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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带血具有极高医学价值
—“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之父”陆道培院士专访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脐带血移植研究及临
床实践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
对于自体脐带血移植的效果，说了一句话：

“自体脐血植入神速，奇效如神。”他认为，相
比自体脐带血移植的神速，没有血缘的公共
库的脐带血，植入速度相对较慢。

陆道培：1931年出生，血液病学和造血干
细胞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被称为中国
造血干细胞移植之父。

他在异基因骨髓移植及中药治疗急性粒
细胞性白血病作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贡
献。1984年以来相继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副会
长，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和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1995年
当选国际骨髓移植登记组专家指导委员会中
国迄今唯一的委员。

提到中国的脐带血移植，就不得不提到
中国血液病学和造血干细胞移植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陆道培。

由于独生子女家庭是当代中国的主流，
因此从同胞中寻找配型相同的造血干细胞来
源便日益困难，而新生儿的脐带血中则有丰
富的造血干细胞。陆道培早在1996年就以国际
上成立不久的纽约脐带血库为蓝本在北京建
立脐带血库。研究认为，无血缘脐带血造血干
细胞代替其他来源造血干细胞的优点是冻存
后随时可取用，并对配型的要求要低。

脐带血库的建成为解决中国造血干细胞
供者缺乏的现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

对于自体脐带血移植的效果，陆道培反
复说了一句话：“自体脐血植入神速，奇效如
神。”他展示了一张照片，原卫生部部长陈竺
在视察道培医院时，在走廊上碰到了两个小
女孩，当时陆道培说，这两个小女孩就是脐带
血移植救了命。

其中一个小女孩身患重症再生障碍性贫
血，肺部严重感染，在其他医院治疗无效，生
命危在旦夕。在得知患者存有脐带血时，陆道
培为其做了自体脐血移植，结果血象恢复神
速，肺部感染恢复，两年后恢复正常。“目前国
内使用脐带血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我们做
的效果很好。”陆道培说。

另一个稍大的女孩是遗传性的“再障”，
在进行自体脐带血移植后病情得到控制，两
年后再次进行了异基因移植，目前女孩恢复
情况良好。

陆道培还表示，从另一个视角看，储存脐
带血是父母代为行使子女公民权的一种行为，
是对子女的一份保障。目前世界上已有不少自
体脐带血用于移植获得成功的案例，疗效优于
异体移植。而个人自存的脐带血一旦需要使用
时，无需配型，只要患者需要可立即进行移植，
且治愈率高，医疗费用相对较低，而且储存的
脐带血对父母和其他亲属也有一定的保障。

相比自体脐带血移植的神速，没有血缘的
公共库的脐带血，植入速度相对较慢。陆道培
在对公共库脐带血移植的案例统计发现，半相
合的脐带血移植后百天没有死亡的，白血病早
期的移植效果较好，而中晚期的效果较差。“现
在来我们医院的大部分都是中晚期的病人，我
想提醒患者，如果早期白血病，化疗无效，就应
该做脐带血移植，不要耽误到晚期才来。”

记者：目前国内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发展到什么水平？与国外相比有什么差距？

陆道培：脐带血移植临床应用方面，国外
能做到的，我们都能做到，国外做的不好的，
我们也做到了。

遗传性疾病进行自体移植、公共库的脐
带血移植对于白血病、再障的治疗效果都不
错。本来认为，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只能用
于重建造血、免疫系统，研究发现，脐带血造

血干细胞不光能重建造血、免疫系统，还能重
建皮肤、指甲等组织，可以让遗传不正常的皮
肤变得正常。

这说明脐带血中的干细胞不光是造血干
细胞，还有多种干细胞，可以重建造血、免疫
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这项发现是国外没有
做到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治疗案例都
证明了脐带血干细胞在除移植以外的再生医
学领域的作用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记者：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如何临床应用？
陆道培：脐带血用作第三方干细胞移植，

