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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亮点： 

1 此问题的已知信息：补肾中药在很多新兴的领域展现了它独特的价值，在补肾中医药与干细胞的相关

研究中，已报道了很多补肾中药单味及复方对间充质干细胞增殖与分化有促进作用，并且与其他诱导剂

或者方法相比，具有安全、易于在临床推广使用等特点。 

2 文章增加的新信息：补肾中药干预干细胞移植在治疗相关疾病方面已有应用证据，但是，补肾中药具

体的有效成分、作用靶点、作用的机制仍未清楚，补肾中药的药物动力学和药物代谢学才刚刚起步，补

肾中药的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补肾中药干预干细胞移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

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3 临床应用的意义：加强补肾中药干预干细胞移植的临床基础研究，可按传统中医理论，辨证论治，如

补肾中药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干预，就是基于中医理论的全身辨证用药，用于辅助移植治疗，临床取得了

较好效果。因此，可以如研究造血干细胞移植一样，尝试开展补肾中药在其他干细胞移植治疗中的临床

应用研究。 

关键词： 

干细胞；干细胞学术探讨；补肾中药；骨髓干细胞；骨髓基质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造血干细胞；

神经干细胞；肝细胞；成骨细胞；动物实验；增殖分化；免疫组化；诱导；体外培养；血管生成；省级

基金 

 

摘要 

背景：干细胞移植的不断改进和对传统中医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促进了补肾中药干预干细胞分化的研

究。 

目的：探讨补肾中药在干细胞培养与移植中的干预作用。 

方法：收集干细胞移植治疗疾病过程加入不同类别单味或复方补肾中药起到的促进干细胞增殖分化、诱

导分化的作用等相关研究，进行实验数据分析，应用血清药理学原理评估补肾中药在干细胞培养与移植

中的干预作用。 

结果与结论：加强补肾中药与干细胞的基础研究，在现有新理论基础上，继续深化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

使补肾中药与干细胞研究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干细胞增殖、分化及转分化机制研究的基础上，筛选能

调节干细胞不同发育阶段的补肾中药。在此初步筛选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应用中已经取得的成果，才能

有针对性地选定相关的单味或复方补肾中药，研究其对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大疾病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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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can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tem cell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ventional effect of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on stem cell culture and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The relative studies o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single herb or compound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for 

the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induction of stem cells during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were collected to analyze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o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al effect of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on the stem cell culture and transplantation based on serum pharmacolog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basic research on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and stem cells, and 

based on the existing new theory,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was deepened continuously,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search on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and stem cells. Based on the 

researches on the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trans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stem cells, the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that could regulate stem cell growth were screened out. Then, combined with the achievement 

obtained from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single herb or compound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were selected 

targetedly, and the interventional effect of the drugs on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ajor 

diseases was analyzed.  

Key Words: stem cells; stem cell academic discussion; nourishing kidney drugs; bone marrow-derived stem cells;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neural stem cells; 

hepatocyte; osteoblasts; animal experiments;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mmunohistochemistry; induction; in 

vitro culture; angiogenesis; provincial grants-support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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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干细胞具有迁移性、趋向性、归巢性、分化性、稳定性，并且干细胞还具有两种功

能，一个是干细胞能够分裂增殖，另一个是干细胞能够向多种细胞分化[1-2]，这其实是因

为它所具备生物学特性及能力。正是因为干细胞所具备的生物特性及能力，使干细胞能

通过移植来替代和修复患者损失的细胞，恢复细胞组织功能，从根本上达到治疗疾病的

目标，因而在细胞替代治疗、基因治疗、组织工程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3]。 

 

干细胞移植属于再生医疗技术，是指通过对干细胞进行分离、体外培养、定向诱导、

基因修饰等过程，在体外繁育出全新的、正常的甚至更年轻的细胞、组织或器官，并最

终通过细胞、组织或器官的移植实现对临床疾病的治疗[4]。最新研究发现，成体干细胞

可以横向分化为其他类型的细胞和组织，为干细胞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基础。 

 

应用干细胞技术能治疗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疾病，且相比很多传统及现代的治疗

方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5-6]：①干细胞移植治疗安全，低毒性或无毒性。②干细胞治疗

