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6｜No.7｜March 2022｜1125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www.CJTER.com

综  述

文章特点—

△从中医药角度研究调

控干细胞诱导分化

的机制，对中药作

为诱导剂进行干细

胞诱导分化进行综

述；

△从中医药层面揭示调

控干细胞诱导分化

的科学内涵，为中

医药治疗相关疾病

提供研究思路和导

向。

中医药理论与
干细胞分化

阴阳
学说

五行
学说

精气
学说

藏象
学说

经络
学说

中医干预
干细胞诱
导分化

活血化瘀药物

补肾药物

益气药物

复方：复方丹参滴丸、丹参注射液

单体：三七总皂苷、人参皂苷 Rg1、丹

参单体

复方：左归丸、右归丸

单体：淫羊藿苷、淫羊藿总黄酮、地黄

低聚糖

复方：参麦注射液

单体：黄芪甲苷Ⅳ、红景天苷

中医药调控干细胞诱导分化的理论机制

惠小珊 1，白  京 1，2，周思远 1，王  阶 1，张金生 3，何庆勇 1，孟培培 1

文题释义：

干细胞诱导分化：目前干细胞可以定向诱导出成骨细胞、软骨细胞、脂肪细胞、神经细胞、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干细胞体外定

向诱导分化的原理，就是选择适当的诱导剂和诱导模式，通过诱导物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或使细胞发生轻度可逆性损伤等，使被诱导细

胞按预定的细胞类型方向分化，然后将这些定向分化的细胞进行分离和培养传代，从而得到人们所需要的细胞类型。

干细胞诱导分化的途径：目前实现诱导的途径主要包括外源性生长因子诱导干细胞分化、转基因诱导干细胞分化、通过将干细胞与其他

细胞共培养的方式诱导干细胞分化等，其中添加外源因子是目前研究最多、成果最多的诱导方式。

摘要

背景：近年来学者们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以中医药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为定向细胞和(或)组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逐渐成为组织工程研究

领域的亮点与热点。但目前针对中医药理论与干细胞诱导分化的综述文献较少。

目的：以中医药理论为切入点探讨干细胞的诱导与分化，综述其研究与进展。

方法：分别以“中医药，理论，诱导分化，干细胞”“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theory，induced differentiation，mesenchymal 
stem cells”等为检索词，检索1978年1月至2019年12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

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关键词结合主题词的全面检索方式，经过文题、摘要筛选，排除与研究目的相关性差及缺乏

原创性、重复性研究的文献，对最终符合标准的57篇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中医药理论已运用于诸多干细胞的诱导分化研究中，尤其是中医药活血化瘀、益气、补肾填精等治法与方药在干细胞诱导

分化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以中医药理论为切入点探讨干细胞的诱导与分化，既可为干细胞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辟新的方向，

亦可为中医药治疗相关疾病提供研究思路和导向，可能成为中医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干细胞；诱导；分化；中医药；理论；活血化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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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干细胞是指存在于胚胎直至成体的具有增殖、自我更新能

力以及多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
[1]
，在一定条件下可多向、跨胚

层诱导分化为机体内有特化形态和特化功能的细胞
[2-3]

，对机体

损伤具有一定的反应和修复能力。随着组织细胞工程学和基因

工程学的发展
[4]
，将干细胞诱导分化为特定细胞或组织，运用

于细胞因子替代治疗、基因治疗、细胞移植等方面的研究在如

火如荼的进展中
[5-6]

。在干细胞研究探索中，中医学者们将干细

胞与中医药理论相结合，试从中医药层面揭示调控干细胞诱导

分化的科学内涵，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对近年来中医理论

和中药调控干细胞诱导分化的研究进展进行如下综述。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检索 197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CNKI)(https://www.cnki.net/)、万方数据库 (WANFANG  
DATA)(http://www.wanfangdata.com.cn/)、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数 据 库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iodical Database，VIP) 
(http://www.cqvip.com/)、 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数 据 库 

