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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两三百非法买来，最高卖8万
干细胞滥用暗藏脐带血暴利链条
本报记者 郭静

干细胞治疗作为生物医学
的尖端技术，被誉为生命科学这
颗“王冠上的宝石”，一直备受世
界各国的关注。但采撷这颗宝石
的历程，也许注定艰险重重。

在美国，直到2009年才放开
干细胞研究。在欧洲，欧盟法院
于 2011年宣布禁止干细胞研究
进入专利申请程序，干细胞研究
在欧洲将变得更加艰难。而在中
国，干细胞的研究一直处于高歌
猛进的状态。 据《中国科学报》

格相关链接

国外冷对

干细胞治疗

我国目前批准设立的脐血
库有10家，截至目前验收合格正
式营业的仅有山东、天津、北京、
上海、广州、浙江、四川七家脐血
库。山东省脐血库是我省仅有的
合法脐带血采集保存及临床供
应机构。山东省脐血库执业以
来，已经保存脐带血干细胞四万
多份。 本报记者 郭静

合法脐血库

全国只有10家

在脐带血采供监管方面，我
国早有规定。《血站管理办法》规
定，“未取得《血站执业许可证》
的，不得开展采供脐带血造血干
细胞等业务”。

除此之外，山东省卫生厅也
多次发文规范脐带血采集等相
关工作。2011年10月24日卫生部
办公厅向各地卫生主管部门发
出通知，要求加大对违规采集脐
带血的查处力度，再次强调准入
的医院只能接受具有执业许可
证的脐血库提供的脐带血。

但由于缺少严格的监管和
法规，目前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单
位盯住了干细胞这个新兴产物。
为谋取高额的利润，在没有获准
临床应用的技术条件下，把非法
采集的脐带血经过简单制备就
应用到患者身上。

本报记者 郭静

监管脐带血

早有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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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治疗血液病等已非常成熟。除了这项技术，

其他干细胞技术现在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不少医疗机构

打着“研究”的名号，将干细胞治疗吹得“神乎其神”，向患者

推广，谋取利润。随着利益链的延长，干细胞的重要来源———

脐带血的采集和存储也形成了非法渠道。

2月上旬，在济南市一家民营
医院的干细胞移植研究中心，一
位女士正咨询糖尿病治疗的方
法。该中心一位负责人说，干细胞
移植治疗糖尿病是目前疗效最
好，有效率可以达到96%以上。

该负责人说，干细胞移植治
疗糖尿病简单而有效，完全没有
副作用。“只需要往患者的胰腺内
注射足够的干细胞就可以了。一
次注射后，两三个月后就会见效，
可以不用再注射胰岛素和服药。”

据悉，这样一针，从检查到注
射，需要2万多元。“其实并不贵，
因为可以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
尤其是避免后发的一些并发症。”
该负责人说。

在各家医院，这个价格的确
不算贵。在省城一家公立医院接
受过干细胞移植治疗的刘先生
称，他前后花了四五万，一年多
过去了，但是还没有明显的疗
效。

刘先生因多年的糖尿病而进

行干细胞移植手术，他说，“当时
医生说有90%以上的把握，现在再
去医院找，医生说是个体差异导
致的。人家没说百分之百管用，我
还真没话说了。”

这两位患者都是通过网络或
医院的宣传手册得知干细胞移植
治疗的“神奇”。“说是最先进的疗
法。”刘先生说，当时饱受糖尿病
折磨的他似乎看到了希望，“要是
真有疗效，花钱也值，但关键是不
管用呀。”

走访省城多家医院发现，不
少医疗机构开展了干细胞治疗项
目，并已用于临床治疗。在网络
上，只要输入“干细胞治疗”，就会
搜索出若干条关于干细胞治疗的
宣传网页和医院。

以治疗糖尿病为由，记者咨询
了省城一家医院的“在线医生”。这
位姓周的医生介绍，该院早在2006
年就开始了干细胞移植治疗，迄今
为止已经完成了2000多例移植手
术，成功率达到95%以上。

“其实除了造血干细胞用于治
疗血液病、免疫病已经非常成熟外，
其他干细胞包括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及各种成体干细胞，作为生物医学
的尖端技术，尚处于临床试验阶
段。”山大齐鲁医院教授、山东省脐
血库主任沈柏均说，干细胞是一群
在特定时期能够分裂的未分化细
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产生高度
特异性的功能后代细胞。

