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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过去常被废弃的儿童拔下的乳
牙以及成人拔除的智齿中，都含有相当丰富的干细胞。

慢性心衰长期管理任重道远
姻本报记者李惠钰

干细胞能够分化成为多种组织细
胞，更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或产生新的
器官，因此也被医学界称为“万能的种子
细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过去常被
废弃的儿童拔下的乳牙以及成人拔除的
智齿中，都含有相当丰富的干细胞。

近日，日本大阪牙科大学的研究人
员在《国际分子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探讨《牙髓干细胞治疗各种系统性疾病
的临床潜力及进展》的报告。报告指出，
除了牙科疾病，牙髓干细胞对脊髓损伤、
心肌梗死、肌肉萎缩、帕金森症等系统性
疾病同样拥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正因为看重干细胞治疗的潜力，干
细胞存储就像给家庭健康上了一份“保
险”一样，愈发被大众所接受。而除了人
们熟知的存储脐带血，存上一颗牙也逐
渐成为一股热潮。

除了脐带，别忽视了牙齿

“干细胞治疗研究”是国内首批启动
的 6 个国家重点专项之一。虽然当前我
国干细胞治疗乱象丛生，整个产业处于

“一筹莫展”的状态，但这并不能否定干
细胞所拥有的巨大医学价值。

根据全球第二大市场研究咨询公司
Markets and Markets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
示，2018 年全球干细胞存储市场为 62.8
亿美元，未来 5 年预计将以 8.2%的复合
年增长率增长，至 2023 年全球市场规模
预计高达 93 亿美元。

对于干细胞的来源，除了人们熟知
的新生儿宝宝的脐带，小小的牙齿其实
也蕴含着“洪荒之力”。中国医学科学院
输血研究所科研副所长马峰对《中国科
学报》介绍，儿童脱落的乳牙、青少年的
正畸牙以及成人的智齿中都含有丰富的
牙源性干细胞。牙源性干细胞主要包括
牙髓干细胞、牙周膜干细胞、牙根尖乳头
干细胞、牙囊干细胞等，取材十分丰富。

马峰表示，牙源性干细胞具有自我
更新与多向分化能力，在适当的条件下
能分化为骨组织、神经组织、肌组织、角
膜细胞、肝细胞、胰岛样细胞等多种组织
细胞。

另外，通过个体化获取以及保存的
牙源性干细胞进行自体移植，还能够最
大程度地降低免疫排斥和疾病交叉感染
的风险。昆士兰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再
生牙医学联合实验室主任叶青松表示，
现有研究证明，人的牙源性干细胞用于
实验大鼠未出现排斥反应，与对照组相
比，组织再生和修复显著提高，说明了牙
源性干细胞的免疫原性较低，这个特征
使得牙源性干细胞可以更好地在近亲中
使用。

上海市口腔医学研究所教授张志愿
也表示，牙髓干细胞的增殖能力非常强，
而且牙髓干细胞能够长期低温保存而不
丧失其多向分化的能力，保障了干细胞
的丰富来源，也给实验临床的研究及应
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临床应用价值凸显

牙源性干细胞来源于口腔医疗废弃
物，属于废物再利用，因来源丰富、取材
安全方便、不涉及伦理以及免疫源性低
等优点，在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中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干细胞再生医学的临床试验中，
如何选择合适的干细胞类型十分重要。”
叶青松表示，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选择与
再生组织表型相近的干细胞类型进行再
生医学研究，如脐带血干细胞主要用于
治疗多种血液系统疾病，牙源性干细胞
目前正在进行的相关临床试验主要在牙
周组织、骨组织修复以及根尖牙髓病治
疗等领域。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祖泽就曾指出，现
在有 60%以上的人存在牙周炎问题，而清
洁牙齿等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
过提取牙齿中的牙髓干细胞，将其再生，
为牙周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

而除了牙再生领域，牙源性干细胞
还在神经组织再生、心肌再生、骨再生、
血管再生、视网膜再生、肺组织再生等领
域都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最新的
研究结果也为牙髓干细胞的未来临床应
用提供了全新的见解。

