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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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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神经是由脑和脊髓发出的神经根、神经
丛、神经干及神经末梢组成的混合神经，包括运动、

交感及感觉３种纤维，周围神经损伤后会引起不同
程度的神经感觉、运动及交感功能障碍。近年来，

周围神经损伤的比率逐年增高，约占创伤患者的

２８％，５０％以上的患者在治疗后，运动和感觉功能
未恢复到正常［１－２］。因此不断摸索一种更理想的

治疗方法来促进创伤后受损的周围神经的修复和

再生具有重要意义。神经干细胞（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ＮＳＣｓ）一类可分化为神经元细胞、星形胶质
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的干细胞，它具有高度的自我

更新能力、多潜能分化、迁徙及良好的组织融合性

等特性，ＮＳＣｓ在周围神经损伤后的修复重建和功
能恢复方面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这为周围神经

损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本文就近几年国内

外运用 ＮＳＣｓ移植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研究现状
进行综述。

１　ＮＳＣｓ的生物特性

１９９２年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３］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４］从成鼠纹状
体和海马中分离出 ＮＳＣｓ，１９９７年 Ｍｃｋａｙ［５］在 Ｓｃｉ
ｅｎｃｅ上发表的文章表明 ＮＳＣｓ是一类可分化为神
经元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的干细胞，

它具有高度的自我更新能力、多潜能分化、迁徙及

良好的组织融合性等特性。

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发现 ＮＳＣｓ与其它的干
细胞一样也具备以下特征：（１）来源于神经组织且
能分化成神经组织，有研究发现，在哺乳动物中，大

多数ＮＳＣｓ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脑室下区是ＮＳＣｓ
主要分布区，对神经细胞的生长和死亡起着调控作

用，同时维持脑组织的动态平衡［６］，在微环境影响

下，ＮＳＣｓ可分化成大脑内所有主要类型的细胞［７］；

（２）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经体外培养的 ＮＳＣｓ，在营
养物质充足的情况下，可在短期内更新出大量的

ＮＳＣｓ；（３）可进行对称分裂和非对称分裂，通过对
称分裂对自身进行复制以增加细胞数量，同时通过

非对称分裂除产生一个与自己相同的细胞外还产

生一个与自身不同的神经细胞（神经元、胶质细胞

及神经前体细胞等）；（４）对损伤的反应能力，ＮＳＣｓ
向损伤部位迁徙并修复损伤部位的神经功能。

ＮＳＣｓ本身的状态和所处环境的营养因子对其具有
调控作用，决定自身是否处于静息、休眠状态，或是

进行分化、成熟，并向何种细胞进行分化［７］。大量

研究证实ＮＳＣｓ能通过替代损伤细胞、分泌营养因
子和免疫调节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神经的传

导和支配功能［９－１１］。

２　周围神经修复与再生机制

因受到过度牵拉、挤压或锐器切割的外力作用

可引起周围神经损伤，并造成神经的结构受损或功

能缺失。然而神经再生的速度缓慢，瘢痕的过度增

生、再生神经与周围组织粘连、肌肉萎缩及运动终

板退化变性等多种因素均会导致神经的受损部位

或其所支配的区域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本质

上周围神经损伤归属于细胞损伤的范畴［１２］。周围

神经通过神经元轴突进行信息传递并与中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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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相联系，雪旺细胞是周围神经系统主要的胶质

细胞，雪旺细胞参与形成的髓鞘对神经轴突的包裹

具有绝缘和保护作用。正常的神经功能有赖于轴

突的双向轴浆转运：顺行转运的神经介质和神经营

养因子可刺激神经末梢保持所支配的效应器的活

力与功能；逆行转运的神经营养因子及神经诱导因

子则促进神经元、雪旺细胞及神经纤维的再生和趋

化及定向生长［１３］。１８５０年 Ｗａｌｌｅｒ［１４］提出 Ｗａｌｌｅｒ
变性这一概念，当神经被切断后就开始了 Ｗａｌｌｅｒ
变性，大量的巨噬细胞聚集，吞噬变性轴突、崩解髓

