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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脐血干细胞移植
临床救治证实有效

“我的很多患者通过脐带
血移植获得了生命，我觉得很
开心。”我国著名儿童血液移植
技术专家，北京京都儿童医院
副院长，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血
液肿瘤科主任孙媛教授表示。

在应用自体脐带血移植没
有成功的病例之前，其实她也
是有怀疑的，“因为这个孩子得
了血液病，他（她）自己的细胞
会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再回输
到孩子的体内，达到治愈的目
的呢？”孙媛教授告诉记者，但
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北京京
都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已经
使用了多例自体脐带血救治患
儿，“它的优势就是成功率高，
花费少，移植后的合并症少。”

孙媛教授介绍，其中最早
的一例是在2009年，当时一个3
岁的小女孩在注射流感疫苗后
出现急性黄疸性肝炎，嗜肝病
毒阴性和全血减少、颅内出血
等症状，4月中旬开始出现发热，
并且被医生断定已经没有治疗
价值。但家属并没有放弃，他们
拿着病历找到孙媛教授，希望
用孩子自存的脐带血做回输。
当时小女孩的重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已经非常严重，同时合并
多处感染并持续发热，体温每
天都会达到39℃到40℃。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除通过退烧药体
温会有短暂下降外，小女孩的
体温每天都有上升，当时的血
常规是0，情况特别糟糕。

在回输了自己的脐带血
后，小女孩的症状逐渐好转。移

植后16天，白细胞植活，随着白
细胞的上升，小女孩的全身状
态越来越好，恢复正常后甚至
停掉了所有药物。出院以后，小
女孩也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
地学习和生活，快乐地成长。

孙媛教授告诉记者，自体
脐带血移植是治疗获得性地再
生障碍性贫血及其他非遗传性
血液病、恶性肿瘤有效的选择。
京都医院的5例案例中，有４例
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移植，１例
神经母细胞瘤的移植，其中有
两例细胞数不多，甚至只有异
体脐血细胞数标准的一半，但
是达到完全的植入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这些真实发生的案例
充分证明了自存脐带血的价
值。“只要家庭有一定的经济承
担能力，我是鼓励保存脐带血
的，因为有些疾病，比如后天获
得性的血液病，不是家族遗传，
而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让孩子
患病。我在临床中碰见不少家
长，等孩子生病了，才后悔当初
没有保留脐带血，真的是很遗
憾。”

脐血干细胞已是
移植重要来源之一

干细胞研究领域越来越
热，造血干细胞作为干细胞家
族非常重要的成员，是现在研
究最深刻、最被大家所认识的
干细胞的来源，也是目前可以
获得临床准入的一项治疗技
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血液肿瘤科主任江华教授表
示，“科学在进步，时代在发展，
很多观念都在更新，脐带血移
植就是如此。”

1988年，世界上第一例脐
带血移植成功治愈了一位范可
尼氏贫血患者，移植所用脐带
血来自于患者的妹妹。范可尼
氏贫血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患
病以后病人会出现骨髓衰竭，
一般活不到成年，脐带血移植
的优势就非常明显。

江华说，造血干细胞来源
可包括骨髓、外周血以及脐血，
其中，脐血干细胞更加年轻，效
果稳定，而且跟“一髓难求”的
骨髓比起来，来源相对简单好
找，“虽然患者仍然需要配型，
但是对配型的要求相对比较
低，只需在脐血公共库中寻找
HLA配型基本相合的脐血，理
论上90%以上的血液病患者都
可以配型成功。”江华说。

江华介绍，除了自体脐带
血移植，随着异基因临床移植
数量的增加，脐带血造血干细
胞已是造血干细胞移植重要来
源之一，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江华分享说，2014年，他为
一个3岁的孩子安安（化名）进
行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安安患的是罕见病中的罕
见病——— 岩藻糖贮积病，迄今
全世界仅报道100例左右。这是
一种儿童遗传代谢病，安安体
内的岩藻糖代谢达不到正常水
平，这种缺陷对他身体和智力
发育都会造成严重影响。这个
病例为世界第三例、中国第一
例，并且是世界上首次采用脐
血移植。

安安有希望恢复正常的代
谢功能，已经造成的神经系统
损伤和身体症状也有希望不再
进行性加重。随着干细胞治疗
技术的不断深入，脐带血等造
血干细胞在疾病治疗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江华教授讲道，脐带血治
疗白血病，国内很多专家都做
了许多尝试，已有丰富的治疗
经验。和骨髓、外周血相比，自
体脐带血具有干细胞原始，再
生能力强，基因修复效果好的
优势，其治疗白血病等血液性
疾病是完全可以的。自体脐带
血因为是自己的细胞，没有任
何排异，且出生时的脐带血没
有肿瘤的感染，比后期采集的
干细胞更有优势，移植效果良
好。

另外，江华教授的团队在
脐带血治疗遗传代谢性疾病、
免疫缺陷疾病方面做了很多尝
试，并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同时，利用现代的诱导多能干
细胞技术及基因编辑技术，脐
带血在治疗神经系统损伤等方
面也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呼吁，脐带血中的干细胞很
多，有遗传代谢病的家庭也应

该保存脐带血，因为基于基因
修复和脐血干细胞的扩增技
术，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患者，
都可能通过脐带血而受益。我
们应该用未来的眼光去思考，
正视医学的进步，使现代医学
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

