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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干细胞再生研究的哲学透视

高铭仁，孙卓廷，张桂芝

【摘 要】 目的：人类干细胞再生研究对生命科学和医药学等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价值，在新科技革命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居于当代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方法：人类干细胞再生研究在国内外都进入了实质性

研究开发的初级阶段，但很快就形成了中西方的“原位”和“体外”两种相反的模式。结果：不同的模式取决于不同的

医学哲学思路。思路模式的不同，必然地使其关键技术、优劣长短和面临的伦理法律问题等也不同。结论：两种模

式优势互补，将使人体固有机能和人类生物医学高科技都得到极致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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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干细胞再生研究的价值和模式

+P 人类干细胞再生研究的价值

人类干细胞再生研究主要指利用人类干细胞培

养或再生人体组织和器官的研究。其生物和医用价

值极其巨大。首先，它为探索人体发育规律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研究系统，在发育生物学的基础研究上

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和理解人类发

育过程及其中的复杂事件的机理；对一些人类最严

重的疾病如癌症和遗传性疾病等，可以描绘出导致

这些致死疾病的基本错误，为对它们治疗的方法途

径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对诸如心脏病、糖尿病、肾

病、帕金森氏病等严重的人类尚无满意治疗手段的

疾病，可以找到“细胞治疗”或“组织工程治疗”即“治

疗性克隆”的途径。这就是将取自病人细胞的核转

入去核的母细胞中重新激活并建立多能干细胞系，

再将这些细胞诱导成病人所须的细胞、组织或器官，

从而实现疾病组织器官的再生修复或移植，据推测

不会发生免疫排斥反应。再次，能大大地改变研制

药品和进行安全性实验的方法。如治疗新药 Q方法

可以首先用人类干细胞系进行实验，这虽然不会取

代在整个动物和人体上进行的实验，但会使药品研

制的进程成流线型。因为只有当细胞系实验表明药

品是安全并具有益的效果时，才可以有资格进行动

物和人体的进一步实验。

这说明，干细胞再生研究在当代最新科技革命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理所

当然地居于当代高新技术的最前沿。这就难怪它被

美国《科学》杂志等列为 +RRR 年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人类基因研究屈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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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干细胞再生研究的两种模式

#$$% 年以来，美国著名杂志发表了美国康斯威

星大学的汤姆森（&’()*(+）小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的吉尔哈特（,-./’./0）小组、马萨堵塞州的先进细胞