鞘碎片和死亡的雪旺细胞，形成空的神经内膜管，

以便再生轴芽沿神经内膜管到达靶器官，同时，该

区域的巨噬细胞还会释放生长因子，刺激雪旺细胞

和成纤维细胞增生。雪旺细胞沿着远端神经干的

基膜神经鞘迁徙纵向填补神经内膜管形成Ｂｕｎｇｎｅｒ
带，为轴突的成功再生提供环境。在周围神经中断

后，受损神经轴突的远端也可发生 Ｗａｌｌｅｒ变性，运
动终板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降低，进一步造成轴突

超微结构的显著改变［１５］，其近端同时也发生溃变。

神经轴突顺行和逆行运输中断，使效应器得不到由

神经元分泌的营养因子滋养而发生萎缩；脊髓中相

应节段的神经元也失去了效应器分泌的营养因子

的供给而部分死亡。因此，恢复神经轴突的连续

性、促进轴突再生、防止其所支配的效应器萎缩及

保护神经元是周围神经损伤修复的关键。

分子机制上，周围神经损伤的修复与细胞因

子、炎症因子和黏附分子等有密切的关系。周围神

经损伤涉及了多种因子的相互调节作用，细胞因子

除作为免疫调节因子外，还直接参与神经的病理生

理调控，在神经损伤修复与再生过程中，各种细胞

因子在周围神经损伤部位和神经元的表达存在差

异，这对于筛选合适的神经生长因子来促进受伤神

经的修复和再生有着重要意义［１６－１８］。姚登兵

等［１９］的研究中，通过建立的大鼠坐骨神经 Ｗａｌｌｅｒｉ
ａｎ溃变模型，发现在Ｗａｌｌｅｒｉａｎ溃变过程中共有９３
个差异表达蛋白，基于 ＧＯ数据库，这些上调（下
调）的蛋白在 Ｗａｌｌｅｒｉａｎ溃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其他研究者也发现，细胞因子在阻止神经元

程序性死亡和促进轴突再生中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２０－２２］。部分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分泌的炎症

因子具有参与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应答、刺激细胞

增殖、促进其他细胞因子分泌及调节代谢等多种功

能，在周围神经损伤修复与再生过程中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保护作用［２３－２４］。在神经系统生长发育过程

中，细胞黏附分子介导了细胞与细胞、细胞与细胞

外基质之间相互识别、黏附和信号传导 ［２５－２６］。氧

化型ｇａｌｅｔｉｎ１可刺激雪旺细胞由近端向远处残端
迁移，辅助桥接细胞，促进轴突向损伤神经末梢长

入［２７］。

３　ＮＳＣｓ移植方式

目前在基础研究中主要以维持神经元活性及

神经元数量、恢复神经轴突的连续性、促进轴突再

生来修复周围神经损伤。外源性的 ＮＳＣｓ作为理
想的种子细胞，主要通过蛛网膜下腔、局部或静脉

注射的方式移植到动物体内。蛛网膜下腔注射经

腰椎穿刺将ＮＳＣｓ注射到蛛网膜下腔，随着脑脊液
循环途径流遍整个大脑和脊髓，部分 ＮＳＣｓ可迁徙
到神经元受损部位进行增殖和分化，以替代受损和

死亡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进而修复部分神经元的

功能［２８］；但由于脑脊液与细胞培养的环境差异较

大，仅少量的ＮＳＣｓ能存活并分化。局部注射移植
是目前采用较多的移植方法，该法应用生物导管桥

接神经两端，向导管内移植 ＮＳＣｓ细胞［２９－３０］。该

法不仅可利用 ＮＳＣｓ的桥接生物特性在神经两端
发挥作用，还可起到神经减压和防止新生的神经与

周围组织粘连的作用，有利于周围神经的功能恢

复，但手术会造成神经的二次损伤。静脉注射是将

体外分离培养的细胞随着血液循环，穿过血－脊髓
屏障到达神经损伤部位发挥治疗的作用［３１－３２］。在

坐骨神经慢性压迫性动物模型中，造模７ｄ后给予
模型动物尾静脉移植注射 ＮＳＣｓ，可明显抑制动物
热敏痛和触诱发痛、降低神经元激活，有髓鞘的轴

突总数明显增加［３３］。该移植方法操作简单方便，

创伤小，但因ＮＳＣｓ细胞在血液循环中迁徙需要较
长的时间，仅少量 ＮＳＣｓ细胞到达神经损伤部位，
因此需要进行多次细胞移植方可达到治疗效

果［３４］。

４　ＮＳＣｓ移植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现状

临床一般根据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３５］对周围神经损伤
的分级，选择不同的治疗手段。随着对 ＮＳＣｓ的深
入研究，研究者们发现 ＮＳＣｓ具有很强的自我增殖
和多向分化潜能，易与宿主整合和低免疫源性，是

