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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细胞“快速相亲”结“良缘”
本报讯 在发育的心脏里，细胞会

通过穿梭、碰撞寻找自己的位置，一旦

与错误的细胞配对，可能导致心脏跳

动出现异常。

科学家揭示了心脏细胞相互匹配

的方式，他们对这些细胞的复杂运动

进行建模，并预测了基因变异如何干

扰果蝇心脏的发育过程。相关研究近

日发表于《生物物理杂志》。

在人类和果蝇中，心脏组织源自胚

胎中相距较远的两个不同区域。随着

不断发育，细胞开始向彼此移动，最终

合并成管状结构，进而形成心脏。为了

使心脏正确发育，这些细胞必须精准

排列并配对。

“当细胞聚集在一起时，它们会摇

摆并进行调整，最终总能与同类型的

细胞配对。”论文通讯作者、英国华威

大学的 Timothy Saunders 说，这一现象

促使研究团队探索细胞最初是如何配

对的，以及如何找到合适的对象。

正在发育的心脏细胞有类似触手

的突起，被称为“丝状伪足”，它们可以

找到并抓住潜在的配对对象。Saunders

之前的研究发现，蛋白质会产生能够

将不匹配的细胞“赶走”的波浪，以便

重新找到合适的“对象”。

“细胞的配对过程就像‘快速相

亲’。”Saunders说，“它们在几秒钟内确

定是否为‘良缘’。与此同时，它们的蛋

白质分子‘朋友’也已经准备好，一旦

不兼容，就会把它们拉开。”

研究人员发现，心脏细胞会追求一

种尽可能接近静止状态的稳定性，类

似一个滚动的球最终会停下来。在物

理学中，这种情况被称为能量平衡。在

发育的心肌细胞中，这一原理体现在

细胞会在连接力与应对应变的能力

（即黏附能与弹性）之间找到平衡。基

于这一观察，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模

型，展示了细胞如何自我组织。

接下来，研究团队在具有突变和错

位心脏细胞的果蝇身上测试了他们的

模型。通过计算不同类型细胞之间的

黏附能并评估组织的弹性，该模型预测

了细胞将如何配对和重新排列。

Saunders说，这个模型的产出结果与

在真实胚胎中观察到的情况非常相似。

研究团队指出，该模型不仅加深了

人们对心脏发育过程中细胞如何匹配

和对齐的理解，还具有更广泛的应用

价值。类似的细胞匹配过程在神经元

连接、伤口修复和面部发育中至关重

要，这些过程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唇裂

等疾病发生。

“本质上，我们正在为生物过程赋

予数值，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

Saunders补充道。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重编程干细胞注射让瘫痪男子站起来了
本报讯在一项开创性临床试验中，一名瘫痪

男子在接受神经干细胞注射治疗后站了起来。这

项试验使用重编程干细胞治疗脊髓损伤导致的瘫

痪，这名日本男子是 4名受试者之一。另一名受试

者在治疗后恢复了四肢活动能力，但其余两人未

有明显改善。

该试验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干细胞科学

家 Hideyuki Okano 团队完成。研究人员在近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未经同行评议的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疗法是安全的。“该患者

正在练习走路，展现了惊人的康复效果。”

Okano 说。

“这是重大且积极的进展，非常令人振奋。”澳

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转化神经科学家 James St

John评价说，此前使用其他类型干细胞的试验也

证实了这种疗法的安全性，但疗效不一。

不过，仍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试验以验证两

名受试者的改善确实缘于治疗。St John强调，病人

有可能经历了自然恢复。

根据美国脊髓损伤协会的损伤量表，在入

组时，所有受试者的损伤等级均为最高级 A

级。这种损伤程度的患者在损伤点以下都没有

感觉或运动功能。

重编程或诱导多能干细胞是通过将成体细胞

恢复到胚胎样状态创建的，在这种状态下，它们可

以被诱导发育成其他类型的细胞。研究团队使用

来自捐赠者的诱导多能干细胞培养出神经前体细

胞，并在每名受试者的损伤部位注射了 200万个

此类细胞，希望它们最终分化成神经元和神经胶

质细胞。

首例手术于 2021年 12月实施，其余 3例在

2022至 2023年间完成。所有受试者均为成年男

性，其中两人年龄在 60岁以上。Okano说，受试者

在受伤后 2至 4周内接受了手术。术后 6个月中，

需服用免疫抑制剂防止排异反应。

其中两名受试者术后未见明显改善，第三

个人的损伤等级在术后降至 C 级，可以活动部

分肢体但无法独自站立，第四个人则恢复至 D

级（正常为 E 级）并能独自站立。在一年的随访

中，研究人员没有观察到任何严重的不良反应。

Okano 说，对数据的初步分析表明，这种疗法是

有效的。

下一步研究需明确疗效机制及适用的损伤类

型。此前使用培养细胞和动物模型的研究表明，移

植的诱导多能干细胞分泌的物质支持现有脊髓细

胞的功能，同时细胞通过在神经周围建立一个绝

缘层，与宿主神经元形成直接连接，帮助受损部位

重建。 （文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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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份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主持撰写的

国际报告显示，全球每 10人中就有 6人无法获得

安全的医用氧气，导致了每年数十万例本可预防

的死亡，并降低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

这份近日发布的题为《减少全球医疗氧气获

取不平等》的报告指出，全球医用氧气的供应不平

等, 主要表现在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 50亿人无法

获得安全、优质、负担得起的医用氧气。

报告作者之一、奥克兰大学医学和健康科学

学院副教授 Stephen Howie说，他希望这项工作能

挽救更多生命———儿童和成年人不仅能活下来，

还能健康生活。

Howie最近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世界肺健康

大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如何应对这一全球面临

的挑战。其团队在改善医用氧气供应方面处于领

先地位。

“我在缺氧性疾病治疗领域工作了 20 年，

特别是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当然，作为一名儿

科医生，我的首要关注人群是儿童，但我们很快

就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满足所有年龄段

的需求。”Howie 说。

Howie表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需求。我在非洲的医

院看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氧气供应短缺，肺炎等疾病导致了

不必要的死亡，这对家庭和工作人员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由

此，我们制定了‘不让任何儿童因缺氧而死亡’的目标，这也

适用于成年人。” （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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