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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宏魁研究组在Cell Stem Cell杂志发表原始多潜能干细胞的最新研究成果

日期： 2014-10-04  信息来源： 生命科学学院

10月2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Cell Stem Cell刊登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研究组最新研究成果

“Generation of Naïve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from Rhesus Monkey Fibroblasts”。该研究在世界上

首次成功将恒河猴皮肤细胞诱导成为了 “原始多潜能干细胞”，是干细胞领域的一项重要突破。 

多潜能干细胞具有在体外无限增殖、自我更新的特点，能够被诱导分化成各种类型的功能细胞，在疾病模型、

药物研发和细胞治疗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之前的研究表明，多潜能干细胞存在两种不同的多潜能状态：一

种是以传统方法建立的灵长类多潜能干细胞，这类干细胞在发育阶段上处于更后期的状态；而另一种是以小鼠和大

鼠多潜能干细胞为代表的处于原始状态下的多潜能干细胞，这类干细胞在发育阶段上更加“原始”，可以分化成几

乎所有类型的细胞。在研究转基因动物模型上，这种“原始多潜能干细胞”具有传统多潜能干细胞所无法比拟的优

势。然而长期以来，灵长类哺乳动物的“原始多潜能干细胞”很难在体外获得和维持。因此，如何在体外获得灵长

类哺乳动物的“原始多潜能干细胞”成为干细胞研究领域关键科学问题之一。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研究团队早在2009年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传统的恒河猴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

胞），在这个研究基础上，他们发现了一些关键信号通路的调控因子，将恒河猴的传统多潜能干细胞逆转到了原始

的状态，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恒河猴的“原始多潜能干细胞”。这种干细胞具有更强的分化潜能，与传统的灵长类

多潜能干细胞相比，它在注入到小鼠囊胚腔后，可以有效参与到小鼠的胚胎发育，从而形成嵌合胚胎。 

这项研究为干细胞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如何在体外获得灵长类动物的原始多潜能

干细胞”提供了答案，不仅为未来建立转基因灵长类动物模型提供潜在的细胞来源，而且有助于揭示哺乳动物原始

状态多潜能性的分子机理，为体外建立其它物种的“原始多潜能干细胞”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该工作由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研究组完成，方日国，刘康，赵扬为该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该工作得到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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