帕金森症是一种以多巴胺能神经元
丧失为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此次在

《国际分子科学杂志》发表的报告指出，
牙髓干细胞的疗效已在患有帕金森症的
大鼠身上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牙髓干
细胞具有多巴胺分化的能力，将其移植
到帕金森症大鼠的纹状体中可改善它们
的行为障碍。

另外，在一种大鼠中风模型对静脉
移植人类牙髓干细胞和人类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的治疗潜力的对比性研究表明，
相比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牙髓干细胞
减少的梗死体积更大。牙髓干细胞可在
中枢神经系统病变部位内迁移和存活，
通过预分化和替换丢失的神经元，或者

通过旁分泌介导的内源性神经元生长支
持物，为脑损伤提供一种合适的治疗。
不仅如此，将牙髓干细胞注射进急性心
肌梗死模型大鼠后，其心脏功能也得到了
改善，梗死面积得以减小。此外，通过抑制
炎症和细胞凋亡，牙髓干细胞的条件培养
液还对急性心脏损伤具有治疗作用。

不过，叶青松同时指出，牙源性干细
胞临床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提供针对各种
疾病的个体化干细胞制剂用于临床治
疗，如何明确最佳的移植时间，移植数
量、合适载体支架材料和生长因子的选
择，最佳移植途径以及术后反应、远期疗
效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牙齿银行”亟待规范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和
挪威等先后建立“牙齿银行”，为牙源性干
细胞的基础研究以及临床应用研究提供
细胞来源。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家“牙齿
银行”，通过专业的技术分离扩增，将牙源
性干细胞长期保存在深低温环境中。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就与北
京焕生汇生物技术研究院成立联合实验
室，致力于多种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提取、
制备、检测、质控、存储等应用技术的创新
研发。

作为该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马峰强
调说，牙齿应选择 6~12 岁儿童乳牙（20
颗）或 18 岁以后成人智齿（第三磨牙），
因自然脱落的乳牙大多为无牙髓的牙
齿，不能培养出牙髓干细胞，故应在乳牙
Ⅱ度松动以内，牙根吸收 2/3 以上或牙
根完全吸收但髓室底完整存在的情况下
预约医生进行拔牙。

马峰还特别指出，龋齿、有牙髓炎或
附有大量牙结石的牙齿不能作为采集对
象，拔牙后应及时将牙齿保存在指定的
保存液中，以确保牙髓的活性，并在规定
时间内以 2~8℃的条件运输至实验室。

另外，牙齿银行从乳牙阶段便可以
开始建立，需要储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安全可靠的长期储存系统至关重要。科
学家也通过相当多的研究证实了离体牙
远距离运输的可行性。

不过，叶青松坦言，牙源性干细胞储
存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可
提供储存服务的单位资质也参差不齐，
大部分是作为综合干细胞库的一个延
伸。由于牙源性干细胞生物学行为的特
殊性，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专业的牙源
性干细胞储存服务机构，统一相关储存
流程、定价机制和行业规范，以确保相关
流程的制度化和标准化。

北京焕生汇生物技术研究院研发主
管杨苗也对《中国科学报》表示，牙髓干细
胞存储还需要解决牙齿采集过程中如何保
持牙髓完整性；不添加抗生素的情况下如
何解决牙髓干细胞污染问题，以及如何提
高人们对牙髓干细胞存储的意识等问题。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各种心脏疾
病的严重和终末阶段，也被称为“心血管
领域尚未被征服的挑战”，心衰患者的生
存率甚至比多种癌症还要低。

实际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
大心衰患者群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
成年人心衰患病率高达 0.9%，预计患者
人数超过一千万。

“目前导致我国心衰发生的第一位
病因是冠心病，其次为高血压，只有减少
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慢病的发生，才
能够延缓它们最终走向心衰。”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
任医师、教授刘宇扬近日对《中国科学
报》指出。

她强调，心衰是一种长期进展性严
重的心血管慢性疾病。尽管目前在我国
心衰治疗取得了巨大突破，但受患者经
济能力、创新药医保覆盖，以及有效的长
期管理模式缺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心
衰仍是尚未攻克的顽疾之一，长期管理
任重道远。

