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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枸杞制剂诱导脐血单个核细胞分化为肝细胞后人白蛋白的表达** 
傅京力1，2，曾  妍3，龙则灵1，唐晓鹏1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and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s induc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rd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into hepatocyts: Expression of human albumen    

Fu Jing-li1,2, Zeng Yan3, Long Ze-ling1, Tang Xiao-peng1 

Abstract 
 
BACKGROUND: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promote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growth of huma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and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 stem cells (HUCBSCs) into hepatocytes in vitro and in vivo. 
METHODS: HUCBSCs were separated and cultured in different doses of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and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to screen the suitable dosage for HUCBSCs growth. Albumen mRNA and alpha fetoprotein mRNA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by RT-PCR. The liver failure models of rats were established after D-aminogalactose was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The 
survival rats with acute hepatic inju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ight groups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liver func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90 mg/L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and 40 mg/L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was suitable 
for HUCBSCs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Both angelica sinensis(oliv.) diels and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could 
promote and speed up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UCBSCs into hepatocytes, and the former one was superior to the latter one. 
However, there was no synergistic eff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treated with/without cyclophosphamide was not obvious. 
 
Fu JL, Zeng Y, Long ZL, Tang XP.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and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s induc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rd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into hepatocyts: Expression of human albumen.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yu Linchuang 
Kangfu. 2011;15(45): 8418-8423.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部分中药能够促进造血干细胞的生长及分化。 
目的：观察当归、枸杞制剂促进人脐血单个核细胞生长分化为肝细胞的作用、作用条件及对肝衰竭的治疗效果。 
方法：分离人脐血单个核细胞，加入不同剂量的当归及枸杞制剂，比较不同剂量当归及枸杞制剂对脐血单个核细胞及其转化

为肝细胞后人白蛋白 mRNA 及人甲胎蛋白 mRNA 表达的影响。腹腔内注射 D-氨基半乳糖建立大鼠肝衰竭模型，随机分为
生理盐水对照组、脐血单个核细胞组、脐血单个核细胞与当归、枸杞制剂灌胃和腹腔内注射免疫抑制剂不同组合 8组，检测
大鼠肝功能变化。 
结果与结论：90 mg/L当归、40 mg/L枸杞制剂可促进单个核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并加快脐血单个核细胞分化为肝细胞，两
者联合无药物协同作用。单独应用当归与枸杞对大鼠肝损伤均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与单个核细胞联合均可促进单个核细胞向

肝细胞分化，增强修复肝损伤的作用，并且当归的修复效果优于枸杞。加用环磷酰胺后并不能增强当归或枸杞联合单个核细

胞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当归；枸杞；脐血；单个核细胞；细胞分化；肝细胞 
doi:10.3969/j.issn.1673-8225.2011.4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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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量的研究证实干细胞在一定的条件下可

以分化为各种体细胞。现在已知骨髓、胎儿肝

脏及脐血中均含有大量的干细胞
[1-2]
，骨髓及胎

儿肝脏来源较为困难，而脐血来源丰富，容易

采集。 
已有实验证实人脐血干细胞可以分化为有

功能的肝细胞
[3-5]
，因此利用脐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重型肝炎，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脐血中

干细胞含量较少，转化为肝细胞所需时间较长，

因此作者拟寻求促使脐血干细胞更快、更多地

转化为肝细胞，进一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的新

途径。 
脐血中含有丰富的造血干/祖细胞和间充

质干细胞，CD34+
细胞所占比例与骨髓相似，

高于外周血，占有核细胞的1%~3%。脐血中的
造血干/祖细胞较骨髓干细胞更为原始，其早期
造血前体细胞CD34+CD38-

和CD34+Thy-Lin-

细胞亚群比例高于骨髓和外周血，具有更强的

增殖和分化能力。脐血中的T淋巴细胞较原始，
缺乏T淋巴细胞活化/生长因子，抗原表达弱且
不充分，自然杀伤细胞活性较弱，且存在CD4+ 

CD45RA+
抑制淋巴细胞，因此淋巴细胞毒性

低，发生排异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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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肝炎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降

