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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和顺天堂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发出一种能抑制内脏移植排斥反应的

新方法，目前该方法已被应用于肾移植手术中。使用这种新方法，患者除了在手术之后，其他时间都不

必服用免疫抑制剂，而且该方法还不会产生副作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都对该

技术进行了报道。 

 

据介绍，日本研究人员以一种淋巴球细胞，即“T细胞”作为目标，展开了长期研究。T细胞主要负

责人体免疫，在发现病毒和细菌等异物之后，T细胞将会对其进行攻击。而在进行脏器移植时，移植的

内脏器官也会被T细胞认为是异物而受到攻击，这就是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严重，移植的脏器将无

法工作。此次日本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能让T细胞将移植器官“错认”为本体器官的特殊抗体。经过在

猴子等动物身上5年多的实验，研究人员终于确定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抑制排斥反应。 

 

根据这种新方法，在移植手术之前，医务人员会从患者和脏器提供者的血液中采集T细胞，并将二

者混合，然后与特殊抗体放在一起培养两周的时间，再输入到患者体内。这种经过改良的T细胞就会在

患者身体中发挥调节者的作用，对其他T细胞产生影响，使其也产生“错认”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

经过“调节”后的T细胞对病毒和细菌等的攻击并不会减弱。 

 

在过去的脏器移植中，患者在此后的一生时间都要服用免疫抑制剂。而如果使用新方法，则只需在

术后一段时间服用即可。在确定了患者体内的T细胞开始发挥作用之后，就可以逐步减少服用量，在手

术之后大约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就可以停止服用。由于不用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也就不必担心会出现肾

功能障碍等副作用，也不会发生在术后几个月至几年中经常出现的动脉硬化等慢性排斥反应。据研究人

员估计，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的手术，10年后肾脏依然发挥作用的比例将比目前提高两成，达到90%的程

度。 

 

研究人员表示，除了肾移植之外，这种新方法还可应用于心脏、肝脏等脏器移植，而欧美等国医学

界目前一直为心脏移植的慢性排斥反应而苦恼，因此新方法的成功将可能对整个世界移植医学界产生重

大影响。 

 

日研究发现特殊抗体可抑制肾移植排斥反应
将对移植医疗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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