修复神经组织损伤的理想种子细胞。ＮＳＣｓ可对缺
失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有补充作用，ＮＳＣｓ受到局

８１１１

贵 州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４１卷　



部微环境的影响后可多向分化，替代损伤和死亡的

神经元或胶质细胞。ＮＳＣｓ还可产生多种细胞基
质，为轴突的再生提供支持物［３６］。ＮＳＣｓ分泌的多
种神经生长因子，也为轴突生长提供相对理想的局

部微环境［３７－３８］，为变性的神经纤维和新生的神经

纤维形成新的髓鞘，维持神经纤维功能的完整

性［３９］。以上的研究发现打破了传统神经细胞受损

不可再生的观念，同样也为神经修复提供了理论基

础。目前，移植方式主要有单一的 ＮＳＣｓ移植、
ＮＳＣｓ联合移植及基因工程化的ＮＳＣｓ移植。
４．１　单一的ＮＳＣｓ移植

近几年对单一的 ＮＳＣｓ移植治疗研究较多，相
对于手术治疗，细胞移植的治疗效果更加理想。

Ｇｕ等［４０］研究中，将胚胎 ＮＳＣｓ移植到神经损伤部
位，经检测发现部分 ＮＳＣｓ分化成高活性神经元；
逆行性追踪和电子肌动扫描结果表明移植的ＮＳＣｓ
与靶组织之间存在稳定的功能性通路。Ｘｕ等［３０］

的实验中，同样将细胞移植到神经损伤部位，８周
之后进行相关指标检测，ＮＳＣｓ组和 ＮＧＦ组中的神
经营养因子（ＢＤＮＤ与 ＨＧＦ）表达较高，神经功能
的恢复也相对较好；而 ＮＳＣｓ组与 ＮＧＦ组相比较，
ＮＳＣｓ组再生轴突的髓鞘化更加显著。同时，大量
研究证实，ＮＳＣｓ移植到体内可分化为神经元样和
雪旺细胞样细胞。雪旺细胞是周围神经主要的胶

质细胞，ＮＳＣｓ向雪旺细胞的分化可加速髓鞘形成，
这为轴突再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单一的ＮＳＣｓ
移植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外源性的

ＮＳＣｓ对体内微环境敏感，仅少部分细胞能存活，向
目的细胞的分化比率则更小。此外，尽管 ＮＳＣｓ能
分泌多种神经营养因子，但对神经损伤修复的影响

还达不到质的改变。

４．２　ＮＳＣｓ联合移植
虽然单一的 ＮＳＣｓ在移植治疗周围神经损伤

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仍未达到医者和患者的期

望效果。因此，ＮＳＣｓ联合其他类型细胞移植为周
围神经损伤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有研究

表明ＮＳＣｓ的联合治疗效果优于单一的 ＮＳＣｓ移植
治疗。雪旺细胞与 ＮＳＣｓ的联合移植，两者可相互
作用。雪旺细胞可以为 ＮＳＣｓ提供保护、支持及营
养等作用，并促进 ＮＳＣｓ向神经元样细胞方向分
化；ＮＳＣｓ在微环境影响下分化成雪旺细胞。李晓
涛等［４１］将雪旺细胞和 ＮＳＣｓ共同移植到臂丛神经
根性撕脱伤大鼠模型上，通过对患肢功能恢复状

况、神经电生理检测及相应脊髓损伤节段脊髓前角

运动神经元存活率的检测，共同移植组大鼠屈肘功

能明显改善，神经元存活率较高，得出神经根回植

术联合细胞移植可以加强神经元的保护作用；在大

鼠体内，移植的雪旺细胞可以存活并持续为 ＮＳＣｓ
提供保护、支持及营养等作用，还能够促进 ＮＳＣｓ
向神经元样细胞方向分化。目前，对于利用 ＮＳＣｓ
与雪旺细胞共同移植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研究在