低转氨酶、保护肝细胞、降低血胆红素水平、

增强免疫功能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目前

已有大量的实验及临床资料均显示部分中药能

够促进造血干细胞的生长及分化。枸杞为主要

的补阴药，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

当归为伞形科当归属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是

中国一味常用中药材，药用历史悠久，历代本

草均有记载，始记于《神农本草经》谓之“当

归味温，主呃逆上气”被列为中品。有补血、

和血、调经止血、润肠滑肠之功效，为医家常

用，素有“十方九归”之称。 
本实验拟观察当归、枸杞制剂对脐血单个

核细胞生长分化为肝细胞的作用、作用特点、

作用条件以及对大鼠肝损伤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设计：随机分组细胞学观察实验。 
时间及地点：于2006/2008在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完成。 
材料：成年SD大鼠140只，雌雄各半，体

质量(250±50) g，购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实
验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号：SCXK湘2006- 
0001。30%枸杞多糖购自上海康舟真菌多糖有
限公司，用PBS配制成不同浓度。当归注射液
购自北京第四制药厂，每支装2 mL，相当于当
归生药20 g，用L-DMEM配制成不同浓度。 

主要试剂与仪器： 

 
 
 
 
 
 
 
 
 
 
 
 
 

人脐血来源：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采集30岁以下健康、无急慢性疾病、无传染病、
抗HIV及乙、丙肝血清学标志物检测阴性的剖
宫产妇脐血，产妇及其家属对实验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采血前新鲜配制肝素钠生

理盐水溶液100 mL，浓度为125 U/mL。戴无
菌手套，将采血袋内原有的抗凝剂引出，抽取

肝素钠液20 mL注入采血袋中。新生儿产出后
立即在距脐轮5~7 cm处钳夹结扎脐带并切
断，行脐静脉穿刺直至无脐血流出为止。采血

完毕后置冰盒内运输至实验室备用。 

实验方法： 

分离脐血单个核细胞：采用密度梯度离心及

免疫磁珠分选法分离人CD133+
脐血单个核细

胞，细胞计数，将细胞稀释后种瓶 (细胞数
1×108)。 

脐血单个核细胞分组培养：以0.1%明胶液包
被培养瓶，种瓶后置37 ℃、体积分数5%CO2

培养箱内培养。细胞接种后24 h内不宜移动培
养瓶。首次换液时间四五天。每次换液只更替

1/2液体。当原代细胞生长至30 d左右，生长良
好的细胞可见集落形成并开始融合，当融合达

80%时，用0.25%新鲜配制的胰酶将细胞消化
传代。 
将消化好的细胞种入培养板中，每孔中培

养基均含胎牛血清、L-DMEM、人碱性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20 µg/L、谷氨酰氨1 mmol/L：①
对照组，不加观察药物。②当归初筛实验取3
组，分别加当归30，90，180 mg/L当归。③枸
杞初筛实验取3组，分别加入10，40，80 mg/L
枸杞。④干细胞分化实验取3组，均加入肝细胞
生长因子10 µg/L。药物初筛实验显示中等剂量
较有利于细胞生长分化，因此3组中分别加入当
归90 mg/L，枸杞40 mg/L，当归90 mg/L+枸杞
40 mg/L。分别取原代培养7，10，14，21，28 d
的细胞进行观察，观察细胞形态、活性，随机

选取5个视野(×250)取均数进行计数，并摄片。
取传至三四代的脐血单个核细胞进行药物实

验。 
免疫细胞化学检测：以多聚赖氨酸包被玻片，

用0.25%胰蛋白酶消化细胞，接种至多聚赖氨
酸包被的盖玻片上，5 d后行免疫组织化学检
测。盖玻片上的细胞用80%丙酮固定15 min后，
常规方法进行甲胎蛋白、白蛋白免疫细胞化学

检测。 
RT-PCR检测：分别取培养6，12，20 d的细

胞进行RT-PCR甲胎蛋白  mRNA和白蛋白 
mRNA，跑胶后照相，并用凝胶定量系统软件
Quantity one分析得出各组细胞的甲胎蛋白
mRNA、白蛋白 mRNA表达的相对定量。 