(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SinoMed)(http://www.
sinomed.ac.cn/)、PubMed 数 据 库 (https://pubmed.ncbi.nlm.nih.
gov/)、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http://isiknowledge.com/wos)，以

关键词结合主题词的全面检索方式检索文献，设置中文检索式：

主题 (TS)=(“中医药”OR“中医”OR“中药”)AND(“理论”OR“学

说”)AND(“诱导分化”OR“诱导，分化”OR“诱导”OR“分化”)
AND(“干细胞”OR“间充质干细胞”OR“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见表 1，其余英文数据库检索策略，根

据数据库设置略有调整。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中医药理论与干细胞诱导、分化相关研究；

②中药、中药提取物、中药复方与干细胞诱导、分化相关研究；

③中医药治法与干细胞诱导、分化相关研究。

排除标准：①重复性文章；②缺乏可靠论据支撑文章。

经过文题、摘要阅读后筛选，排除与研究目的不相关或相

关性低及重复性文献，对最终符合标准的 57 篇文献进行综述。

Co-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Jinsheng, Doctoral supervisor,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lars have made certain progress in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intervene stem cell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to directional cells and/or tissues, wh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ighlight and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few articl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stem cell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tem cell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summarize its research and progress. 
METHO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respectively used as search words to retrieve Chinese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VIP, CBMdisc, Wanfang database,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from January 1978 to December 2019. With the comprehensive 
retrieval method of keywords combined with subject words,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text title and abstract, the author excluded the articles that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research purpose and lacked original and repetitive research, and summarized the 57 articles that finally met the standar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of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of many cells and tissues. In particular, some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tem cell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ies and formulas, such as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invigorating qi, nourishing kidney and filling 
essence. To explore the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tem cell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can not only open up new directions for further 
in-depth study of stem cells, but also provide research ideas and guid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related disease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may 
become a sign of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tem cells; induction; differenti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remove blood stasi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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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Results 
2.1   中医理论探索干细胞分化 ( 中医理论与干细胞分化的内在联

系 )   
2.1.1   阴阳学说   《素问 · 生气通天论》云：“阴者藏精而起亟

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起亟，即起而应对各种突发变化。

阴之用，则是为了保藏充当起亟作用的精，保障其应对各种突

发变化的需求
[7]
。生理状况下，干细胞处于休眠状态静藏于内，

属阴；病理情况下，处于停止分裂静息状态的干细胞被激活唤醒，

分化为组织定向细胞，参与局部损伤修复。由此可见，干细胞

分化活动亦遵循阴阳变化的规律
[8]
，在阴阳变化规律中不断更

新发展。

2.1.2   五行学说   《孔子家语 · 五帝》：“天有五行，水、火、

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五行是木、火、土、金、

水五种物质的运动，是用以归纳万物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五种

不同属性。生克制化，是指五行之间存在依次递相的促进和资

助与间隔递相的克制和约束，用以维持协调平衡的关系。干细

胞更新修复过程同样遵循生克制化规律
[9]
，在生理状态下，保

表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

Query Search term

#1 Medicine, Chinese Traditional [Mesh]
#2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l Fields] OR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ll 

Fields] OR Traditional Medicine, Chinese [All Fields] OR Chinese Drugs [All 
Fields] OR Chinese Herbal

#3 #1 OR #2
#4 Gestalt Theory [Mesh]
#5 Gestalt Theories [All Fields] OR Theories, Gestalt [All Fields] OR Theory, 

Gestalt [All Fields] OR Theory [All Fields] 
#6 #4 OR #5
#7 Cell Differentiation [Mesh]
#8 Differentiation, Cell [All Fields] OR Cell Differentiations [All Fields] OR 

Differentiations, Cell [All Fields]
#9 #7 OR #8
#10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esh]
#11 Stem Cell, Mesenchymal [All Fields] OR Mesenchymal Stem Cell [All Fields] 