技术公司、关于人类干细胞研究的论文《从人囊胚获

得的胚胎干细胞系》，报告了他们分别用人工受精囊

胚的内细胞群干细胞、流产胎儿的生殖干细胞、克隆

人早期胚胎等建立了人胚胎干细胞（12）系。这些

12 细胞既可以在某些“抑制因子”的作用下永生化

地保持不分化状态；又在功能上是全能的，能在一定

条件下形成人的肌肉、神经、骨、肠及皮肤组织等。

表明人类在生殖克隆和治疗克隆研究中取得了重大

突破。

此外还有洛山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马克·亨德

利克研究小组把在吸脂手术时提取的人成年脂肪细

胞仿制成软骨、骨和肌肉。该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研

究所的弗雷德 " 盖奇等人从人尸体提取脑细胞，然

后把它们培养成神经祖细胞，表明已停止活动的死

亡病人大脑将可能转化为治疗病人的组织，因而使

大多数研究人员非常感兴趣。哥伦比亚大学西尔维

乌 " 泰斯库研究小组利用人体骨髓在老鼠的心脏中

生成新的血管。还有纽约医学院的皮耶罗 " 安韦萨

和国家人体基因研究所的唐纳德·奥尔利克利用老

鼠骨髓修复了老鼠心脏。而耶鲁大学戴安娜 " 克劳

斯研究小组则把一只成年老鼠的骨髓中的单个干细

胞培养成其他老鼠的肺、肝脏、肠和皮肤的细胞。

由于使用胚胎干细胞存在伦理学争议，科学家

们提出了种种替代性选择的设想，如尽管成年人干

细胞极其稀少和难于分离，但北卡州的一家公司还

是宣称能从脂肪中提取干细胞使之转变成骨骼、软

骨甚至神经细胞。还有的提出了用某种药物激活成

人干细胞使人体得以自我修复的设想。

中国江苏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课题组于今年

#3 月攻克“成人脑干细胞克隆”技术难关，先后获取

#3 例脑外伤病人的成人脑细胞，成功繁殖出第一代

“成人脑干细胞”。展现了用“成人脑干细胞”注入法

修复受损脑组织的前景。

这些重大成果和突破充分表明，人类干细胞研

究进入了实质性研究开发阶段，预示着克隆人和定

向克隆器官，不久将成为现实。就在本文成文之时，

又传来了克隆人即将问世的消息。但克隆人比定向

克隆器官要容易得多，所以人体干细胞再生研究仍

处在初级阶段，离美梦成真和临床普遍应用还有相

当长的路要走。

就在西方取得上述突破和围绕相关伦理法律争

论不休之时，!333 年 % 月 % 日公布了徐荣祥教授和

他的研究人员利用人体烧伤部位活组织医疗模型，

在原位培植皮肤干细胞再生新皮肤技术治疗大面积

深度烧伤获得成功的多项研究成果。该成果宣称：

“正式完成了皮肤再生机理的研究：首先在烧伤后可

启动皮肤伤处原位活组织细胞再生为干细胞，而后

调空其皮肤干细胞，转变成皮肤组织，使干细胞在原

位组织中直接转化为皮肤器官，这一成果不仅实现

了干细胞可复制皮肤器官，而且实现了人类原位皮

肤器官的复制。使人类由干细胞体外培植组织或器

官移植治疗的前沿科学领域，直接跨入人体原位干

细胞培植器官更加前沿的科学领域”。同时，徐荣祥

教授还指出，该项成果“在皮肤美容更新、消化道黏

膜修复及其他器官复制研究中有重大应用前景⋯⋯

将改变现有医学模式”。

《科技日报》!33# 年 4 月 !$ 日报导了由徐荣祥

主持的研究报告宣布，已成功绘制出生命的最小单

位———细胞完成生命组织修复活动的图谱。这一图

谱客观地描述了细胞在承担完成损伤机体修复活动

中演变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向人们证实：第一，受

损伤的生命组织是可以实现原位全能修复的；第二，

完成生命组织全能修复的主体是细胞的活动；第三，

人类完全有能力原位启动、调控细胞的定向分化和

组织修复及器官复制；第四，这种再生修复潜在机能

的启动和调控的关键条件是生理环境的重建，在此

条件下，成体组织中的胚胎干细胞可以按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从多到少———从有到无的规律定

向地正常分化和复制到组织和器官的原始状态。

由此可见，美国和徐荣祥教授分别代表了人类

干细胞再生组织和器官研究的两种相反的模式。前

者是西方的体外培养干细胞再生组织和器官然后移

植到人体，可称为“体外模式”。后者是中国特有的

在人体原来位置上培养干细胞使受损组织和器官修

复到原有状态，可称为“原位模式”。

二、人体干细胞研究两种模式的根源和特点

#" 医学思路决定人体干细胞培养模式

又是什么原因使东西方干细胞研究分别采取不

同模式的呢？这就是东西方相反的医学思路。

医学思路是哲学在医学上的具体应用，医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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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决定医学思路，医学思路决定医学的本质特征即