脐带血采集不会造成
孩子出现早产儿疾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儿科
孙敏介绍，为了既保证母婴安
全，又能把原始的造血干细胞
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在采集
工具、采集流程、人员培训等方
面做得非常严谨和科学。”

“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经
常会碰到一些老百姓说，你们采
集脐带血会不会采集到婴儿的
血啊？会不会对婴儿有伤害？造
成孩子出现早产儿的情况？”孙
敏对记者说，其实完全可以放
心，脐带血是在婴儿正常断脐之
后采集胎盘和脐带里残留的血
液，并不是抽取婴儿身上的血
液。国家对于胎儿分娩断脐操作
有明确的规范指导，而且按照

《脐带血采集操作规程》，明确规
定脐带血的采集处于第三产程，
胎儿娩出断脐后方可采集，不存
在采集婴儿血液的情况。从儿科
的数据看，断脐之后采集脐带血
并没有造成孩子出现早产儿的
疾病状况，对孩子没有任何伤
害，因采集导致出现早产儿症状
或者认为采的是孩子的血液，属
于误导。

在采集过程中，如何保证
干细胞有核细胞数量？保证干
细胞采集的质量？孙敏教授表
示，规范的流程和对医护人员
的培训，是保障脐带血采集合
格的必要手段。

采集过程中要掌握好时
机，避免过分用力挤拧脐带和
胎盘，减少细胞破坏，保证细胞
成活率。而且由经过培训的专
业人员采血；选择较粗大、非弯
曲并充盈的脐静脉进行穿刺；
快速选择穿刺点，遵循先远端
后近端（胎盘端）原则；采血袋
的放置应低于采血端；采血时
采血管不得盘绕或打结，始终
保持通畅；依靠重力的作用，可
增加流速；待胎盘娩出后直至
脐血流尽，可结束采集。

政策引导、社会关注
脐带血行业良性发展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
液科主任医师陈宝安介绍，脐
带血移植目前已经有将近30年
的发展历程，全世界以脐带血
来源的干细胞进行移植的临床
案例逐年增加，我国脐带血移

植也在政策的引导下，逐步得
到发展。

脐带血移植相比于其他来
源的干细胞（骨髓和外周血）移
植有非常大的优势，“脐血库是
一个实体库，只要患者配型成
功了，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陈宝安说，就这一点来说，脐血
是非常便于获取的，这对患者
非常重要，“骨髓库是一个资料
库，如果想骨髓移植的话，从患
者配型成功再到找到供者，一
般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后面
还要有准备的时间，这对很多
和死神赛跑的病人来说，也许
就没有机会了。”另外，对于供
者丝毫没有任何影响，接受移
植的病人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后期的复发率很低，对于
难治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
血，脐带血移植相当于变“废”
为宝。

据了解，全球首家脐带血
库成功设立仅４年后的1996年，
我国的卫生部便提出了在全国
设置10个脐带血库的规划。同
时成立了卫生部脐带血库专家
委员会、制定并颁布了《脐带血
库执业指导规范》，严明了脐带
血库的准入条件。

在我国，截至目前，在国家
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划指导下，
仅有7家脐血库获得《脐带血造
血干细胞库执业许可证》，分别
是北京市脐血库、广东省脐血
库、山东省脐血库、上海市脐血
库、四川省脐血库、天津市脐血
库和浙江省脐血库。历经20年
的发展，我国脐带血库行业累
计自体储存脐带血近150万份，
接受公民捐赠脐带血近15万
份，提供脐血用于临床应用已
超过7000例，很好地完成了国
家设置脐带血库的规划及目
标，为下一步国家规范干细胞
临床应用提供了可靠的脐血储
备。2016年国家卫健委下发了

《关于延长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库规划设置时间的通知》，肯定
了现有7家正规合法脐带血库
对临床需求所起到的积极作
用，决定2020年以前，不再增设
脐带血库。

“生物医学的发展，是21世
纪医学界的一场革命，通过脐
带血等干细胞移植技术的实际
应用，对推动大健康产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利
用国家健康产业的平台和行业
协会、专家资源的优势，聚集龙
头产业，充分利用各方资源，支
持健康产业的发展，推动健康
中国战略的实施。同时，加强行
业监管、规范管理流程，使医学
技术的进步造福更多患者和民
众。”江苏省健康产业协会严于
兰在会上呼吁。

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医疗产业发展上实现弯道超
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干细胞领域发展，
越来越引起社会公众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发展过
程中仍存在很多瓶颈和误区。为剖析干细胞医疗产业
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产业发展把脉领航，2018年5月26
日，江苏省健康产业协会、江苏省抗癌协会、现代快报/
ZAKER南京联合举办了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

会议邀请全国知名血液肿瘤临床专家、专业协会
及权威媒体共同参与，对脐带血等干细胞领域监管政
策、行业现状、临床应用、科学研究以及规范管理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探讨，并通过媒体互动提问方式，
面向社会公众释疑，全面深入地解读了我国政府确定
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脉络。干
细胞行业的发展对于在各类疾病治疗领域实现突破创
新，弥补大量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尤其是在糖尿病、
癌症、血液病以及免疫系统缺陷等疾病领域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生生物物医医疗疗产产业业发发展展研研讨讨会会举举行行
剖析产业现实问题，为未来发展把脉领航

与与会会部部分分专专家家合合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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