在尚未完全了解疾病发病的确切机制前也可以应用。③对某些病症，干细胞移植效果，

一次性植入，作用持久。④干细胞移植治疗材料来源充足[7]。⑤干细胞治疗范围广泛，  



 

高月彩，等. 补肾中药在干细胞培养与移植中的干预作用 

ISSN 2095-4344  CN 21-1581/R   CODEN: ZLKHAH 2611

www.CRTER.org 

理论上能治疗大多数疾病。⑥干细胞是较好的免疫治

疗和基因治疗载体[8]。 

 

目前，已开展一些补肾中药干预干细胞移植治疗

中的研究，一些补肾中药可在体外诱导间充质干细胞

分化并促进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成功[9-10]。相关的大量

研究表明[11]，许多补肾中药可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增

殖分化，并可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对其他干细

胞的移植也有诱导分化为成骨细胞、神经细胞及肝细

胞等作用，而且，补肾中药可防治造血干细胞治疗中

的不良反应[12-13]。 

 

1  资料和方法 

 

资料来源：补肾中药在干细胞移植治疗中的干预

作用的相关文献[14]，研究文献范围 1990至 2011年，

检索词为“补肾中药；干细胞；骨髓干细胞；骨髓基

质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神经干细

胞；肝细胞；成骨细胞；动物实验；大鼠模型；增殖

分化；免疫组化；诱导；体外培养；血管生成”，选

取文献 38篇[15-52]。 

纳入标准：①补肾中药对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体外增殖的影响相关研究。②补肾中药诱导间充质干

细胞向神经方向分化的相关研究。③补肾中药含药血

清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性分化的相关研究。④

补肾中药对骨髓基质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影响的实

验研究。⑤补肾中药含药血清对骨髓间质细胞转化为

肝细胞的作用相关研究。⑥补肾中药对体外培养新生

大鼠海马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相关研究。 

排除标准：①排除综述及循证医学类型的文献。

②重复性研究类型文献。 

分析指标：①补肾中药对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的

影响。②补肾中药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分化的

影响。③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的作

用。④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肝细胞分化的作用。

⑤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神经干细胞分化的作用。

⑥补肾中药促进心肌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分化的作

用。 

   

2  结果 

 

2.1  补肾中药对干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   

2.1.1  补肾中药对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  具

有滋阴补肾功效的左归丸，其主要成分为熟地黄、

怀山药、枸杞子、山茱萸、菟丝子、牛膝、鹿角胶、

龟版胶等[15]。高唱等[16]为探讨左归丸对分离培养乳

鼠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的作用，将提取的乳鼠神经

干细胞加入培养液机械分离克隆球进行传代，用还

有溴脱氧尿嘧啶的培养液培养，再行免疫光双标实

验。行溴脱氧尿嘧啶抗体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后，结

果表明克隆的大部分细胞为溴脱氧尿嘧啶阳性细

胞。实验的左归丸组分为0.5，1.0，2.0，5.0，10.0，

20.0 µg不同剂量组，最后对克隆球进行免疫双阳性

细胞计数，不同剂量左归丸组细胞克隆球疏松区单

位面积(0.25 mm
2
)内抗原巢蛋白阳性细胞数的比

较，结果见图1。 

 

    

 

 

 

 

 

 

 

 

 

    

 

 

到目前为止，左归丸是如何影响神经干细胞的增

殖分化，又是如何影响细胞周期的变化，对神经干细

胞增殖分化相关基因有何影响以及左归丸对神经干

细胞增殖分化的作用机制，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17]。 

 

2.1.2  补肾中药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分化的影

响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具有取材方便、机体损伤小、

便于临床应用等特点，但是成人骨髓平均 10 万个有

核细胞中仅含有 1个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并随着年龄

的增加，细胞数量逐渐减少，生理状态下 20%为静

止期细胞，体外往往需要大量扩增，而体外培养、扩

增条件的要求比较严格[18]。有研究人员采用骨髓基质

干细胞分离、培养方法，对大鼠骨髓基质干细胞进行

分离、纯化，观察补肾中药对大鼠骨髓基质干细胞的

增殖作用[19-20]。发现补肾中药含药血清能促进干细胞

图 1  高唱等
[16]
研究中不同剂量左归丸组细胞克隆求疏松区单位

面积(0.25 mm
2
)内抗原巢蛋白阳性细胞数的比较 

0.5                        1.0                       2.0                       5.0                  10.0                     20.0 