大鼠肝衰竭模型的制备：取SD大鼠，用D-氨

基半乳糖0.5 g/kg，即每只0.14 g一次性腹腔内 

试剂及仪器 来源 

胎牛血清、DMEM  
D-氨基半乳糖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及 
人肝细胞生长因子  

AFP鼠抗人单克隆抗体(即用型) 
ALB兔抗人多克隆抗体(浓缩型， 
用前稀释至 1∶200)  

Rnasin Ribonuclease Inhibitor、 
M-MLV Reverse Transcriptase 

TaqDNA聚合酶、10×Buffer、 
随机引物、dNTP(10 mmol/L)、
DNA分子量标准 

Gibco，美国 
Sigma公司 
Preprotech，美国 
 
福州迈新 
DAKO公司 
 
Promega德国 
 
天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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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48 h后肝衰竭模型建立。 
分离新生鼠血干细胞：取怀孕即将分娩的SD大鼠分笼

观察，待分娩后取刚出生的幼鼠作为新生鼠。由于大鼠

个体太小，无法采集脐血。而脐血实际上就是新生儿外

周血，因此用刚出生的新生大鼠断头取血代替脐血，分

离单个核细胞代替大鼠脐血干细胞。应用淋巴细胞分离

液以常规方法分离新生大鼠血单个核细胞并计数。将细

胞稀释至1×1010 L-1
备用。 

实验动物分组：将48 h后仍存活的肝衰竭大鼠随机分
组，每组12只。 

实验分组： 

 
 
 
 
 
 
 
 
 
 
 

 
 
第7天将仍存活的实验鼠摘眼取血检测肝功能。 
主要观察指标：①不同剂量当归及枸杞制剂对脐血

单个核细胞及其转化为肝细胞后人白蛋白mRNA及人
甲胎蛋白mRNA表达的影响。②当归及枸杞制剂对肝衰
竭大鼠肝功能的影响。 
统计学分析：由第一作者采用SSPS 13.0软件进行

统计处理，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t 检验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剂量当归、枸杞对脐血单个核细胞生长的影
响   

当归组：低剂量和中等剂量组细胞形态正常，生长

活性好，见图1，高剂量组细胞早期生长活性好，但极
易老化，无法进行传代扩增；初步观察显示中等及高剂

量的当归制剂均可以促进脐血单个核细胞的增殖，见表

1，但是后者易导致细胞老化；而低剂量的药物对细胞
无明显作用。 

枸杞组：各剂量组均生长良好，见图2，中等及高剂
量组均可促进脐血单个核细胞的增殖，见表1，但以中
等剂量更显著。但总体作用较微弱，低剂量的药物对细

胞无明显作用。 

 
    
 
 
 
 
 
 
 
 
 
 
 
 
 
 
 
 
 
 
 
    
 
 
 
 
 
 
 
 
 
 
 
 
 
 
 
 
 
 
 
 
 
 
 
 
 

分组 处理方式 

对照组 给予鼠尾静脉注射 1 mL生理盐水 
单个核细胞组 经鼠尾静脉注射 1 mL鼠血单个核细胞 
当归组 给予 20%当归制剂 2 mL灌胃 
细胞+当归灌胃组 经鼠尾静脉注射 1 mL鼠血单个核细胞+  

当归制剂 2 mL灌胃 
当归+环磷酰胺组 经鼠尾静脉注射 1 mL鼠血单个核细胞+  

当归制剂 2 mL灌胃+环磷酰胺腹腔内注射 
枸杞组 给予 30%枸杞多糖制剂 2 mL灌胃 
细胞+枸杞灌胃组 经鼠尾静脉注射 1 mL鼠血单个核细胞+ 

 枸杞制剂 2 mL灌胃 
枸杞+  
环磷酰胺组 

经鼠尾静脉注射 1 mL鼠血单个核细胞+ 枸杞 
制剂 2 mL灌胃+环磷酰胺腹腔内注射 

Figure 1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 stem cells co-cultured 
with 30, 90 mg/L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for 14 d 
(×100) 

图 1  当归 30，90 mg/L与脐血单个核细胞共培养 14 d(×100) 

a: 30 mg/L  

b: 90 mg/L  

Figure 2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 stem cells co-cultur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for 7 d (×100) 