国内外均较少，共同作用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

共同移植治疗可修复损伤脊髓的解剖结构，使受损

的神经通路再通；同时，植入到相应脊髓节段的

ＮＳＣｓ存活后，其与受损区神经组织相互作用，可能
产生某些细胞因子促进受损神经组织功能的恢复，

同时促使植入的 ＮＳＣｓ发生增殖并适度迁徙；其次
雪旺细胞在对 ＮＳＣｓ保护的同时，还持续地为
ＮＳＣｓ提供其生长所必需的多种神经营养因子，创
造稳定的微环境，促使 ＮＳＣｓ向功能神经元方向分
化［４１］。

４．３　基因工程化的ＮＳＣｓ移植
基因工程靶向细胞疗法的飞速发展，给坐骨神

经损伤的修复与再生带来了新的曙光。该技术主

要利用 ＤＮＡ重组方法，利用 ＮＳＣｓ具有免疫原性
低、易于外源基因的稳定表达等特点，在体外对

ＮＳＣｓ用基因重组技术导入或删除了某一或某些基
因，从而达到改变细胞表型的目的。Ｆｕ等［４２］利用

基因工程化的 ＮＳＣｓ移植方法发现转染组的髓鞘
化程度高于未转染组，证实了基因修饰 ＮＳＣｓ可能
具有促进神经再生和功能恢复的应用潜力。同时

有研究发现，经腺病毒转染ｈＢＤＮＦ的ＮＳＣｓ移植治
疗视神经损伤，移植８周后可见 ＮＳＣｓ向视网膜深
层迁徙，部分细胞分化成神经元与胶质细胞，至少

在８周内持续表达ＢＤＮＦ蛋白，进一步证实了在坐
骨神经损伤的修复实验中，通过基因转染技术的方

法可以充分利用 ＮＳＣｓ的桥接作用、自我更行和多
向分化、迁徙特性并在局部有效表达基因产物，以

促进神经结构和功能的恢复。由于目前基因治疗

仍然处于实验阶段，应用于临床还需解决大量问

题，例如目的基因多样性选择、目的基因在宿主体

内稳定表达、多基因联合治疗以及伦理问题等［４３］。

５　问题与展望

目前，周围神经损伤的治疗仍然是临床和基础

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ＮＳＣｓ移植的研究在动物模
型治疗中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从相关基因工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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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ＳＣｓ的移植实验研究结果也提示 ＮＳＣｓ有望成为
一类理想的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种子细胞，但仍然

存在许多问题：（１）ＮＳＣｓ移植后的定向分化诱导
机制等问题；（２）微环境中神经营养因子的调控及
内源性ＮＳＣｓ活化、增殖、迁移分化的因素及其分
子作用机制问题；（３）ＮＳＣｓ移植后的存活率及分
化成神经元和雪旺细胞比率低等问题；（４）腺病毒
转染 ＮＳＣｓ移植后的安全性及过表达是否会致瘤
及功能恢复的评价标准问题；（５）实验结果的可靠
性问题，目前的研究结果主要是通过动物实验取

得，动物与人类的周围神经损伤的病理机制及损伤

后的修复机制是否存在着差异。相信随着对ＮＳＣｓ
与基因工程靶向细胞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问

题会一一解决，ＮＳＣｓ移植治疗周围神经损伤将会
有一个新的突破。

６　参考文献

［１］ＳｃｈｏｌｚＴ，ＳｕｍａｒｔｏＡ，ＫｒｉｃｈｅｖｓｋｙＡ，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ｖｏ［Ｊ］．ＡｒｃｈＳｕｒｇ，
２０１１（１４６）：６６６－６７４．

［２］ＧｒｉｎｓｅｌｌＤ，ＫｅａｔｉｎｇＣＰ．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ｉｎｊｕｒ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ａ
ｐｉｅｓ［Ｊ］．ＢｉｏｍｅｄＲｅｓＩｎｔ，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６９８２５６．