归属。西方干细胞研究的思路是他们的主客二分、

改造世界、局部细微的机械分解分析哲学的典型表

现，采取的是体外培养的思路和模式，其三步曲是：

首先是分离干细胞；其次是体外培养干细胞使之定

向分化增殖产生各种活组织和器官；第三是将体外

培养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移植到患者身上，以达到象

机械师修理机器那样什么坏了换什么的治病目的。

显然，这是机械分解分析和组装思维方式的极致性

发挥。如烧伤外科用体外定向克隆的皮肤代替自身

直接取皮，虽然能解决皮源不足问题（仅此而已），总

体上却依然是切痂植皮的老思路和方式。

徐荣祥的原位皮肤干细胞再生研究的思路，是

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整体有机辩证统一的中国哲学

即中医哲学的思路。不用分离干细胞（原位上就

有），也不用体外定向诱导和控制（一切都在烧伤创

面组织的原位进行，其激发、诱导、控制和终止是机

体本身固有的机能）；更不用器官移植，而是在原位

上顺应自然地充分发挥机体固有机能天衣无缝地再

生修复到伤前状态。显然是整体有机辩证思维方式

的极致性发挥。早在这一课题的设计时，有的专家

提出的方案也是体外思路，虽被纠正到原位思路上

来，但西方体外思路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上述事实生动而又雄辩地证明了两种思路对干