注: 左归丸组克隆球进行免疫双标阳性细胞计数结果显示在剂量

为 2.0-10.0 µg组时阳性细胞数明显增高，但当剂量过大时，细胞

克隆出现生长抑制及死亡，表明左归丸在浓度适当的情况下能促

进神经干细胞增殖和及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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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外增殖，其机制可能与细胞因子样作用相关。国

内关于补肾中药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分化的影

响有很多相关报道。 

 

 

 

 

 

 

 

 

 

 

 

 

 

 

 

 

 

 

 

 

 

2.2  补肾中药对干细胞的定向诱导 

2.2.1  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的相关

作用  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成骨分化是近年来一

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从干细胞研究领域研究中医基

础理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使用补肾中药诱导干细

胞定向成骨分化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其诱导机制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28]。补肾中药有着来源广、不良

反应小等优势，对干细胞长期生长分化无毒且有利

于分化后细胞活体移植[29]。另外，补肾中药从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周期调节和细胞代谢等方面发挥促进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的作用，对研究骨质疏

松症、骨坏死、骨缺损等有重要意义[30]，补肾中药

诱导干细胞向成骨细胞的分化已有很多相关动物实

验的研究报道。 

 

实验结论：发现补肾壮骨汤有促进分化中的干细

胞分泌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从而加速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其作用原理与密钙息作用原理

基本相同。 

 

 

 

 

 

 

 

 

 

 

 

 

 

 

 

 

 

 

 

 

 

 

 

 

 

2.2.2  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肝细胞分化的作用相

关研究  目前补肾中药或补肾中药成分诱导干细胞

分化为肝细胞的报道很少，现有的报道表明，补肾中

药促进干细胞分化为肝细胞的研究分为利用有补气

作用的单味中药来体外诱导骨髓干细胞向肝细胞分

化，应用血清药理学原理，利用具有补肾活血功效的

复方中药血清，促进骨髓干细胞向肝细胞的分化[36]。

李瀚旻等[37]为观察补肾中药左归丸含药血清对骨髓

间质细胞分化为肝细胞的影响。对大鼠随机分为对照

组、补肾中药组，制作药物血清，以体外肝细胞培养

上清为诱导条件培养液，采用贴壁分离法纯化大鼠骨

髓间质细胞，分别于诱导第0，7，14，21，28天免

疫细胞化学法检测肝细胞标志物甲胎蛋白、细胞角蛋

白18及白蛋白阳性细胞率等。结果发现：①诱导第0

天，各组甲胎蛋白、白蛋白阳性细胞呈极少数表达，

细胞角蛋白18及糖原均未见阳性细胞表达。②肝细胞

生长因子加左归丸组、条件培养液加左归丸组在诱导

第7，14，21，28天白蛋白、细胞角蛋白18、糖原的

文题：补肾方剂对大鼠骨髓基质干细胞增殖与分化的影响 

第一作者：胡黎平
[21]
；文献来源：中国药物与临床；发表时间：

2007 

文题：补肾中药对大鼠骨髓基质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第一作者：范海蛟
[22]
；文献来源：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

发表时间：2008 

文题：补肾活血中药对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 

第一作者：曾意荣
[23]
；文献来源：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

复；发表时间：2008 

文题：补肾填精药促进间充质干细胞增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 

第一作者：张进
[24]
；文献来源：第六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基础理

论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表时间：2010 

文题：补肾活血法对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家兔骨髓基质干细胞增

殖的影响 

第一作者：郭浩
[25]
；文献来源：陕西中医学院硕士论文；发表

时间：2011 

文题：补肾方剂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分化的理论和实验

研究 

第一作者：谭峰
[26]
；文献来源：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发

表时间：2011 

文题：温阳补肾药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促增殖的实验研究 

第一作者：黄胜杰
[27]
；文献来源：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发表

时间：2012 

第一作者：郑良朴
[31]
；实验动物：30 d龄 SD大鼠；实验药物：

补肾壮骨汤；检测方法：观察不同浓度的补肾壮骨汤对体外培

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的影响 

实验结论：巴戟天水提物及醇提物均能促进含药血清法体外培

养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且巴戟天醇提物的作

用强于水提物。 

第一作者：王和鸣
[32]
；实验动物：30 d龄 SD大鼠；实验药物：

补肾中药巴戟天；检测方法：观察含巴戟天血清对体外培养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碱性磷酸酶比活性及骨钙素含量的影响。 

