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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率先在世界上研制出iPS细胞，由于其具有生长为人体所有组

织和器官的能力，专家们希望将它开发为“再生医疗的基石”。近日，日本为实现这一目标，率先启动

了有助于研制新药的行动计划。企业也在抓住商机的同时力促这项技术的开发。 

 

尽管iPS细胞能将普通细胞还原到与受精卵相似的状态，并发展为身体各处的组织和器官，但是，

要想达到自如地控制再生器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iPS细胞的早期应用预计可能将用于新药品

研发过程，检查新药品是否对人体有副作用。 

 

例如，iPS技术可能用于研发治疗导致心律不齐的“QT时间延长”综合征的药物。感冒药和抗生素

等会引起QT时间延长，也有部分患者是由于先天遗传造成的。目前，虽然可以在人体上直接检查是否会

发生QT时间延长，但检查的危险性较大。如果使用iPS细胞，只需要制造出促进心脏跳动的“心肌细

胞”，用于测试新药品的副作用即可。 

 

制药企业也积极参与到iPS细胞的应用技术研发中。日本某生物制药公司也正是看准了这一机遇，

与京都大学管理iPS细胞相关专利的机构合作，获取授权，使用人类iPS细胞来判定新型药物的副作用。

据悉，该项目已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这也是京都大学首次向企业提供iPS细胞技术。双方合作过程中，

研究人员将从遗传背景各异的人体细胞中制造出iPS细胞，再创造出用于新药品测试的心肌细胞。测试

过程中若出现异常，则表明新药品可能对人体有副作用。这样，就可以在新药品用于临床试验之前，掌

握其是否有副作用，从而提高新药品开发的速度，降低药品开发成本。 

 

除企业外，国家方面也大力支持iPS细胞的研发与应用。去年，日本建立了先端医疗开发特区，在

iPS细胞研发方面，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研究组和医疗基础研究所等被选为重点支持对象。京都大学研

究组还包括武田药品工业公司、Astellas制药公司、岛津制作所，该研究组的目的在于集中力量推进

iPS细胞的应用。 

 

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开始通过下属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等部门支援与产业发展

相关的研发工作。3月，经济产业省启动了新项目，旨在推动安全、品质稳定的iPS细胞生产和新药品毒

性评价体系的确立等。参加该项目的，除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庆应大学、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外，

还有田边三菱制药、川崎重工业等大型企业。该项目计划在今后5年内投入55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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