细胞研究培养和应用的决定性影响：天人合一、顺应

自然、整体有机辩证统一的哲学和医学思路决定了

干细胞研究必然采取原位模式；主客二分、改造自

然、局部机械分解分析的哲学和医学思路，必然导致

体外模式。

!" 思路模式决定人体干细胞培养的关键技术

原位思路模式把干细胞看作生命有机体的组成

部分，其生命活动和整个肌体密切相关。当身体某

一部位出现损伤或异常时，这一变化可以通过身体

内部的生化反应相互传递信息并发出启动修复机制

的指令，而对这一指令做出反应启动干细胞进入分

化修复程序并对修复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控制，必

定需要在原有的生理环境中才能进行。所以重建生

理环境就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原有生理环境

下，干细胞才能忠实地按照其从受精卵时便已经获

得的建构生命的蓝图再现与生命初建过程相同的生

命建构过程而进行其再生修复，也即使这种再生修

复能自发地随时与原始生命蓝本进行对照评价，让

修复的组织在结构、形态、规模和数量等方面恰到好

处地符合蓝本和需要，达到损伤前的完美自然状态。

这种机能是人体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只要活着就存

在。而原有生理环境则被某种原因（疾病或外伤，如

烧伤及其继发损伤）破坏了。原位思路，是要在不弄

清这种机能的条件下，只仿造原有生理环境，就启动

这种机能并使之自发地淋漓尽致地发挥。所谓原有

生理环境，是指不对组织或器官继续损伤、并且生理

湿润的环境。所以，原位思路模式的关键技术必然

是重建和保持干细胞再生所必须的既终止损伤又生

理湿润的环境。“终止损伤”，即终止外伤、创疡、炎

症、肿瘤等的继发损伤，属于治疗、预防或控制疾病

的范畴，因损伤的极其多样化，所以也是极其多样化

的技术。生理湿润环境，对于开放性和半开放性的

损伤，需要人工仿造：对于封闭性的损伤，人体自身

就有，无须仿造。从深三度大面积烧伤的干细胞再

生治疗仍然不能自然性愈合的情况来看，仅有终止

损伤和生理湿润还不够。因为它可能只适用于一定

程度的损伤，对于全部或接近全部的器官或组织损

伤，就远远不够了。从某些动物的某些器官可以整

体性的再生（如螃蟹的腿、蜥蜴尾巴）和人体个别器

官可以再生的情况看，很可能所有组织和器官都有

再生的潜能，只是正常情况下被关闭着。所以原位

模式还必须有器官再生的“整体启动技术”。这样，

原位模式的关键技术实际是终止损伤、生理湿润和

器官再生整体启动三项。部分性损伤的再生，有前

两项就足够了；整体性的还要加上第三项。

而体外思路模式，由于切断了干细胞培养与整

个机体的联系，不可能再从机体获得指令。所以必

须弄清并在体外仿造出这种机能（这是最困难的）和

环境，这就决定了它的关键技术必然是弄清并在体

外全程仿造出这种机能和环境。

#" 不同思路模式及其关键技术决定各自的长

短优劣

首先，达到同样的临床效果，二者难易程度不同。

原位思路模式在实践上简便易行。只要终止损

伤并仿生创造和规范地保持生理环境，必要时启动

整体再生机能，其他诸如干细胞的分离、再生过程的

调控———评价———终止等，都由机体能动地自己进

行，因而简便易行得多。而体外思路模式，这一切都

必须弄清和在体外仿造，必然大大地增加了难度和

延长了研究途径和时间。具体地说，有三大难。一

是干细胞量少、难识别，从人体所有组织分离和纯化

成年干细胞非常困难，目前只能从自然胚胎或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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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胚胎获得，这又产生了伦理问题。二是干细胞