实验结论：所培养的大鼠骨髓细胞在表型表达和细胞形态上具

备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特征,补肾活血中药含药血清组增长速度比

空白对照组明显加快,并与剂量呈正比，因此，补肾活血中药含

药血清能对大鼠干细胞在体外增殖能力有促进作用。 

第一作者：曾意荣
[33]
；实验动物：SD大鼠；实验药物：补肾活

血中药；检测方法：绘制生长曲线，观察补肾活血中药含药血

清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增殖的作用。 

实验结论：结果发现不同浓度右归饮含药血清对培养骨髓基质

细胞均显示增殖刺激作用，其中 10%含药血清组的增殖刺激作

用较为显著，因此，认为右归饮可以有效地诱导骨髓基质细胞

定向分化为软骨细胞。 

第一作者：肖鲁伟
[34]
；实验动物：出生 24 h内的胎兔；实验药

物：补肾中药复方右归饮；检测方法：应用四甲基偶氮唑蓝比

色法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观察右归饮含药血清对骨髓基质

细胞体外培养的增殖及向软骨细胞诱导分化的影响。 

实验结论：淫羊藿总黄酮活性代谢产物强烈刺激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的增殖和成骨性分化，是淫羊藿总黄酮抗骨质疏松症的重

要机制。 

第一作者：马慧萍
[35]
；实验动物：60 d龄 SD大鼠；实验药物：

补肾中药淫羊藿总黄酮；检测方法：进行细胞增殖和成骨性分

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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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细胞率均显著高于其他组，甲胎蛋白阳性细胞率

于诱导第7天时增高显著，此外各时间点又明显降低。

③与肝细胞生长因子加左归丸组比较，条件培养液加

左归丸组白蛋白阳性细胞率在诱导第14，21，28天

时显著升高，甲胎蛋白阳性细胞率在诱导第7天时显

著升高，至诱导第14，21，28天则明显下降。因此，

左归丸含药血清能够影响骨髓间质细胞向肝系细胞

转化过程中的肝细胞标志物，从而提高骨髓间质细胞

向肝细胞的转化率。 

 

万荣等[38]为观察剔毒护肝方及其拆方含药血清

对大鼠骨髓干细胞增殖作用和向肝系分化的影响。对

大鼠随机分为生理盐水对照组、剔毒护肝方组，制作

药物血清，使用密度梯度离心和贴壁筛选相结合，分

离骨髓干细胞，通过噻唑氮蓝比色法检测含药血清处

理48 h时骨髓干细胞的增殖率，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骨髓干细胞肝系标志甲胎蛋白、白蛋白的表达情况，

诱导后甲胎蛋白和白蛋白放射免疫定量检测结果比

较，见表1。 

 

 

 

 

 

 

 

 

 

以上相关实验研究结果剔毒护肝方组对骨髓干

细胞有增殖作用，可诱导骨髓干细胞横向分化为肝

实质细胞。剔毒护肝方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药物可能

与黄芪有关，关于其分化的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39]。 

 

2.2.3  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神经元样干细胞的分

化  张进[40]为探讨补肾中药龟板对间充质干细胞的

体外诱导作用，体外分离培养间充质干细胞，以龟板

水煎液对其进行体外诱导，免疫组织化学法鉴定检

测培养细胞中神经细胞标志抗原巢蛋白、神经元特

异性烯醇化酶、胶质纤维酸性蛋白的表达情况。其

中抗原巢蛋白移植被作为神经干细胞特异性的标

志，它是一个中等纤维骨架蛋白，属于第Ⅵ类中间

丝蛋白，因其在中枢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瞬时性

表达而被克隆[41]。结果显示，龟板液诱导5 d后，部

位细胞呈抗原巢蛋白染色阳性。研究认为龟板可体外

诱导间充质干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干细胞，但还没有被

诱导为神经元样细胞与星形胶质细胞，因此，补肾中

药可诱导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干细胞。 

 