［３］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ＢＡ，Ｗｅｉｓｓ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ｕｒｏｎ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
ｃｙｔｅｓｆｒｏｍ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ｃｅｌｌｏｆ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５０５２）：１７０７－
１７１０．

［４］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ＬＪ，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ＴＪ，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ＰＦ．Ｄｅｎｏｖｏ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ｍｏｕｓｅｂｒａｉｎ［Ｊ］．
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１９９２（１８）：８５９１－８５９５．

［５］ＭｃｋａｙＲ．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５３０９）：６６－７１．

［６］ＡｕｒｌｉｅＧ，ＡｕｒｏｒｅＧＰ，ＬｏｕｂｎａＡ，ｅ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
ｓｕｂ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ｚｏｎｅ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ｖｉｔａｍｉｎＫ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Ｊ］．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２０１５（３３）：５１５－５２５．

［７］ＦｕｅｎｔｅａｌｂａＬＣ，ＲｏｍｐａｎｉＳＢ，ＰａｒｒａｇｕｅｚＪＩ，ｅｔａｌ．Ｅｍ
ｂｒｙｏｎｉｃ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Ｊ］．Ｃｅｌｌ，
２０１５（７）：１６４４－１６５５．

［８］ＰａｕｌｉｎｅＳ，ＪｕｎＬ，ＡｎｄｒｅａＨＢ．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ｎｅｕｒａｌ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２３）：１－６．

［９］ＳａｋａｔａＨ，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Ｐ，ＮｉｉｚｕｍａＫ，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６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ｒｅｄｕｃ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ｓｔｒｏｋｅｍｉｃｅ［Ｊ］．Ｂｒａｉｎ，２０１２（１１）：３２９８－３３１０．
［１０］ＳｈｅｔｔｙＡＫ．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ｎｄ

ｍｏｏ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ｅｄ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ｃａｎｅａｒｌｙ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Ｂｅｈａｖ，２０１４（３８）：１１７－１２４．

［１１］ＭｉｎｅＹ，ＴａｔａｒｉｓｈｖｉｌｉＪ，ＯｋｉＫ，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ｅｄｈｕｍａｎ
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ｔｅｐｓ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ｍｉｄ
ｄｌ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ｓ［Ｊ］．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Ｄｉｓ，
２０１３（５２）：１９１－２０３．

［１２］ＬｅｅＳＫ，ＷｏｌｆｅＳＷ．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ｒｅｐａｉｒ
［Ｊ］．ＪＡｍＡｃａｄＯｒｔｈｏｐＳｕｒｇ，２０００（４）：２４３－２５２．

［１３］ＭｅｎｄｅｌｌＬＭ．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ｎｅｕｒｏｎｓ：ｒｏｌｅ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ｊｕｒｙ［Ｊ］．ＢｉｏｌＳｃｉ，
１９９６（３５１）：４６３－４６７．

［１４］ＷａｌｌｅｒＡＶ．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ｓｓｏｐｈａ
ｒｙｎｇｅａｌａｎｄｈｙｐｏｇｌｏｓｓａｌｎｅ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ｇ，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ｒｅｂ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ｆｉｂｒｅｓ［Ｊ］．ＰｈｉｌＴｒａｎｓＲｏｙＳｏｃ，１８５６
（５）：９２４－９２５．

［１５］刘学谦，薛黔．坐骨神经损伤修复机制及其治疗的研
究进展［Ｊ］．四川解剖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６２－６５．

［１６］ＶｅｒｂｕｒｇｖａｎＫｅｍｅｎａｄｅＢＭ，ＶａｎｄｅｒＡａＬＭ，Ｃｈａｄｚｉｎｓ
ｋａＭ．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ｉｍｍｕｎ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ｖｉａ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Ｊ］．Ｇｅｎ
Ｃｏｍｐ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２０１３（１８８）：９４－１０１．

［１７］ＨａｍｂｙＭＥ，ＣｏｐｐｏｌａＧ，ＡｏＹ，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
ｄｉａｔｏｒｓａｌｔｅｒｔｈｅ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ｓｉｇ
ｎａｌｉｎｇｅｌｉｃｉｔ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１２（４２）：１４４８９－１４５１０．