OR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ll Fields] OR Multipotent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12 #10 OR #11
#13 #3 AND #6 AND #9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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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细胞和组织的自我更新，在机体损伤时分化成局部组织细胞，

完成再生修复；在组织修复时调控制约，避免其过度生长，维

持机体动态平衡。还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出母代干细胞分化为子

代干细胞似属五行相生之过程
[10]
，母代干细胞经分裂成为子体

细胞，参与机体能量代谢和生命活动，完成代谢走向凋亡或死

亡过程似属五行之相克。

2.1.3   精气学说   《灵枢 · 决气》云：“两神相搏，合而成形，

常先身生，是谓精”，提出父精母血、两精相合而成的先天之

精是个体生命发生、发展的起始，即其是构成胚胎发育的原始

物质，其来源、分布、结构功能与现代医学的干细胞有极大相

似性
[11]
。先天之精封藏于肾，化生元气，经过后天脾胃水谷精

微、肺中清气荣养，伴随气机升降出入，布散灌溉五脏而成“脏

腑之精”，促进机体生长发育；“脏腑之精”可能类似于已发

现的各个脏器组织中存在的自身内源性干细胞，其广泛分布在

组织器官内，促进各个组织器官发育成熟，并参与其功能活动。

目前在胰腺、脑、脂肪、肝脏、肾脏等组织均发现了成体干细

胞的存在，大量实验研究也证实多能干细胞在特定培养环境下，

可被诱导分化成不同脏器组织的干细胞
[12-13]

。故有学者提出干

细胞具有先天之精的属性，是先天之精在细胞层次的存在形式，

这亦是中医精气学说的发展。

2.1.4   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内容，其概念导

启于《周易》的爻象，“道有变动故曰爻”。所藏脏腑、精气

的变化通过外在表象而被感知，“夫藏在内，而形之于外者可阅，

斯之谓藏象也”。藏隐于内，象显于外，此与干细胞的功能有

相通之处：位置上，藏隐于内，干细胞亦潜藏人体器官组织中；

生理上，藏为一身元气化生之源，干细胞是自体细胞分化之源；

病理上，中医认为久病入“藏”之疾多迁延难愈，而干细胞层

面病变相较组织细胞更为凶险，两者在病情严重程度、疾病治

疗和预后等方面有极高相似性。有学者提出，久病入藏治疗时

所需的时间较长
[14]
，这与成体干细胞分化产生各级健康细胞需

要较长时间有相同之处。

2.1.5   经络学说   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官窍、通内达

外的通道，也是人体信息感应传导的通路。有学者将经络学说

与干细胞巢取类比象相结合，认为经络腧穴是由众多干细胞巢

依一定规律排列组合形成的群落
[15]
，腧穴中正常干细胞能经自

我更新、分化产生健康细胞，维持经络及其循行的稳定性，这

从一定程度上提示，通过针灸对特定治疗腧穴的刺激可激活唤

醒巢内干细胞，诱导其向机体所需方向分化，从而达到干细胞

诱导分化和治疗相关疾病的作用。

2.2   中药调控干细胞诱导分化研究   干细胞自我复制更新、

多向分化的能力对组织器官修复、再生具有重要意义
[16]
，通

过何种方法和 ( 或 ) 途径干预诱导干细胞分化成为所需细胞或

组织， 一直以来是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目前普遍

运用的 β- 硫基乙醇、二甲基亚砜、丁羟回醚等诱导剂均存在

较大的细胞毒性，对干细胞诱导分化的后续研究可能存在潜

在的影响。中医药拥有丰富药物资源，并且临床疗效稳定，

诸多相关研究表明中药作为诱导剂或诱导方法具有较高的安

全性和较强的普适性。回顾性文献研究发现，中医药介入干

细胞调控在治法上以活血化瘀、益气、补肾填精等为主
[17]
。 

中药复方、中药有效成分及中药单体得到广泛应用，以益气、

活血化瘀、补肾填精等中药研究较为集中。

2.2.1   活血化瘀药物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   具有活血化瘀功效药

物一直是中、西医各领域的研究热点，在动物、细胞、分子等

层面均具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活血化瘀药物可通过干预干细胞

生存的微环境影响干细胞局部的增殖、凋亡等细胞活动
[18-19]

