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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囊内移植脐血单个核细胞对老年小鼠机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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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阴囊内异种移植脐血单个核细胞对老年小鼠机能的影响，通过观察移植细胞的存活、作用，明确

阴囊内移植的脐血单个核细胞不仅可以在小鼠体内存活，且无明显的副作用，还可以显著提高雄性老年小鼠的

３０ｍｉｎ内交配次数 （Ｐ＝００１８），但其不能提高老年小鼠的存活时间以及心脏每搏量 （皆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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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１］，也是世

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我国为老年人提供的
医疗保健服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
为此，有必要立项研究延缓衰老的方法，并将亚健

康防患于未然，从而不断改善和提高我国人民体质

及健康水平．换言之，不仅要提高人均寿命，而且
要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干细胞的研究给科学界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

化，同时也为老年医学带来曙光．多年来，本课题
组一直从事干细胞研究，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抗衰老

研究，创造了干细胞腹腔移植的有效移植途

径［２－４］，但通过临床观察，其作用在移植后很快就

消失殆尽．由于脐血中含有多种干细胞，这些干细

胞富集于脐血单个核细胞中［５］，因此同种异体干

细胞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免疫排斥反应．为此，
有必要探讨一种较为有效的干细胞移植途径．睾丸
组织为机体免疫豁免区，而睾丸位于阴囊内，并与

阴囊相毗邻，阴囊又有丰富的血流．因此，本课题
组拟通过将脐血单个核细胞移植入雄性老年小鼠的

阴囊内，以期能有避开移植免疫排斥之作用［６］．

１　实验方法

从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实验动物

研究所购买１２月龄 （相当于５０多岁的人）ＳＰＦ级
雄性ＢＡＬＢ／ｃ小鼠，将８０只小鼠随机分配到４组，
分别作为对照检测组、对照寿命组、移植检测组、



移植寿命组，每组２０只小鼠，其中寿命组只观察
存活时间，不做任何检测，以防止出现干扰．

收集绿色荧光小鼠Ｃ５７ＢＬ／６（Ｈ２ｂ）新生小鼠
（昆明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提供）脐血．新生
小鼠断头后，立即用事先吸有对半体积蒸馏水稀释

过的低渗 ＤＭＦ１２培养液的注射器吸取脐血，每只
小鼠取４０～６０μＬ脐血 （其中约含２×１０５～６×１０５

个脐血单个核细胞），将所有脐血混合 （３份以上）．
低渗ＤＭＦ１２培养液破坏红细胞半小时后，再通过离
心法获取脐血单个核细胞．最后，实验组每只老年
ＢＡＬＢ／ｃ小鼠单次阴囊注射０５ｍＬ的用生理盐水稀释
过的１×１０４个混合脐血单个核细胞 （来自３只以上新
生小鼠的脐血），对照组仅注射０５ｍＬ生理盐水．

对比观察移植前后小鼠一般情况，观察小鼠

的状况和移植物抗宿主病情况，以及移植后小鼠存

活时间 （从移植后开始计数）．对移植组死亡小鼠
做解剖学检查，检查干细胞致瘤情况．

移植１个月后检测雄性ＢＡＬＢ／ｃ小鼠３０ｍｉｎ内
交配次数．４月龄ＢＡＬＢ／ｃ青年雌性小鼠购自昆明医
科大学，每天１ｍｇ／ｋｇ皮下注射己烯雌酚连续３ｄ，
促使雌性鼠进入发情期．晚上２０：００～２３：００期间
进行交配实验，将单只雄性老年小鼠放入３０ｃｍ×
２０ｃｍ×２０ｃｍ饲养盒中适应１０ｍｉｎ后，放入２只发
情期雌性小鼠．记录３０ｍｉｎ内交配次数，交配在安
静、弱光条件下进行［７］．并记录交配次数，即雄鼠
舔阴茎的次数．

移植３个月后组间比较ＢＡＬＢ／ｃ老年小鼠每搏
量 （超声心动图）之后，再处死检测组小鼠，通

过荧光示踪法检测干细胞植入情况．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表示为：（均数士标准

差）；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Ｐ＜００５时，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移植后，小鼠生存良好，未观察到移植物抗宿

主病发生，尸检未发现干细胞致瘤性．移植３个月
后在移植检测组极个别ＢＡＬＢ／ｃ老年小鼠阴囊仍能
观察到绿色荧光标记的脐血单个核细胞，但在血涂

片中均未能检测到移植的细胞．
移植后移植寿命组小鼠存活天数与对照组寿命

相比，Ｐ＞００５，表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１）．但是，移植１个月后移植检测组小鼠３０ｍｉｎ
内交配次数发生显著性变化，明显多于对照检测

组，Ｐ＜００５（见表２）．移植３个月后，移植检测
组小鼠每搏量与对照检测组相比，Ｐ＞００５，表明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３）．

表１　移植后小鼠存活时间

组别 Ｎ 存活时间／ｄ

对照寿命组 ２０ １３４８００±８０３０

实验寿命组 ２０ １３５５００±９７８５·

　　注：１）存活时间表示为 （均数±标准差）；２）与对照寿命组

相比较，·Ｐ＝０８０６

表２　移植１个月后小鼠３０ｍｉｎ内交配次数

组别 Ｎ 交配次数

对照检测组 ２０ １３００±１０３１

实验检测组 ２０ ２１００±１０２１

　　注：１）交配次数表示为 （均数±标准差）；２）与对照检测组

相比较，Ｐ＝００１８

表３　移植３个月后小鼠每搏量

组别 Ｎ 每搏量／μＬ

对照检测组 ２０ ５３５６４５±２５２０２

实验检测组 ２０ ５５２５８０±２８１６１△

　　注：１）每搏量表示为 （均数±标准差）；２）与对照检测组相

比较，△Ｐ＝００５２

３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阴囊内移植的脐血单个核细胞

可以在宿主原位存活达３个月之久而未发生明显的
移植物抗宿主病以及致瘤性等不良反应．推究其原
因，小鼠种间移植类似于人类同胞兄妹之间的移

植，故未发生强烈的移植免疫排斥作用．
此外，研究结果显示，阴囊内移植脐血单个核

细胞，在移植１个月后，能显著调高雄性老年小鼠
的性功能．究其原因，可能因为阴囊移植类似于腹
腔移植，移植的细胞可以附着在附睾等组织上，宿

主不易将移植细胞清除干净，而移植的细胞由于与

宿主组织相容性较好，移植的干细胞有可能通过旁

分泌等途径改善宿主性功能．当然，具体的作用机
制目前还缺乏．

本实验通过长期观察，未发现阴囊内异体移植脐

血单个核细胞可以延长受体小鼠的寿命，有可能与本

研究采用的是１２月龄的老年小鼠，小鼠各方面机能
都已经退化有关，因此想整体提高机能恐非易事．

（下转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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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６，３１（１１）：４５２７－４５３０．

［２０］万凤，司银楚，牛欣．人参皂苷作用于星形胶质细

胞对中风后神经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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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张丽，赵丽红，张兰，等．山茱萸环烯醚萜苷促进

大鼠海马神经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Ｊ］．中国

新药杂志，２０１５，２４（５）：５５０－５５３．

［２２］陈晓锋，王婧婧，陆惠，等．壮通饮对体外培养新

生大鼠海马神经干细胞增 殖分化的影响 ［Ｊ］．天然

产物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４，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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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植 ３个月后，宿主的每搏量并没有改善，
可能与心肌通常被认作是不可再生组织有关，相比

于处于不断更新的可再生组织，种间移植的干细胞

较难发挥组织重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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