“目前干细胞是属于药物还是
属于一种医疗技术都还没有界定，

现在只是通过临床试验，来确定是
否对有些疾病有效，还没有批准用
于临床治疗的推广。”沈柏均说。

根据国家卫生部于2009年3月
颁布实施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
理办法》，干细胞技术被归入“第三
类医疗技术”，并明确要求，若用于
临床治疗，须经卫生部审批。

迄今为止，除造血干细胞治
疗血液病，全国还没有任何一家
医疗机构的干细胞治疗得到受理
和审批。

沈柏均介绍，按照国际惯例，
一项新医疗技术在大规模应用于
临床治疗之前，至少要经历临床
前研究和临床试验两个阶段。

记者发现，目前医疗机构开展
干细胞治疗大都打着“研究”的旗
号，不少医院的干细胞治疗采用了

“干细胞移植研究中心”的名号。而
按照国际惯例，一般的临床研究不
仅不能收取患者费用，还要向接受

试验者支付一定的报酬。
一项还没有被允许推广的技

术为何会被如此多的医疗机构热
捧？据业内人士透露，这源于干细
胞治疗各个环节的高额利润。

“作为干细胞的重要来源，脐
带血正逐渐成为诸多医疗机构争
抢的生物资源，从采集、制备到应
用，各个环节都在非法机构的操作
下形成了一条利益链条。”该人士

称。
山东省脐血库济南区域经理

蒋山介绍，尽管全省各地县级以
上的医院几乎都开展了脐带血储
存点，但储存率只有2%左右。

“其他的除了部分被污染的
或者被废弃的脐带血外，更多脐
带血可能会通过非法采集渠道，
流入到进行干细胞治疗的医疗机
构。”山大齐鲁医院教授李栋说。

在济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医院妇产科助产士透露，经常
有医疗机构前来联络购买脐带
血。“一般的话，两三百元就能买
到。如果产妇不要，这东西就是废
弃物，所以价格不贵。”

山东省脐血库工作人员介

绍，在医疗市场上，一份制备好的
脐带血能卖到3万元到8万元不
等。价格高低跟脐带血的干细胞
活性以及数量有关。

除了侵害产妇的自身权益
外，非法途径取得的干细胞还可
能存在风险。

“一般来说，采集脐带血后，
如果通过正规渠道储存，要进行各
项病毒检测，比如乙肝病毒、艾滋病
毒、梅毒等，而很多非法采集取得的
脐带血，为了降低成本可能没有进
行检测就进行回输，这很可能会感
染其他的疾病。”蒋山说。

医院探访>> 干细胞被宣传成“神药”

权威解读>> 仅造血干细胞可用于临床治病

延伸调查>> 脐带血成争抢对象

追根究底>> 非法途径取得干细胞存在风险

“打上一针干细胞，就能

治疗糖尿病、肝病。”近一段

时期以来，各种宣传干细胞

技术“神奇”疗效的网页和小

册子屡见不鲜。而大肆宣传

的背后，是一针数万元的医

疗费。

在利益的驱使下，干细

胞的来源之一——— 脐带血被

非法采集，高价售出，形成了

一条利益链。

干细胞技术到底有无

“神奇疗效”？利益链条如何

运作？日前记者进行了调查。

在山东，目前只有一家
合法的脐血库。(资料片)

山大齐鲁医院低温
医学研究室博士李栋介
绍，临床试验表明：干细
胞治疗的确对部分疾病
有效，完全否定也不是科
学的态度。“现在行业内
缺乏统一的研发标准和
应用规范。一些医疗机构
往往随意收费，越来越
贵。另外干细胞的制备也
比较乱，使用单位和提供
单位都没有规范。”

其实这也引起了主
管部门的重视。2011年12

月 1 6日，卫生部下发通
知，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应当对正在开展的
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
项目进行认真清理。要求

“停止未经卫生部和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
应用活动”。

李栋认为，只有在行
业内制定统一的研究规
范和使用标准，国家对于
干细胞研究及应用的法
律法规不断健全后，干细
胞研究才能朝着积极的
方向发展，最终合规合法
地走向临床应用，造福于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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