，

亦可以通过微环境作用于调控干细胞分化的相关基因，调控其

表达与分化。

(1) 活血化瘀中药复方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发现于哺乳动物的骨髓基质中，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研究

发现复方丹参滴丸可能通过多靶点诱导干预大鼠急性心肌梗死

后植入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分化
[20-21]

。此类研究

对于急性心肌梗死预后、修复受损心肌和延缓心脏重构具有重

要意义。吴利
[22]

研究丹参注射液对胎鼠大脑皮质神经干细胞体

外增殖和分化的干预作用，发现神经干细胞经丹参注射液处理

后，神经源性分化蛋白 D1、β Ⅲ微管蛋白等神经元相关基因表

达量显著上升，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较对照组明显增强。丹参

注射液不仅可提高神经干细胞的增殖能力，同时可促进其向神

经元方向分化。刘建军等
[23]

采用黄芪、红花、丹参注射液分别

对神经干细胞刺激培养，观察其分化状态，研究发现黄芪注射

液组和红花注射液组具有明显促进神经干细胞分化倾向，黄芪

组效果最佳，丹参对神经干细胞分化有毒性作用，可促进神经

干细胞凋亡并呈量效依赖关系。蒋德菊等
[24]

采用川芎含药血清

与小鼠胚胎干细胞共培养以观察其对胚胎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

影响，发现川芎含药血清对胚胎干细胞的生长无抑制作用，且

心肌细胞特异性基因 β-MHC 表达水平显著提高，表明川芎含药

血清有促进胚胎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分化的作用。

(2) 活血化瘀中药有效成分 / 单体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

中药单体成分具有多样性、结构明确、活性广泛等特点，伴

随中药单体研究的日益深入，活血化瘀药物有效成分和 ( 或 )
单体的探索逐渐成为研究领域的亮点。三七总皂苷是中药

三七公认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研究发现三七皂苷可诱导间

充质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神经元样细胞和成骨样细胞分 

化
[25-29]

；此外三七皂苷还对 CD34+ 造血干 / 祖细胞具有显著促

进增殖的作用，并能够诱导其向粒系细胞定向分化
 [30]

。人参皂

苷 Rg1 为三七皂苷主要成分之一，实验研究发现人参皂苷 Rg1
可以通过 miRNA-124 途径诱导脂肪干细胞的神经样分化

[31]
；此

外，人参皂苷 Rg1 还可以促进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血管内皮

细胞方向依赖性分化
[32]
。

丹参是临床常用的活血化瘀中药。丹参在《神农本草经》

中位列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肠鸣幽幽如走水，寒

热积聚，破症除瘕，止烦满，益气”。《妇人明理论》论其功

效“以丹参一物而有四物之功，补血生血，功过当归、地黄；

调血敛血，力胜芍药；逐瘀生新，性倍川芎……”，故有“一

味丹参，功同四物”之言。

丹参素、丹酚酸 B、丹参酮Ⅰ、丹参酮Ⅱ B、隐丹参酮、

丹参酮Ⅱ A 等作为丹参的单体成分，具有不同程度的抗炎、抗

氧化等作用。陈嘉等
[33]

采用丹酚酸 B、5- 氮胞苷、丹酚酸 B 联

合 5- 氮胞苷分别定向诱导大鼠间充质干细胞分化，发现丹酚酸

B 可在体外诱导大鼠间充质干细胞定向分化为心肌样细胞，丹

酚酸 B 联合 5- 氮胞苷诱导可明显增强间充质干细胞向心肌样细

胞分化的能力。原清涛等
[34]