的定向特化和协调发展的启动、控制和终止等更难，

按“部分只有在整体上才是它应该具有的样子”的观

点，脱离整体的体外培养能否达到与原来的组织和

器官完全相同，值得怀疑。三是组织和器官无疤痕

移植难，移植说到底是机械式结合的翻版，其中有排

异反应问题，虽然理论上可以避免，但实践上还难

说，有形态问题，体外培养出来的组织和器官很难在

大小形体上与肌体需要的完全符合，而且如皮肤移

植那样即使是自体皮肤移植也仍然是疤痕愈合。就

烧伤外科治疗模式而言，体外培养只解决皮源问题，

固有的“四大难题”依然存在。这说明，要达到同样

的临床效果，二者在难易程度上是有区别的，一般地

说，前易后难。

其次，二者的投入与临床效果比不同。

同样临床效果的难易程度不同，必然内含着投

入与临床效果比也不相同。对于部分再生的临床治

疗，原位思路模式不必理会干细胞再生机制，只终止

损伤和仿造生理环境，就可以取得自然性再生修复

的惊人疗效（如烧伤治疗）。这是因为它充分调动和

利用了肌体自身干细胞再生的本能。对于整体性再

生，再适时加上整体再生启动技术也就够了，其余还

都由机体自发进行。而体外思路模式一切机能都必

须在体外全程再造和调控，而这种机能的体外全程

再造的投入既大大高于终止损伤和生理环境的投

入，也高于三项的总和的投入。这并不是说前者的

总体科技含量低。其实，投入和科技含量虽有关系

却不是回事。投入包括物质、技术和人力等的投入。

二者同属于高科技，但关键技术的差异使其物质、技

术和人力投入也就不同（这种不同也不同于科学水

平的差异，二者在科学水平上很难说孰高孰低）。原

位模式由于充分发挥人体机能，必然不同程度地节

约物质、技术和人力的投入，所以投入一般比体外模

式低，从而投入与临床效果比也一般地要比体外模

式高。加上体外模式还要在加上器官移植的投入，

使其投入效果比还要更低一些。

再其次，二者的效益不同。

一是经济效益不同。原位思路模式既然简单易

行，临床投入效果比不同，必然经济效益也不同。条

件较差的医院也可成功地使用原位技术，个体治疗

费用大大低于后者。如成功治愈同样的大面积深度

烧伤的费用（舍弃疗效不谈），用“个体治疗费!治愈

率 " #”的公式计算，湿润暴露疗法已经明显低于烧

伤外科。那么后者再加上高科技体外定向培养皮肤

的高额费用，必然更大大高于已经是原位干细胞再

生且费用不变的前者了。如果再加上研究经费的相

差悬殊，加上愈后整形的费用等，原位和体外的经济

效益，相差就更悬殊了。

二是二者的疗程和愈后的社会效益不同。疗程

效益，主要包括疗程长短、痛苦程度、医源性损伤程

度等。假设在“终止损伤”大体相同的前提下，原位

模式不存在器官体外再生和移植问题，而体外模式

存在，因此前者比后者有缩短疗程、疼痛程度低、医

源性损伤程度低和自然愈合等优势效益。如烧伤，

后者只解决皮源，“四大难题”依然如故。此外，移植

中是否还存在一个时效衔接问题，如移植时机成熟，

体外器官还没有再生出来。愈后社会效益主要指生

存质量效益。原位是有机连接自然愈合，愈后生活

质量可以恢复到原来状态；体外则不可能。以皮肤

再生的原位模式和体外模式的对比为例，前者可以

达到伤前皮肤自然状态的医疗效果，至少不残废，一

般不需要整容，生存质量与伤前基本没有什么差别。

而后者仍然是疤痕或残疾性的（特别是耳朵、面部和

手指的深度烧伤永远是远离应然性状态的），严重者

在相貌、心理、生活、婚姻、家庭、社交等方面往往发

生令患者和家庭难以承受的变化，如要改变这种状

况就必须耗费巨资去做效果往往并不理想的整容，

为此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只好默默承受肉体和

精神上的持续打击和折磨，有的患者甚至不堪忍受

而走上轻生之路。其它器官，如各内脏器官的对比

效益可能不如皮肤强烈，但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移植毕竟是机械连接与结合，都存在或轻或重的机

体损伤（如内脏移植对“元气”的损伤等）、手术疤痕

和功能障碍，至少遇到阴雨天气都有一定的不适感。

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效益。

总之，二者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原位有优势的

地方，往往就是体外相对劣势的地方。反之亦然。体

外模式最大优势在于全面弄清和全程掌握人体干细胞

再生修复组织和器官机理和技术，难度更高一些。这

种优势对生物工程技术的推动作用可能要更大一些。

三、人类干细胞再生研究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

因思路模式不同而不同

由于体外思路模式定向克隆器官的干细胞取自

胚胎，从而往往要杀死胚胎。而杀死胚胎与杀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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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是有争论的。这就不能回避伦

理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问题。目前，美、英、德、法、日

等国都公开申明不允许克隆人，否则违法。治疗性

克隆胚胎和克隆人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也受到质

疑。就是说体外模式伦理法律问题关注和争论的焦

点主要围绕利用人的胚胎和受精卵以及克隆人的趋

向而展开。而原位思路模式就不存在杀死胚胎和克

隆人这样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原

位没有伦理道德，而是其思路模式及其价值目标、途

径和方式方法，在伦理道德上追求最高最完美的境

界，从而不同现行道德法律规范抵触而受到限制，不

会引起争论和受到评击。首先，它根本不需要从人

的受精卵和胚胎中寻求 !"，不存在克隆人的问题，

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与之相联系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了。其次，它追求完全恢复组织和器官以及生存质