蔡光先等[42]探讨地黄多糖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分化为神经细胞的诱导效应，取1月龄SD大鼠1只，

取股骨和胫骨，利用贴壁法分离纯化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为地黄多糖组、β-巯基乙

醇组，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光镜下观察细胞形态，

采用免疫细胞化学方法鉴定神经细胞特异性抗原标

志神经丝蛋白和神经胶质细胞特异性抗原胶质纤维

酸性蛋白的表达。结果显示地黄多糖组经地黄多糖诱

导培养24 h后细胞显示为典型的神经细胞样形态，神

经丝蛋白阳性为(82.3±6.1)%，胶质纤维酸性蛋白阳

性细胞为(10.5±2.1)%。β-巯基乙醇组的细胞神经丝

蛋白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阳性细胞数较少，分别为

(22.3±4.7)%，(42.3±5.3)%，对照组神经丝蛋白及胶质

纤维酸性蛋白染色均为阴性。因此，认为地黄多糖具

有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神经样细胞的作用。 

 

2.2.4  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的分化  

关于补肾中药诱导干细胞向心肌细胞及血管内皮细

胞分化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学者进行了报道，如

Zhu等[43-44]研究了淫羊藿苷诱导胚胎干细胞向心肌

细胞分化的作用，结果发现淫羊藿苷可体外诱导胚胎

干细胞分化为心肌细胞，分化的心肌细胞经免疫荧光

染色后，心脏α-辅肌动蛋白、肌钙蛋白T呈阳性，说

明中药淫羊藿在心血管系统再生修复治疗方面显示

积极作用。 

 

汪朝晖等[45]为观察人参总皂甙对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分化为心肌样细胞的诱导作用，进行了实验研

究。取成年SD大鼠骨髓细胞，采用密度梯度分离法

与贴壁法结合获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原代培养

和克隆培养，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表面抗原

CD34和CD44以鉴定该法所获细胞是否为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对传至第8代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分

组诱导，分别为人参总皂甙组、5-氮胞苷组、人参

总皂甙+5-氮胞苷组，每组再分3个亚组，分别对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24，48，72 h诱导，并设空白

对照组，采用共聚焦荧光显微镜观察细胞数及阳性

注：甲胎蛋白是不成熟肝细胞的表面标志，合成白蛋白是正常成熟肝细胞

必备功能，采用免疫组化检测甲胎蛋白和白蛋白来判定骨髓干细胞的肝系

标志。  

表 1  万荣等
[35]
研究大鼠骨髓干细胞诱导后甲胎蛋白和白蛋白放

射免疫定量检测结果比                   (n=4，mg/L)

组别 甲胎蛋白 白蛋白 

生理盐水对照组 1.63 0 

剔毒护肝方组 41.38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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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数，计算心肌样细胞转化率;采用免疫组化法检

测分化的心肌样细胞的特异性蛋白结蛋白和肌钙蛋

白，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诱导前后心肌细

胞特征性基因α-心肌肌球蛋白重链和β-心肌肌球

蛋白重链的表达，结果发现，分离培养后的细胞生

长密集，形态呈纺锤状，表面抗原鉴定为CD44表达

阳性，表明所获细胞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经人参

总皂甙、5-氮胞苷诱导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

成类心肌细胞，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人参总皂

甙体外诱导下已向心肌样细胞转化，并具有心肌样

细胞的特性。因此人参总皂甙可体外诱导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分化为心肌样细胞。 

 

2.2.5  补肾中药对干细胞移植治疗后不良反应的防

治 

补肾中药对干细胞移植治疗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抑制

作用：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的有效手段之一。白

血病复发和移植物抗宿主病仍然是移植失败的最重

要原因[46-47]。患者体内仍残存一定数量的白血病细

胞，单靠预处理要彻底杀灭这些白血病细胞是不可能

的。所以，干细胞移植治愈白血病并非完全依赖移植

前大剂量放、化疗，这些白血病细胞的杀灭更重要的

由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来完成[48]。国内不少学者在补

肾中药结合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病、放化疗后骨髓移

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相关实验研究，如卢锡林等[49]