效果很好。对180例白血病的临床研究发现，病
人100天前是第一道关，早期白血病患者，经过
脐带血移植的疗效较好，80%以上长期存活，
但晚期白血病的效果较差。以前脐带血移植
的一个问题就是细胞数有限，其实对于95公
斤体重的白血病成人患者可以使用双份脐
血，低于30公斤的儿童才能使用脐带血的说
法是片面不科学的。

我曾做过双份脐带血移植，结果恢复得
非常快，再生能力很强。目前两个病人都存活
得很好。

过去认为脐带血的细胞数最重要，其实
脐带血配型是最关键的，如果配型6个点位全
相合，其效果比骨髓、外周血移植恢复得还要
快。六分之四的点位相合就能用，但半相合的
效果差一点。自体脐带血、完全相合的脐带血
的移植的效果最好，可用“植入神速”来形容。
因此，自体存储脐带血，实际也是公益事业，
也是为人类健康服务。存储的自体脐带血，国
内外的临床应用都证明很有用，它对遗传性
的疾病也有一定作用。

脐带血自体临床应用价值为官方认定
据了解，脐带血自体临床应用价值为官

方认定。脐带血的临床应用包括非血缘及同血
缘已经是成熟的正规医疗手段，这点在原卫生
部公布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治疗技术管理规
范》中已经明确表明，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可用
于遗传性及先天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血液系
统和免疫系统疾病等。国家批准脐血库同时运
营“公共库”和“家庭库”，就是基于使用公共库
的非血缘脐血或者使用自体脐血均有上述医

疗价值的原则。但是，公共脐带血和自体脐带
血在使用上均有局限性，从科学的角度这是不
难理解的事实。公共库需要配型成功且有排斥
风险，因此公共库的捐献入库标准较家庭库自
体无排斥使用要严格很多，对移植医院的要求
更高，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国际上脐带血库发展现状
截止至2014年6月的数据表明，全球脐血

库冻存的脐血数量已经超过320万份。在美国
国立卫生院注册的、与脐带血相关的临床研
究已达937项，既包括血液系统疾病，也包括非
血液系统疾病。

美国脐带血应用超过6000例，并每年以
1200例的速度增长。在美国，已有27个州(涵盖
81%新生儿)通过政府《脐带血教育法案》，要求
医生须向准父母说明脐带血的作用以及“自
存”或“捐献”的选择。另外，在政府卫生部门
的官方网站中须向公众说明脐带血的相关信
息。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脐带血移植数量已超
过10000例。日本的脐带血移植治疗发展速度
惊人，全国50%以上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为脐带
血移植。脐带血移植的数量几乎等同于骨髓
移植的数量，其中成人脐带血移植的成功率
高于无血缘骨髓移植。欧美国家成人脐带血
移植数量远超儿童。

而在我国，脐带血临床移植数量约在3000
例左右。从应用数据来看，每年的临床应用保
持明显上升趋势。

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白血病患病
率约在十万分之六，每年还新增7万名白血病
患者，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童。上百万需要移植
造血干细胞的白血病患儿在苦苦等待配型成
功。这一残酷的事实说明，每一份脐带血，无
论捐献还是自存，都可以缓解上述严峻的形
势，都是患者重生的希望。

相比之下，我国在告知准父母脐带血的
重要作用方面做得有所欠缺。提高社会公众
对脐带血的了解和科普认知迫在眉睫。

目前在我国经国家卫生计生委批准设立
的合法脐血库有七家，按照国家规划，采取

“一省一库”的原则，分别位于北京、山东、上
海、天津、浙江、广东及四川。

陆道培

“两癌”免费筛查走进东昌府区郑家镇

怕怕查查出出事事儿儿，，有有村村民民回回避避检检查查
本报聊城3月17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马宗辉) 为
了帮助农村妇女早发现病情,早
治疗,自2013年以来,东昌府区妇
幼保健院医护人员免费对辖区
内的农村妇女实施“两癌”筛查,
截至目前已为3万农村妇女筛
查，共检查出240多人异常,存在
癌前病变风险。当前，农村妇女