体外研究证实，隐丹参酮可以诱导

猴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元样细胞。有学者研究对比不同丹

参单体对干细胞诱导分化的差异，发现丹参酮和丹参素均可在

体外诱导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元样细胞，两者分别在 5，
10 mg/L 时诱导作用最显著

[35-36]
。 

2.2.2   补肾药物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   《黄帝内经》论述肾：“藏

精之所，主骨生髓”，后引申为“肾藏精生髓主骨”理论。以

此为理论基础，诸多研究采用补肾药物诱导干细胞成骨分化等，

取得一定进展，这也与中医“肾主骨生髓”理论相契合。

(1) 补肾中药复方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左归丸和右归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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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的经典名方，均出自明代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张

景岳以《内经》阴阳学说理论为基础，提出“善补阳者，必于

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

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被后世医家奉为阴阳补益的经典

大纲。《难经 · 三十六难》云：“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

左归丸“左归”即是滋阴补肾，引阴 ( 精 ) 归源；右归丸“右归”

即温阳补肾，引阳 ( 元 ) 归源。左归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

枸杞子、龟板、鹿角胶、牛膝、菟丝子组成，方以补阴药佐以

补阳药，壮水济火，达“阳中求阴”之效；右归丸药用附子、

肉桂、鹿角胶、牛膝、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枸杞子、菟丝子、

杜仲，温阳药伍以滋阴药共奏温补肾阳之效，有“阴中求阳”之妙。

Runx2 是一种转录因子
[37]
，在成骨细胞分化涉及的多种信

号途径中起中心作用
[38]
，有研究发现中药复方右归丸可明显上

调脂肪干细胞内 Runx2 蛋白表达，说明右归丸中的有效成分可

促进脂肪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
[17]
。Osxter(OSX) 是 Runx2 重要

的转录因子之一，亦是成骨细胞分化相关的关键基因，其主要

作用是进一步影响软骨 / 成骨祖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
[39-40]

。研

究证实中药骨碎补能够促进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和成

骨分化
[41]
。

有学者研究对比了左归丸全方与左归丸加减方 (去鹿角胶、

龟板胶 ) 对成体骨髓源性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的影响，发现

两者均可产生诱导分化作用，但左归丸全方的作用效果更为明

显
[42]
。

(2) 补肾中药有效成分 / 单体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诱导性

多能干细胞是经过细胞重编程、有类似胚胎干细胞自我更新和

多向分化潜能的一种干细胞，且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可直接由体

细胞诱导，故取材便捷，也可避免自体免疫排斥和伦理争议
[43-44]

， 

日渐成为器官移植和再生治疗等医学生物工程的关注热点。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来源心肌细胞 (iPS derived cardiomyocytes， 

iPS-CMs) 的移植
[45]
，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急性心肌梗死面积，

改善梗死区的心功能。淫羊藿苷是中药淫羊藿的主要活性成分，

可促进胚胎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分化
[46]
。研究发现淫羊藿苷和

白藜芦醇联合诱导可能通过调控 miR-1 和 miR-133 的表达促进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的分化
[47]
；淫羊藿苷和白藜芦

醇联合诱导较传统诱导方法更易使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来源心肌

细胞连接成片，对诱导后期搏动有利，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心肌

再生，改善心脏功能。

体内实验研究发现，淫羊藿总黄酮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分化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淫羊藿总黄酮可以促进骨质疏松模型大

