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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以

及对干细胞研究认识的深入#通过脐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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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肝硬化失代偿逐渐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脐血干细胞在肝

脏微环境中可分化成肝干细胞及肝细胞#从而参与损伤肝组织

的修复与重构#最终恢复患者的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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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观察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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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基础研究发现#脐血干细胞在特定环境

下可分化为肝组织和干细胞从而参加肝脏的修复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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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从脐血分离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入受体后#

可整合到受体肝板#分化为成熟肝细胞并合成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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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荧光蛋白报告基因转染干细胞并进行性别交叉移

植实验#发现分化的肝细胞没有表达荧光蛋白且仍为双倍体#

进一步证实了脐血造血干细胞可横向分化为肝细胞'杨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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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硬化病患者肝

内#发现患者肝功能(凝血机制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

本实验通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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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表明#患者在接受干细胞治疗后机体

免疫功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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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细胞治疗后肝硬化

失代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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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比例显著升高#更接近健康对照组水

平#表明机体的免疫功能得到了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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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肝硬化患者由于肝纤维化导致肝脏功能丧失#肝脏

对淋巴细胞的拮抗作用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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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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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作

为体内启动细胞免疫的主要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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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的减少将引起

体内免疫机能调节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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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平衡向着逐步恢复的方向发展'因

此#对于肝硬化失代偿患者来说#早期利用脐血干细胞修复肝

损伤(改善遗传性缺陷组织的功能以及代替退行性组织#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恢复肝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可缩短治疗时

间#改善预后#提高病人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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