患者治疗需求远未满足

心衰是由于任何心脏结构或功能异
常导致心室充盈或射血能力受损的一组
复杂临床综合征。一旦产生了心衰，心脏
这个血泵就没有办法带动足够的血液在
身体里流动。

刘宇扬表示，目前成人慢性心力衰
竭的主要病因有冠心病、高血压、瓣膜
病、扩张型心肌病、心肌炎、先天性心脏
病等。另外，心衰加重或急性发作的诱因
还包括感染、过度体力活动和情绪激动、
钠盐摄入过多、心律失常、妊娠和分娩、
药物作用及其他等。

实际上，我国成人心衰患者基数很
大，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心衰
普及率不高、民众对其普遍缺乏基本认
知，致使很多患者错失了最佳诊疗时机。
约 20%的心衰患者在确诊后一年内死
亡，约有 50%心衰患者在诊断 5 年后死
亡，生存率低于多种癌症。

不仅如此，由于心衰导致反复住院，
给患者及其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

负担。数据显示，我国心衰患者平均每年
住院 2.4 次，约 69%的患者都有 1 年内再
住院的经历，年均住院天数长达 22 天；
我国心衰患者年均医疗费用近 29000
元，高于我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即使在现有的
标准药物治疗下，我国心衰患者住院频率
高、经济负担重以及死亡率居高不下等诸
多治疗需求尚未获得满足，防治形势严
峻。”刘宇扬在分享心衰诊疗现状时指出，
我国拥有最大心衰患者群，心衰防控关乎
民生。因此，提升慢性心衰的诊疗水平，重
视并加强对其长期管理势在必行。

国家医保准入仍是关键

尽管心衰仍是目前心血管疾病领域
尚未被征服的“最后战场”，但并不意味
着不可以预防和治疗。

近年来，我国心衰领域在规范推进
及治疗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
展。2018 年 10 月，《2018 中国心力衰竭
诊断和治疗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
发布为中国心衰诊疗标准化、规范化奠
定坚实基础，翻开我国心衰整体防控的
新篇章。

刘宇扬表示，新版《指南》在 2014 版
的基础上，在心衰的诊断、治疗、预后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更新。在心衰的药物治
疗方面，新版《指南》充分与国际接轨，已
经被纳入欧美指南的创新药血管紧张素
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也被该《指
南》列为一类推荐。

“这一更新主要基于 ARNI 药物突
出的临床表现：根据一项临床研究显示，
在心衰标准化治疗的基础上，其使心衰
患者心血管死亡和心衰住院风险降低
20%，意味着可显著降低患者住院所产
生的各项经济负担，展现出了更高的临
床价值和成本效益。”刘宇扬介绍说。

作为全球唯一的 ARNI，沙库巴曲
缬沙坦钠片于 2017 年获中国优先审评
上市，是心衰领域近 20 年来的突破性药
物，一年后进入《指南》一类推荐，并已纳
入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吉林和西藏六
省医保。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与传统的心
衰标准治疗药物相比，能够降低心血管
死亡和心衰住院风险，逆转患者心功能
分级和心肌重构。”刘宇扬表示，该药物
不仅减轻了患者的用药负担，还促使心
衰患者及时接受规范的药物治疗，获得
更好的治疗效果，为中国数百万的心衰
患者树立了新的希望。

“但要满足更多心衰患者的治疗需
求，仍迫切需要从国家医保准入层面给
予慢性心衰治疗关注与支持。”2019 年
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启动在即，刘宇扬期
待更多慢性心衰创新药能纳入国家医保

目录，以造福更多患者。

呼吁建立长期管理模式

据了解，由于医疗水平的差异和专
业人才的缺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心
力衰竭防控仍面临着诊断不及时、治疗
不标准、随访不规范等管理难题。

刘宇扬从心衰管理团队建设角度分
析认为：“心衰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
征，给予患者适合的诊治和长期管理需
要由心脏专科医生、全科医生、护士、药
师、康复治疗师、营养师等多学科组成的
团队，并遵循心衰指南及相关疾病指南，
按照一定的流程及规范相互协作来完
成。这对降低心衰患者死亡率、减少住院
次数及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刘宇扬认为，心衰疾病管理需
要社会、医院和个人多方参与、多方贡
献，建立慢性心衰全程管理模式。具体而
言，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心衰管理建
设：首先，对于已经确诊的心衰患者，需
要谨遵医嘱，接受标准化治疗；其次，通
过分级诊疗，建立心衰患者长期随访机
制，联动社区，形成“家庭—社区—医院”
三层联动的体系；最后，加强患者疾病教
育，尤其关注患者长期疾病管理，授之以
渔，让患者成为自己的健康顾问。