图 2  不同质量浓度枸杞与脐血单个核细胞共培养 7 d(×100) 

a: 10 mg/L  

b: 40 mg/L  

c: 8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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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归、枸杞制剂对脐血单个核细胞分化为肝细胞
的影响  各组细胞白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见图3。 

 
    
 
 
 
 
 
 
 
 
 
 
 
 
 
 
 
 
 
 
 
当归90 mg/L组细胞白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

细胞数8.70±1.61、枸杞40 mg/L组细胞白蛋白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阳性细胞数7.00±1.42及同时加入当归和枸杞
的联合组细胞表达肝细胞的特征产物白蛋白的量

7.50±1.97均明显高于对照组4.70±1.42(P < 0.05)。但联
合用药并不能增加白蛋白的表达。 
2.3  RT-PCR检测当归、枸杞干预后细胞白蛋白 
mRNA、甲胎蛋白 mRNA 的表达  加入当归90 mg/L
组、枸杞40 mg/L组细胞白蛋白 mRNA、甲胎蛋白 
mRNA的表达优于对照组；两组联合用药并不能显著增

加这些蛋白的表达。图4显示加入当归、枸杞及两者合
用后白蛋白随着时间延长而表达增加，上述密度曲线表

明加药培养后的细胞表达人白蛋白在时间上早于对照

组细胞，这说明当归和枸杞均可以缩短脐血单个核细胞

向肝细胞分化的周期。 
 
    
 
 
 
 
 
 
 
 
 
 
 
 
 
 
 
 
 
 
 
 
 
 
 
 
 
 
 

2.4  枸杞与当归对肝衰竭大鼠肝功能的影响  用药第
7天时对照组4只大鼠、当归组1只大鼠及枸杞组2只大鼠
死亡，其余各实验组大鼠均未死亡。治疗前各组大鼠各

项指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治
疗后第7天各组存活大鼠肝功能改变见表2。 

当归组丙氨酸转氨酶及天冬氨酸转氨酶下降幅度

大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明显(t=1.294，1.654；P=0.213，
0.116)。总胆红素下降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t=2.281，
P=0.036)。枸杞组上述指标下降幅度也大于对照组，
但差异均不明显(t=1.419，1.739，1.926；P=0.175，
0.101，0.072)。其余各组丙氨酸转氨酶及天冬氨酸转
氨酶及总胆红素下降幅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均< 
0.01)。 

表 1  不同剂量当归、枸杞对脐血单个核细胞生长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and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on cell 
growth                                 (x

_

±s, cells) 

A: control group; B: 30 mg/L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group; C: 
90 mg/L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group; D: 180 mg/L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group; E: 10 mg/L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group; F: 40 mg/L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group; G: 80 mg/L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group; aP < 0.05, vs. control group 

Group  7 d 10 d 14 d 21 d 28 d 

A 14.4±1.4 19.2±1.0 30.0±3.0 55.6±1.4 70.2±2.4 
B 13.8±1.8 19.8±1.8 31.4±1.4 56.6±1.4 71.6±1.4 
C  18.4±1.4a  30.4±1.4a  56.0±2.5a  90.4±1.4a 113.4±1.4a

D  17.4±1.4a  29.6±1.4a  51.8±1.8a  87.6±1.4a 100.0±2.0a 
E 14.2±1.6 19.4±1.4 28.4±1.4 57.4±1.4 70.0±2.0 
F  15.6±1.4a  24.8±1.0a  42.4±1.4a  70.6±1.4a  90.0±2.0a

G 15.2±1.0  23.6±1.9a  40.4±1.4a  61.4±1.4a  75.8±1.8a

Figure 3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of albumin after 
treated with angelica sinensis(oliv.) diels and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400) 

图 3  当归与枸杞干预后各细胞白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
果(×400) 

a: Control group b: 90 mg/L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group  

c: 40 mg/L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group 

d: Combined group 

Figure 4  Comparison of albumin mRNA expression in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and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group for 12 d (blue) and model control 
group for 20 d (red): the former curve is the relative 
density of β-actin;the latter is the relative density of 
albumin mRNA 