［１８］ＡｒｔｈｕｒＦａｒｒａｊＰＪ，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Ｍ，ＷｉｌｔｏｎＤＫ，ｅｔａｌ．ｃＪｕｎ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ｓｃｈｗａｎｃｅｌｌｓｏｆｉｎｊｕｒｅｄｎｅｒｖｅｓ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ａ
ｒｅｐａｉｒｃｅｌｌ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Ｎｅｕｒｏｎ，２０１２
（４）：６３３－６４７．

［１９］姚登兵，王勇军，顾晓松．大鼠坐骨神经Ｗａｌｌｅｒｉａｎ溃变
的分子机制研究［Ｊ］．交通医学，２０１３（６）：５８０－
５８４．

［２０］ＺｏｎｇＨＢ，ＺｈａｏＨＸ，ＺｈａｏＹＬ，ｅｔａｌ．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ａｒｒｙ
ｉｎｇ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ｃｈｗａｎｎｃｅｌｌ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ｅ
ｐａｉｒｏｆｓｃｉａｔｉｃｎｅｒｖ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Ｊ］．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
文版，２０１３（１４）：１２６２－１２６８．

［２１］ＫａｒａｇｙａｕｒＭ，ＤｙｉｋａｎｏｖＤ，ＭａｋａｒｅｖｉｃｈＰ，ｅｔａｌ．Ｎｏｎｖｉ
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ＢＤＮＦａｎｄｕＰＡ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ｍｅ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５（７４）：６３
－７０．

［２２］ＵｃｈｉｄａＨ，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Ｙ，ＵｅｄａＨ．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ＢＤＮ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ｎｓｏｒｙｎｅｕｒｏｎｓａｆｔｅｒ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２１１

贵 州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４１卷　



ｏｆ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ｃｐａｉｎ［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０）：
１４７－１５４．

［２３］ＳｈｉｎＪＡ，ＰａｒｋＥＭ，ＣｈｏｉＪＳ，ｅｔ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ｒ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ＬｌｂｅｔａａｎｄＩＬ１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ｉｎｔｈ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ｃｏｒｔｅｘ［Ｊ］．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９
（２１７）：１４－１９．

［２４］ＹａｎｇＰ，ＷｅｎＨ，ＯｕＳ，ｅｔａｌ．ＩＬ６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ｓｐ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
ｊｕｒｙｂ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ｎｅｕｒｏｎｓ
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ｓｙｎａｐｓ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Ｅｘｐ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２
（２３６）：１９－２７．

［２５］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ＮＪ，ＦｅｒｎｙｈｏｕｇｈＰ，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ＤＲ，ｅｔａｌ．Ａｌ
ｐｈａ７ｉｎｔｅｇｒ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ｎｅｕｒｉｔｅｏｕｔ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ｕｌｔｓｅｎｓｏｒｙｎｅｕｒｏｎｓ［Ｊ］．ＭｏｌＣｅｌｌ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００５（２）：２２９－２４０．

［２６］ＮｏｄａｒｉＡ，Ｐ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ＳＣ，ＤａｔｉＧ，ｅｔａｌ．Ａｌｐｈａ６ｂｅｔａ４ｉｎｔｅ
ｇｒｉｎａｎｄｄｙｓｔｒｏｇｌｙｃａ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ｔｈｅｍｙｅｌｉｎ
ｓｈｅａｔｈ［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０８（２６）：６７１４－６７１９．

［２７］刘志雄，张伯勋．周围神经外科学［Ｍ］．北京，北京科
技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１７．

［２８］武玉江，侯英诺，张子檀，等．早期运动训练联合神经
干细胞移植对脊髓损伤模型大鼠后肢运动功能的影

响［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２０１６（６）：８７６－８８２．
［２９］ＮｉＨＣ，ＴｓｅｎｇＴＣ，ＣｈｅｎＪＲ，ｅｔａｌ．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ａｃ

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ｕｉ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１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ｆｏ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
ａ１５ｍ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ｇａｐ［Ｊ］．Ｂｉｏ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３）：
０３５０１０．

［３０］ＸｕＬ，ＺｈｏｕＳ，ＦｅｎｇＧＹ，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ｅｎ
ｈａｎｃｅｎｅｒｖ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ｓｃｉａｔｉｃ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ｒａｔｓ
［Ｊ］．Ｍｏｌ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２（２）：２６５－２７４．