磁控胶囊胃镜
成消化科医生“新武器”
姻本报记者 张思玮

要不要保存一颗牙？
干细胞治疗让存牙成热潮

姻本报记者李惠钰

“中国消化内镜在新器械、新技
术的应用上已经与世界同步。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首创磁控胶
囊胃镜技术对高危人群进行胃癌的
早期筛查，以及遏制中国胃癌高发
趋势具有重大意义。”6 月 22 日，在
2019 武汉国际消化病大会上，海军
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副院长、消
化内科副主任廖专在内镜分会场上
表示。

据悉，此次大会由武汉协和医
院、武汉医学会主办，目的在于展示
国内外消化系统疾病的最新研究成
果，推动疾病诊治水平的发展。

廖专告诉《中国科学报》，该磁
控胶囊胃镜系统由安翰公司研发，
集成了磁控、光电及无线传输等多
项技术，系全球首款，打破了发达
国家在内镜技术领域 20 多年的垄
断，真正实现了做胃镜不插管、无
痛苦。

而在磁控胶囊胃镜问世之前，
国内也有小肠镜或磁扰动式胶囊内
镜用于胃部检查，但此类内镜因为
无法在胃部实现精准定位，检测准
确性和完整性都受到制约。

“因为胃的空腔比小肠大很多，
如果不能精确控制，有些地方肯定
是死角，就像我们用手电筒照水管
能照得很清楚，但是去照整个房间
就会照不全了，所以需要精准的控
制。”廖专表示，如果医生用不能主
动控制的小肠镜给病人查胃，极易
造成漏诊和误诊，甚至把早癌拖成
了进展期胃癌。

此外，对于有些人认为拿着磁
力手柄也能做胃镜的说法，廖专给
予了否定。他表示，磁场的强度是随
着距离而变化的。两个磁铁靠得很
近时力量会很大，离得远一点就没
有磁力了。如果患者胖一点，腹壁厚
一些，磁场要达到足够的强度才能
保证精确的控制。

磁控胶囊胃镜系统使用的是机
械臂，性能稳定，可以使胶囊直立或
悬浮，满足五个维度移动，距离近或
远磁力都相同。而磁力手柄无法达

到毫米级控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胶囊胃镜

这个概念不是我国最先提出来的，
但之所以能够最终研发成功，廖专
认为，这主要是基于我国胃癌发病
率高，以及具有创新性的医工结合。

安翰公司成功研发了全球首台
利用机械臂精准多维旋转移动的胶
囊胃镜系统，在精准磁控技术方面实
现了根本性的突破。2013 年获得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三类医
疗器械注册证，率先在临床上投入使
用，并出口英国、德国、西班牙等欧洲
国家。“目前，能查胃的独此一家。国
内外其他品牌的胶囊内镜仍普遍用
于小肠、结肠或食管的检查，也未见
发表相关进展论文。”

为明确磁控胶囊胃镜的诊断
准确性，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海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兆申率领团队
设计并牵头全国 7 大中心、350 例
大样本研究，通过双盲对照的研究
方法，证实了安翰磁控胶囊胃镜的
检查结果与电子胃镜高度一致，体
现了其对于早期胃癌的诊断价值。
而另一项研究是通过对全国 99 家
体检中心、3000 余例无症状人群
进行磁控胶囊胃镜检查，最后也证
实其应用于无症状人群的胃癌筛
查安全有效。相关研究成果先后刊
登在 CGH、GIE、DLD 等国际消化
内镜杂志。

廖专告诉记者，磁控胶囊胃镜
系统的技术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
可。“我们的文章发表以后，奥林巴
斯的技术人员和高管专程来长海医
院学习这项技术。”