图 4  当归、枸杞干预 12 d与未加药培养 20 d细胞白蛋白
mRNA的比较 

a: 90 mg/L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group 

c: 90 mg/L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40 mg/L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group 

b: 40 mg/L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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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当归组丙氨酸转氨酶、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及

总胆红素下降幅度明显优于当归组(t=4.320，3.902，
4.461；P=0，0.001，0)；也明显优于单个核细胞组
(t=2.790，2.998，2.689；P=0.011，0.007，0.013)。
但与当归+环磷酰胺组比较差别不明显(P均> 0.05)。 
细胞+枸杞组丙氨酸转氨酶、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及

总胆红素下降幅度明显优于枸杞组(t=6.323，4.424，
2.420；P=0，0，0.025)； 丙氨酸转氨酶下降也明显优
于单个核细胞组(t=2.573，P=0.017)。细胞+枸杞组天门
冬氨酸转氨酶及总胆红素下降幅度虽然大于单个核细

胞组，但差异不明显(t=1.853，0.437；P=0.077，0.666)；
其与枸杞+环磷酰胺组比较差别也不明显(P均>0.05)。
细胞+当归组细胞与+枸杞组丙氨酸转氨酶、天门冬氨酸
转氨酶下降幅度比较差别不明显 (t=0.694，1.169；
P=0.495，0.255)。但细胞+当归组总胆红素下降幅度明
显优于细胞+枸杞组(t=3.079，P=0.005)。 

 
3  讨论 

 
Lin及Moon等[6-7]

发现人脐血干细胞移植可以减轻

化学药物引起的大鼠肝纤维化，可以产生白蛋白、肝细

胞生长因子等。Jung等[8]
用四氯化碳建立大鼠肝硬化，

然后输注人脐血干细胞，认为可以改善肝硬化大鼠的胰

岛素抵抗，稳定血糖水平。Kakinuma 等及作者研究[9-10]

发现经过21 d的培养后，约50%的人脐血单个核细胞在
含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等的培养基中可以表达白蛋

白。这些白蛋白阳性脐血单个核细胞还同时表达其他肝

细胞标志并且能够在上述培养基中扩增。脐血干细胞在

体内及体外可分化为有肝细胞功能的细胞，减轻大鼠的

肝脏损伤。Newsome等[11]
将未分类的人脐血干细胞经

皮下注入已经放射破坏了免疫系统的NOD-SCID鼠体
内，发现脐血干细胞可以移植到NOD-SCID鼠的肝脏并
成为成熟的肝细胞，认为脐血干细胞可以在体内分化为

肝细胞。 
实验显示当归多糖能加快血虚动物骨髓有核细胞

DNA的合成，增加骨髓有核细胞数量，提高骨髓造血
细胞的总量，并刺激造血干/祖细胞集落形成，加快血
细胞的分化与成熟，促进血虚动物外周血细胞数量恢

复正常
[12]
。临床观察显示当归补血汤治疗白细胞减少症

有效率达91.2%[13]
。实验显示枸杞对辐射损伤小鼠造血

功能恢复具有较好的效果
[14]
，这些实验均提示当归、枸

杞对造血细胞生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作者对中药促进人脐血单个核细胞生长的效果进