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成骨分化，并且可以抑制其成脂分化
[48]
。

旁分泌效应一直是干细胞领域关注热点，旁分泌信号

可在细胞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换中诱导靶细胞表型和功能的改 

变
[49]
。研究发现地黄低聚糖可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定向分化

为心肌样细胞
[50]
，其机制可能与刺激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泌某

些调控因子有关。

2.2.3   益气药物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   《景岳全书》云 :“脾为

土脏，灌溉四旁，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有五脏之气，

此其互为相使……故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

脾胃乃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常存在于诸多疾病的病程变化中。

因此，健脾益气法是中医临床最常用的治法之一，临床用于治

疗各种脾气虚证为主的胃肠道疾病，如纳呆腹胀、呕吐、大便

稀溏；消瘦乏力、倦怠嗜卧、面色萎黄等，疗效显著。

(1) 益气中药复方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小肠隐窝细胞

是具有增殖潜能的未分化的肠上皮干细胞，小肠隐窝细胞的

增殖、分化、迁移等是小肠黏膜维持自我更新或损伤修复的

生理基础
[51]
。研究发现党参、黄芪、白术等益气健脾中药，

可通过鸟氨酸脱羧酶和多胺机制作用于小肠隐窝干细胞靶 

点
[52]
，促进小肠隐窝细胞增殖分化和移行，从而达到加速促进

小肠黏膜修复的目的。

参麦注射液由人参、麦冬组成，具有益气养阴、敛阴固脱

之效。研究发现参麦液提取物制作而成的参麦缓释微球可成功

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神经元样细胞方向分化
[53]
，Wnt3a 参

与的经典 Wnt 通路信号对其有明显促进作用。

(2) 益气中药有效成分 / 单体干预干细胞诱导分化：黄

芪甲苷是中药黄芪中分离的一种三萜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

免疫刺激、抗炎、抗凋亡及保护神经细胞的作用
[54]
。实验研

究发现黄芪甲苷Ⅳ通过上调 Wnt3a 与 β-catenin 表达及下调

Notch-1 表达从而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神经元样细胞分 

化
[55]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黄芪甲苷可促进氧糖剥夺 / 再灌注

环境下胎鼠海马神经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元祖细胞和星形胶质祖

细胞，并增强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更新，其机制与黄芪甲苷上

调 HIF-1α 信号通路有关
[56]
。

红景天是一种珍稀名贵的药用植物，列为《神农本草经》

右草上品七十三种之一：“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

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

载录红景天“本经上品，祛邪恶气，补诸不足”。红景天苷 ( 化
学名：对羟基苯乙基 -β-D-葡萄糖苷 )为红景天的主要活性成分，

其抗肿瘤、抗氧化等作用及机制备受研究者关注。还有学者将

红景天苷引入到干细胞诱导分化研究中
[57]
，发现红景天苷可诱

导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表达与神经元相关的基因和蛋白，诱

导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神经元样细胞定向分化。

3   展望   Prospects 
中医药博大精深的文化和理论可能早已隐含了生命体修复

与再生的精微奥义。近年来诸多学者在中医药理论的启发和指

导下，逐步从中医药角度研究调控干细胞诱导分化的机制，用

中药作为诱导剂进行干细胞诱导分化实验探究，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这无疑为干细胞治疗疾病开辟了新方向，也为中医治

疗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中药可利用资源丰富、价格成本低廉，疗效显著稳定，利

用中医药特色，寻找干细胞与中药及其有效组分的相应结合点，

不仅可为当前重大疾病的治疗提供导向，也可为中医研究相关

疾病奠定理论基础和研究依据，彰显了中医药不断与现代医学

发展相结合的强大包容性与生命力。

中药复方或单味中药药物化学成分复杂，若将复方或单味

中药直接简单地拆分成中药单体来研究，是否割裂了药物或组

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关联性，依据此研究方法形成的研究结

果是否存在偏倚；研究时如何明确药物具体作用靶点、更精准

地把握药物作用机制，则仍需更深入的研究探索。

此外，在实验研究过程中，药物浓度、剂量、作用时间、

条件等与诱导细胞分化程度是否存在相关性，功效不同的中药

对干细胞的诱导是否具有特异性，针对不同诱导细胞和药物是

否可以确立标准化的诱导规范等，是值得深入思考并解决的问

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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