“两癌”筛查进万家活动仍在进
行中。

3月17日上午，东昌府区妇
幼保健院的体检车一早就开到
了东昌区郑家镇前景村村委会
门口，前来接受免费筛查的农村
妇女排起了队。“昨天村里的喇

叭喊了今天上午有免费体检，很
久没有做过体检了，一早就过来
了。”上午9点多,62岁的村民韩金
荣老人就来到村委会参与筛查。

17日上午，东昌府区妇幼保
健院提供服务项目除“两癌”筛
查外，还包括测量血压、胸透、心
电图等，村里上年纪的男性可免
费做体检。前景村是“感动中国
人物”徐本禹的故乡，徐本禹妈
妈也来到现场做体检。宫颈癌免
费筛查对于农村妇女来说本是
件好事,但有些村民因为担心查
出病来，竟回避筛查。

“从2013年开始，医院已为3
万农村妇女筛查，共检查出240

多人异常,存在癌前病变风险。”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
中心主任樊秀清介绍,对乳腺癌
和宫颈癌进行筛查，可以发现早
期病变,起到早预防、早治疗的效
果,利用医疗手段遏制病情发展,
降低死亡率。

记者了解到,为扩大农村妇
女“两癌”检查项目覆盖面,东昌
府区被卫生部门确定为宫颈癌的
项目县,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被
确定为宫颈癌定点筛查机构。聊
城市政府民生工程实施农村妇女

“两癌”免费筛查进万家活动，医
院对辖区内适龄农村妇女(35—
64岁)进行免费“两癌”筛查。

“万一查出事儿来可咋办？”
“俺不查，万一查出事儿

来可咋办？俺别找事儿了！”
在体检车上，一位50多岁的
村民查完心电图后，说什么
也不愿意做乳腺癌和宫颈癌
的筛查。

宫颈癌免费筛查对于农
村妇女来说本是件好事,但有
些村民竟回避筛查,为此医护
人员加强了宫颈癌筛查的宣
传力度,提高村民的自我保健
意识,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到筛
查当中。

医护人员介绍,为了能让
村民们接受,医护人员提前印
制宣传材料,提前发动适龄的
农村妇女参与进来。为了能

化解农村妇女不好意思的情
绪,医护人员耐心地对她们进
行现场讲解“两癌”筛查的意
义。

“一方面是不好意思，另
一方对癌症有恐惧心理，不
了解‘两癌’的常识。”医护人
员说，有的村民思想保守 ,还
有从众心理，有一个不查的
会带动一部分人放弃筛选。

村里也有的妇女主动来
到筛查现场。“这是好事,自己
去医院做检查不方便不说,还
得花钱。”由于事先宣传到位,
17日上午,在郑家镇卫生院,赶
来参与筛查的村民排起了长
队。

“两癌”发病趋于年轻化

“两癌”的发病出现年
轻化趋势 ,威胁到中青年女
性。医护人员介绍，从2013年
以来筛查的 3万人看，“两
癌”存在癌前病变风险的女
性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岁年
纪。

“宫颈癌发病呈现年轻
化,有的还没有结婚就患上宫
颈癌。”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妇女保健中心主任樊秀清介
绍 ,在筛查中发现还有很多
农村年轻妇女由于外出打
工，未及时参加体检，广大
女性市民应提高防范意识 ,

每年至少要到有资质的医

院做一次“两癌”筛查。
据了解，我国宫颈癌发

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上升，并
明显趋向年轻化，以36岁至
50岁最为集中，占患病人数
的57%左右，尤以41岁至47

岁的女性数最多。上世纪70

年代，30岁以下年轻妇女宫
颈癌仅占0 . 5%，而9 0年代
后，30岁年轻妇女宫颈癌所
占比例升至15%-20%。我国
乳腺癌年龄最小的只有16

岁，最高峰在40岁到50岁、60

岁到70岁，呈双峰期，尤以40

岁到50岁最高。
本报记者 郭庆文村民们正在等待接受体检。 本报记者 郭庆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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