行了初步的药物筛选，实验结果显示当归、枸杞均有促

细胞增殖作用。本实验对中药当归、枸杞调节人脐血单

个核细胞生长、分化及其对大鼠肝衰竭的治疗效果进行

了更深入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剂量的当归、枸杞制剂

对细胞的生长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剂量过低对细胞的增

殖生长无明显作用亦无明显毒副作用，而剂量过高则反

而对细胞有毒性甚至加速细胞的凋亡，这可能是因为中

药成分并不单一且其中每一种成分的作用不是很清楚。

因此合适的药物剂量是非常重要的。 
本实验细胞分化结果显示当归、枸杞制剂均能增加

人脐血单个核细胞表达肝细胞特征产物白蛋白、白蛋白

mRNA、甲胎蛋白 mRNA，加快人脐血单个核细胞表
达白蛋白的时间，提示当归、枸杞可以促进人脐血单个

核细胞向肝细胞的分化及缩短其向肝细胞分化的时间。

但两者联合用药并不优于各药单用，提示两者并无协同

或相加的作用。 
本实验显示各实验组及对照组肝损伤大鼠7 d后肝

功能均有明显改善，提示肝细胞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修

复及再生功能。加用当归后大鼠总胆红素下降幅度优于

对照组， 但丙氨酸转氨酶及天冬氨酸转氨酶下降幅度
差异不明显。提示当归对大鼠肝损伤有一定修复作用，

但疗效有限。枸杞组与对照组大鼠肝功能改善程度差别

不明显，提示单用枸杞对大鼠肝损伤的修复作用不明

显。单个核细胞组大鼠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

及总胆红素下降幅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单个核细

胞能促进大鼠肝损伤修复、减轻肝脏损害。当归+细胞
组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及总胆红素下降幅度

明显优于单个核细胞组，提示当归能促进单个核细胞向

表 2  枸杞与当归对肝衰竭大鼠肝功能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and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on liver function            (x
_

±s)

A-H: control group, Mononuclear group,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group, Cells+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group,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Cyclophosphamide group,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Cells+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 group, Lycium 
chinense mill preparation+Cyclophosphamid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Group 

ALT (μkat/L) AST (μkat/L) TBIL (μmol/L) 
 

A 
 

574.6±209.7 
 

650.4±192.4 
 

18.5±14.9 
B 596.6±207.8 689.9±159.0 14.83±8.0 
C 638.0±203.1 672.3±212.0 15.90±6.4 
D 566.8±259.0 708.4±135.3 19.00±6.8 
E 565.7±189.6 701.9±217.6 18.10±6.3 
F 583.1±198.1 759.7±143.4 14.60±3.9 
G 604.3±232.2 746.8±177.0 16.70±5.7 
H 596.9±198.6 717.4±250.0 

 
19.10±8.3 

7 d after treatment 
 Group 

ALT (μkat/L) AST (μkat/L) TBIL (μmol/L) 
 

A 
 
281.3±188.5 

 
326.8±156.0 

 
10.5±2.8 

B 103.5±33.2 130.5±45.9  6.0±1.7 
C 195.5±98.6 221.0±123.0  7.8±2.3 
D 64.1±36.0 67.5±56.5  4.1±1.7 
E 58.8±30.3 78.8±47.5  3.8±2.0 
F 192.1±59.8 226.0±87.1  8.3±2.1 
G 72.8±24.6 93.4±52.0  6.3±1.8 
H 93.7±47.7 114.3±64.3  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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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的分化，增强单个核细胞移植治疗大鼠肝损伤的

作用。枸杞+细胞组丙氨酸转氨酶下降明显优于单个核
细胞组，而天冬氨酸转氨酶及总胆红素下降幅度虽然大

于单用干细胞治疗组，但差异不明显。提示枸杞仅能在

一定程度上增强干细胞移植治疗大鼠肝损伤的作用。细

胞+当归组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下降幅度与
细胞+枸杞组比较差别不明显，但总胆红素下降幅度明
显优于细胞+枸杞组，提示当归促进促进单个核细胞向
肝细胞的分化及增强单个核细胞移植治疗大鼠肝损伤

的作用稍强于枸杞。加用环磷酰胺后并不能增强当归或

细胞+枸杞的治疗效果，提示在干细胞移植7 d内免疫排
异反应不明显。 
本实验结果显示当归、枸杞能够促进人脐血单个核

细胞向肝细胞分化，缩短细胞诱导分化时间并能增强单

个核细胞移植治疗肝损伤的效果。当归、枸杞诱导干细

胞分化的可能机制是其具有清除氧自由基、超氧阴离子

的作用，从而抗氧化、抗损伤、保护细胞膜、刺激骨髓

基质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分泌细胞因子和白细胞介素，

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造血干细胞的生物学特征而实现

对造血系统的正向调节。作者利用当归、枸杞促进脐血

单个核细胞生长分化为肝细胞，提高干细胞移植治疗肝

衰竭的效果，为利用中药治疗重型肝炎提供新思路。但

其确切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由于药物在动物和体

外的效果与人体内的治疗效果可能有差异，因此当归、

枸杞对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肝衰竭的效果仍有待于进

一步临床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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