为观察补肾中药对干细胞移植后抗排斥及移植物抗

白血病效应的相关作用，体外培养正常小鼠骨髓细胞

对放疗后肌营养不良症模型小鼠尾静脉移植，用补肾

中药水提液灌胃实验小鼠，观察实验小鼠存活率和移

植物抗宿主病症状，移植后4-8个月取小鼠骨骼肌以

常规染色观察病理状况，以免疫荧光方法检测细胞骨

架蛋白表达，结果发现，补肾方能不同程度降低肌营

养不良症模型鼠核中心移位比例和提高细胞骨架蛋

白表达量，同时能明显减轻移植物抗宿主病症状。 

 

干细胞移植后，在数年中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

态，况且体内存在微小残留病灶，使原发病易于复发，

补肾中药在免疫应答方面具有多种复杂的机制，尤其

对免疫抑制状态显示出其优越性[50-51]。补肾中药作为

一种免疫调节剂，对提高自体免疫功能、杀伤和抑制

微小残留病灶、预防复发具有重要意义[52]。刘晓等[53]

以致死量辐照并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小鼠为

模型，移植后给予黄芪注射液10 g/kg或20 g/kg腹腔

注射，连续15 d，观察4周内外周血象的恢复情况，

并对骨髓造血微环境行透射电镜观察，结果发现，黄

芪组小鼠外周血白细胞的恢复快于对照组，血小板的

恢复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两个黄芪剂量组之间无显

著差异，电镜检查发现黄芪组小鼠骨髓中内皮细胞、

肉状细胞的损伤轻于对照组，内皮细胞、网状细胞与

造血原始细胞之间的接触较对照组紧密，因此，认为

补肾中药黄芪对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早期造血

功能重建有促进作用。 

 

补肾中药预防干细胞移植后肝静脉闭塞病：肝静脉闭

塞病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主要并发症之一，表现在

移植后较早期出现黄疸、腹水、肝肿大等症状。王茂

生等[54]对补肾中药预防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肝静脉闭

塞病的作用方面也做了相关研究，探讨中医药联合自

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难治性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临

床疗效。对11例难治性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进行中

医药干预下的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分别在造血干细

胞移植前干细胞动员采集、预处理化疗、干细胞回输

造血重建期及移植后预防复发等阶段在中医辫证论

治原则指导下给予补肾中药序贯治疗。结果发现，所

有患者干细胞采集单个核细胞数均达移植要求，预处

理化疗毒副反应轻微，未出现肝静脉闭塞病等严重并

发症，因此，补肾中药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难治性急性髓细胞可有效提高移植成功率，明显降低

移植后不良反应和预防移植后复发。 

 

补肾中药复方丹参注射液能扩张血管，增加血流

速度，改善微循环，具有抑制脂质过氧化和抗氧化损

伤，清除自由基，降低全血黏度等作用，并有显著的

抗血小板表面活性及聚集作用[55-56]。复方丹参不但可

以预防肝静脉闭塞病，也可预防环孢素A对肾脏损害

和保护心脏，且无不良反应[57]。因此，复方丹参在干

细胞移植中作用较大。刘嘉等[58]观察了补肾中药丹参

联合前列腺素E1、低分子肝素钙及低分子右旋糖酐对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肝静脉阻闭塞病的预防作用，对

520例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采用复方丹参注

射液40-60 mL，低分子右旋糖酐250-500 mL，前列

腺素E1 40-60 μg，均每天1次静脉滴注，低分子肝素

钙3 000-5 000 IU，每天1次皮下注射，观察对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肝静脉闭塞病的预防作用。结果 520

例患者，1例发生肝静脉阻闭塞病并死亡，发生率为

0.19%，未发现明显药物不良反应，未出现凝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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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因此，采用补肾中药复方丹参联合前列腺素E1、

低分子肝素钙及低分子右旋糖酐的中西医结合方法

可有效预防肝静脉闭塞病。 

 

3  小结 

 

补肾中药在干细胞培养与移植中干预作用的研

究为中药与干细胞结合研究展示了新的思路，有望为

干细胞开创新的治疗途径。今后应加强补肾中药与干

细胞的基础研究，在干细胞增殖、分化及转分化机制

研究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筛选能调节干细胞不同发育

阶段的的补肾中药单体或复方，研究其对干细胞移植

治疗重大疾病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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