量的原始状态，以达到伦理道德境界的圆满。再次，

它在疗程效益、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都追求最高，这

也在伦理道德上无可挑剔。相比之下，体外思路模

式在某些方面就有些相形见绌。如果用经济上、疗

程上和愈后生存质量上效益都更佳的原位模式就能

解决问题的话，还要坚持用体外模式，如烧伤治疗那

样，这是否也是一个伦理境界问题呢？

目前美、英、法、日等西方国家在舆论和立法倾

向上的基本是允许治疗性克隆，禁止生殖性克隆特

别是克隆人。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大体一致：

大力支持和扶持治疗性克隆，坚决反对生殖性克隆。

体外思路模式之所以存在这样激烈的伦理法律问

题，归根结底是由于此项技术本身及其使用所特有的

两重性。就技术本身看，它要获得 !" 或 #"，或者要直

接“摧毁胚胎”，或者先人工克隆后摧毁胚胎，这就不可

避免地产生伦理法律矛盾；就技术的使用来看，制造人

胚胎、制造嵌合生物和进行生殖克隆都存在着可以预

料和难以预料的巨大社会隐患。克隆胚胎用于生育，

即克隆人，人们认为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极为有害。即

使是治疗性克隆，即定向克隆器官，除产生治疗性后遗

症外，是否也存在着因与盗割人体器官的区别鉴定难

的问题和昂贵的器官价格，客观上使盗割倒卖人体器

官更有可乘之机而更加难以控制？

四、两种模式的互补性

人类干细胞研究两种模式从思路、模式、关键技

术及其优劣长短都恰好相反，一方的优势恰好是另

一方的劣势，反之亦然，因而是互相对应的。而互相

对应的同一个东西的两极之间，在极限处差异就消

失，因此必然有很强的优势互补性。

如果两种思路模式都能如愿以尝，那么把它们

优势互补地结合起来，就既可以使全命有机潜在的

机能和作用都能得到极致性的充分发挥；又能使当

代人类的生物医学高科技———即体外人类干细胞再

生组织和器官技术，也得到极致性的发挥。这样就

有可能使干细胞培养组织和器官的境界更趋完美。

原位模式如果要弄清干细胞的产生和再生的机制并

能人为地加以启动、矫正、终止和全程控制，特别是

组织和器官整体再生的全程启动和控制，恐怕要吸

收体外模式的研究方式和科技成果。例如，大面积

深度烧伤原位干细胞再生治疗治疗中当前表现出来

的不能自然性愈合的局限，在深度创面的原位上接

种体外培养的皮肤干细胞并调控其生长出皮肤，至

少是暂时的出路吧。而体外模式要克服其存在的局

限性，恐怕也要与原位模式相结合。实际上现在的

一些研究和应用的探索，已经表现出二者互补结合

的趋势。如将体外培养的胚胎干细胞定向培养成血

管干细胞，再将其注射到心肌梗塞部位使之再生出

血管，从而治疗心机梗塞。再如，用脂肪细胞体外诱

导成人脑干细胞，再注入脑部病变部分而治疗某种

脑病。等等，都体现着体外模式和原位模式的初步

结合或统一。这说明，两种模式的优势互补既是需

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要使这种优势

互补从自发走向自觉。这样，我们就有原位、体外和

二者互补结合的三种干细胞再生模式，临床上适用

何种就用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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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皮肤干细胞原位培植研究的哲学思考

周建大，陈道瑾，罗成群

干细胞是动物体内一种独特的基本细胞类型，当分化时，有些可发展成为特殊类型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另一些

仍维持干细胞，准备替代机体损伤和衰老的细胞。它们本身能自我复制，以供机体终生组织更新的需要。干细胞的

培育研究为人类治疗破坏性和消耗性疾病带来了新的希望。国外学者着重于干细胞的离体培育研究，而我国徐荣

祥运用整体性原则构建了成年皮肤干细胞生长发育的微环境，已原位培植成功，使烧伤创面达到再生愈合。现就有

关干细胞的研究进展作如下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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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干细胞的基本认识

干细胞是一种经培养后不定期地分化并产生专

门细胞的细胞，以自我复制和产生大量更专门化的

细胞为其增殖方式。它们大量存在于早期胚胎中，

但在成年组织中极难发现，向各种类型细胞的发展

过程中受到严格限制。根据它们的分化时相与功

能，可分为以下几种：

"! 全能干细胞（1B59@B53<5 4536 7388）：受精卵和

它的头 + 次分裂产生的 , 个细胞每个都有能力产生

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它们具有无限的能力，能

够专门化胚外膜和组织，以及胚胎和所有胚胎后组

织和器官。

&! 多能干细胞（P8;F9@B53<5 4536 7388）［"］：当细胞

继续分裂，大量干细胞增加，这时每个干细胞能够产

生的不同类型的细胞数目是受到限制的（有限的），

受精卵分裂 $ 天以后称为胚泡（O8:45B7?45），由中空

的细胞球形成。胚泡细胞外层形成胎盘而内部大约

$’ 个干细胞群形成发育胚胎的各种组织，这些干细

胞具有多能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NM 7388（N6IF?B<97
4536 7388）［&］。它们能够产生许多类型的细胞，但不

能制造出个体完全发育所需要的所有组织。因为它

们的潜力不完全，不是全能性的，它们不是胚胎，如

果将它们放入女性子宫中，并不会发育成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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