目前，仅长海医院一年磁控胶
囊胃镜诊疗就高达 3000 多例。“它
已经成为消化科医生得心应手的新
武器。”廖专认为，全方位的质量保
证应贯穿于临床研究始终，才能确
保消化内镜检查的安全和有效。同
时，他建议，这一适宜技术如惠及更
多民众，势必有效提升我国胃癌早
期筛查的效果，最终让我国摘掉胃
癌大国的“帽子”。

本报讯 6 月 20 日，2019（第十
届）健康中国急救公益论坛在北京
举行。本届论坛以“责任·重构未
来———守护生命·从心开始”为主
题，专家围绕“心脑血管急救体系的
建立”“社区和家庭在急救生命链中
的重要性”等议题展开讨论。

心脑血管疾病是我国居民第一
死因，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 20 年
持续上升。“心脑血管急救体系建
立，可有效防范和救治心脑血管疾
病意外。”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李
宗浩提出，建立心脑血管疾病急救
体系，尤其是院前的急救设置点，不
仅可以提供快速诊疗通道，还可以
通过多学科协作医疗模式，依照规
范化的诊治流程，进而缩短救治时
间，提高救治成功率。

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的急诊救治
在院前、院中、院后的衔接并不理想。

“应急医疗绝不仅仅是医生的
事情，一旦患者出现紧急情况，如果
第一目击者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
将会大幅提高抢救的成功率。”原国
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表示。

不过，相关调查显示，我国仅
74.70%的公众对急救知识有部分了
解，18.30%对急救知识完全不了解。

北京雪中金康复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王家起认为，社区是理想急救
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在社区内建立
智能急救站，居民可通过身份证验证
或手机扫码的方式，快速取出急救站
内的设备免费使用，快速实施救助。
同时，社区内也可以为居民进行心
肺复苏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普及。“急
救公益是没有尽头的，我们会根据
未来公共社区急救环境下的实际需
求，不断完善急救项目，用心守护每
一个生命。” （张思玮）

第十届健康中国急救公益论坛举行

资讯

本报讯 近日，在中南大学爱尔
眼科学院 2019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上，该学院院长唐仕波展示了本届毕
业生交出的答卷。

唐仕波表示，这一届硕士毕业生
发表论文比率为 72%，其中王译妮同
学在 SCI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影响
因子达到 6.38。此外，32 位硕士毕业
生中，有 28 人投稿，其中 23 人的论
文已获接收，投稿率为 87.5%，文章
接受率达 82%。

据介绍，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不断为行业输
送中高端眼科专业人才。2019 届硕
士毕业生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的成绩
单，标志着著名高校与行业领先企业
联合办学这一眼科专业人才创新培
养模式日益成熟。从 2013 年成立至
今，该学院已招收硕士研究生 180
人、博士研究生 60 人。其中，已毕业
硕士研究生 99 人、博士研究生 13
人。这些毕业生现已成为眼科行业的
临床、科研或学术复合型人才，致力
于国人的眼健康事业。 （肖洁）

眼科专业校企联合办学见成效

本报讯 6 月 20 日，阿斯利康
（AstraZeneca）公司宣布，该公司的三
联疗法 Breztri Aerosphere（曾用名：
PT010） 获 得 日 本 厚 生 劳 动 省

（MHLW）批准上市，用于缓解慢性
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的症状。这
也是这款三联疗法在全球范围内首
次获得批准。

COPD 是一种可造成肺内气流
阻塞、导致失能性呼吸困难的进行性
疾病。它影响到全球 3.84 亿人的生
活，预计到 2020 年，将成为世界上第
三大死亡原因。提高肺功能、缓解疾

病症 状和 防 止 疾 病 恶 化 是 治 疗
COPD 的主要目标。

Breztri Aerosphere 是由布地奈
德、格隆铵、富马酸福莫特罗三种活
性成分构成的三联疗法，使用 Aero-
sphere 递送技术给药，可以装在一个
吸入器中使用。

阿斯利康公司生物医药研发执
行副总裁 Mene Pangalos 博士说：

“Breztri Aerosphere 为 COPD 患者提
供了一款新的三联疗法。它的首次获
批是向全球 COPD 患者提供新的治
疗选择迈出的重要一步。”（李惠钰）

阿斯利康COPD三联疗法全球首次获批

心衰是一
种长期进展性
严重的心血管
慢性疾病，长期
管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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