［３１］ＪｅｏｎｇＳＷ，ＣｈｕＫ，ＪｕｎｇＫＨ，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Ｊ］．Ｓｔｒｏｋｅ，
２００３（９）：２２５８－２２６３．

［３２］陈珊珊，金华．动脉移植 ＢＭＳＣｓ对脊髓缺血再灌注损
伤大鼠脊髓细胞凋亡和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基因的影响［Ｊ］．基
础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５（７）：９００－９０５．

［３３］ＳｉｌｖｉａＦ，ＡｎｎａＥＶ，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ｕｍｔｏ“Ｉｎ
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ａｂｏｌｉｓｈｎｏｃｉｃｅｐｔｉｖｅｈｙｐｅｒｓｅｎ
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ｉｇｇｅｒｎｅｒｖ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Ｊ］．Ｐａｉｎ，２０１２（４）：８５０－８６１．
［３４］ＯｓａｋａＭ，ＨｏｎｍｏｕＯ，ＫｏｃｓｉｓＪＤ，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ｕｓｉｖｅ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ｊｕｒ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２０１０（１３４３）：２２６－
２３５．

［３５］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Ｎｅｒｖｅａｎｄ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１９８７：１７３－１７６．

［３６］ＯｓｔｅｎｆｅｌｄＴ，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ＭＡ，ＰｒｏｗｓｅＫＲ，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
ｎｅｕｒａｌ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ｃｅｌｌ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ｉｎ
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ｓｈｏｗ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ｘｔｅｎ
ｓｉｖｅａｘｏｎａｌｏｕ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Ｅｘｐ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００（１）：２１５－２２６．

［３７］ＫｅｒｒＤＡ，ＬｌａｄｏＪ，ＳｈａｍｂｌｏｔｔＭＪ，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ｅｍｂｒｙ
ｏｎｉｃｇｅｒｍ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ｍｏｔｏ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ｕｓｅｍｏｔｏｒｎｅｕｒ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０３
（１２）：５１３１－５１４０．

［３８］ＴｅｎｇＹＤ，ＬａｖｉｋＥＢ，ＱｕＸ，ｅ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ｊｕｒｙ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ｂｙａｕ
ｎｉｑｕ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ｅｅｄｅｄｗｉｔｈ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Ａ，２００２（５）：３０２４－３０２９．

［３９］ＣｕｓｉｍａｎｏＭ，ＢｉｚｉａｔｏＤ，ＰｌｕｃｈｉｎｏＳ，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
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ｃｅｌｌ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ｅｓａｎｄｒｅ
ｄｕｃ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ｔｉｓｓ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ｊｕｒｅｄ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
［Ｊ］．Ｂｒａｉｎ，２０１２（２）：４４７－４６０．

［４０］ＧｕＳ，ＳｈｅｎＹ，ＸｕＷ，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ｌａｙｉｎｇｄｅｎｅｒｖａｔｅｄｍｕｓｃｌｅ
ａｔｒｏｐｈｙｉｎ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Ｊ］．Ｍｉｃｒｏ
ｓｕｒｇｕｒｙ，２０１０（３０）：２６６－２７４．

［４１］李晓涛，李长德，解云川，等．神经干细胞与雪旺细胞
共同移植对大鼠臂丛神经根性撕脱伤的疗效［Ｊ］．中
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４）：９７４－９７５．

［４２］ＦｕＫＹ，ＤａｉＬＧ，ＣｈｉｕＩＭ，ｅｔａｌ．Ｓｃｉａｔｉｃｎｅｒｖ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ｂｙ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ｎｅｒｖｅｃｏｎｄｕｉｔｓｓｅｅｄｅｄｗｉｔｈｇｌｉａｌ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ｏｒ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
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Ｊ］．Ａｒ
ｔｉｆＯｒｇａｎｓ，２０１１（４）：３６３－３７２．

［４３］张耀丹，王晓明，黄更珍．周围神经损伤修复技术的研
究进展［Ｊ］．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３
（２）：２１０－２１３．

（２０１６－０７－０５收稿，２０１６－０９－２１修回）
编辑：吴昌学

１２１１

　１０期 贺菊芳等　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