

人工肝装置用于治疗暴发性肝衰竭#其结果可以提高动物生存

率#证实这种来源于胚胎干细胞分化的肝细胞样类肝细胞可应

用于
)*̂

的治疗*

)

E

A=JA<

等(

3

)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O+?JA=>a

等(

!&

)发现骨髓多能成体祖细胞移植到肝脏中#它们

可以分化为肝细胞*其机制可能是基础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能够诱导骨髓细胞转化为肝细胞(

!!

)

*但无论
GOF

或
)OF

来

源的肝细胞样类肝细胞#能否成为肝细胞移植的较好细胞源#

目前还不明确(

!"

)

*另外#

U9

;

c"

不能模拟体内环境#它不表达

尿素循环酶和完成生酮作用(

!%

)

#由于完全不同于人肝细胞的

生物学行为#因此
U9

;

c"

也不是理想的细胞源*在肝脏的发

育过程中#胚胎肝细胞的分裂'增殖'分化最为活跃#胚胎肝细

胞在不断增殖的同时#也不断分化为具有肝细胞功能的成熟肝

细胞*且
!-

"

".

周的胚胎肝脏已具有合成
)*(

'甲胎蛋白'

细胞角蛋白等功能#因此#本实验选择人胚胎肝细胞作为移植

靶细胞*实验证实#人胚胎肝细胞脾内移植可明显改善
)*̂

大鼠的肝脏功能#各项肝功能指标$

)*8

'

)O8

'

)*W

'

8(L*

&在

细胞移植后第
!

天未见明显改善#

!

周内肝功能显著好转#与

对照组差异显著*组织学观察发现#植入体内的肝细胞早期形

成团块#并可以表达
)*(

及
FQ7!/

#发挥其功能#由于免疫排

斥的原因#

!

周后难以发现肝细胞*与此同时#

)*̂

大鼠的存

活率也明显提高#

!

周内治疗组存活率达
$&R

#而对照组无一

存活#治疗效果是肯定的*本实验证实了脾内人胚胎肝细胞移

植治疗
)*̂

的有效性及人胚胎肝细胞成为
)*̂

细胞移植治

疗的可能理想候选细胞*但本实验所获得的移植细胞除人胚

胎肝细胞外#还有少许
GOF

和
)OF

分化为肝细胞(

!.

)

#体外

GOF

向肝细胞转化的过程中#发现在培养液中体外
GOF

能转

化为可分泌甲胎蛋白'

)*(

的肝细胞(

!$

)

#并发现了它们的分

化'增殖'归巢#即具有可分化成为组织或器官的特定细胞类

型#对组织的完整性及受损修复功能*研究它们对胚胎肝细

胞'本身分化'增殖'归巢等在肝衰竭细胞移植治疗中的影响和

相互作用更加具有意义#是进一步需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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